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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推动中国智能手机快速普及的千

元机，已然淡出市场主流。4 月 9 日消

息，移动 App 市场研究机构 Newzoo 发

布报告显示，去年12月，2000元以上的

手机数量在每月常用机型里的份额首次

超过了 50%，1000-1999 元这个价格区

间 的 份 额 相 比 2015 年 12 月 减 少 了

2.7%，千元机的市场规模收缩至 20%以

下。这也是自智能手机兴起以来，千元

机市场首度下滑至不足两成。

千元机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市

场的主力军。尤其是2014年手机之争，

由小米、华为荣耀、酷派大神等发起，席

卷了几乎全部手机厂商的“千元机”大

战，产品主要以八核处理器、支持4G、价

格在千元以内，千元机一度占据很多国

产厂商销量的70%。

如今千元机则逐渐被企业所抛弃。

一加手机创始人刘作虎就曾多次表示，

坚决不做百元机。乐视移动总裁冯幸也

多次强调，乐视坚决不做1000元以下的

手机。2016年，几乎所有厂商都在发力

2000-3000 元这个市场，小米、魅族、

OPPO、vivo等，主力产品都站到了2000

元以上的档位。

业内分析指出，千元机市场不断萎

缩，主要在于千元机价值不断缩小。首

先千元机的创新往往来源于旗舰机的功

能下放，诸如快充、指纹、前置柔光灯等，

而现在的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多花点钱

买个各方面都称心如意的手机。另外，

智能手机作为入口的价值正在下降，硬

件盈利才是合理的商业模式。（北商）

“本地流量用不完，全

国流量不够用。”是很多去

外地出差、旅游用户的真实

写照。

6 月 19 日，新京报记者

分别联系中国联通、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客服，对方均

表示“本地流量和全国流量

很早就有了”。由于一些用

户平常不出差，使用本地流

量比较实惠。

据记者了解，目前三家

运营商均提供了流量包服

务，其中除了全国通用流量

包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本地

流量服务。

中国电信的客服称，目

前套餐外流量包是按周计

算，1 周 18 元 1GB 的本地流

量，以及1周20元1GB的全

国流量；超出部分统一按0.3

元 1MB 收费。三家运营商

客服提示，本地流量用户出

省可购买全国流量，或者使

用当月加油包，加油包的剩

余流量并不会结转到下月。

至于未来国内流量费

用是否会统一，运营商客服

均回应，目前没有这个计

划。

本地流量用不完，全国流量不够用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17年首

五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前5个

月，内地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8862 亿元，同比增

长50.4%；电信业务收入完成5349亿元，同比增

长5.8%。

从整体来看，三大运营商4G用户数量增长

迅速。中国联通凭借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的一

系列举措，5 月份的 4G 用户净增数达到了 562

万。中国电信也不甘示弱，月净增4G用户467

万。中国移动依然是4G领域的领头羊，月净增

用户数990万，累计4G用户数达到了5.832亿，

这一数字比另外两家运营商累计4G用户数量

的两倍还要多。

在宽带业务方面，中国移动依然保持着快

速增长势头，5月份净增宽带用户240万，中国

电信净增宽带用户76万，中国联通净增宽带用

户仅 5.1 万，不足 4 月份净增用户数的五分之

一。目前，中国联通的累计宽带用户数量已经

远远落后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 （综合）

在家电卖场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风冷无

霜技术被广泛的运用到冰箱的产品宣传中，同

时无需除霜的功能也让消费者印象深刻，那么

在卖场中常见的风冷冰箱和风冷冰箱到底谁更

好呢？

直冷冰箱优缺点
优点：直冷冰箱相对来说耗电较低；成本会

更低，噪音也相对不大。

缺点：直冷冰箱制冷速度比较慢；每年必须

进行几次人工除霜。

风冷冰箱优缺点
优点：风冷冰箱不会像直冷冰箱那样结霜；

而且，内部的气味也会持久地保持清新。此外，

风冷冰箱相比直冷冰箱，温度控制更加精确。

缺点：风冷冰箱内部会有冷空气不断循环，

一些食物如果没有使用保鲜膜或保鲜盒隔离，

很容易缺水，进而被吹干；风冷冰箱制造成本更

高，更贵；噪音也相比直冷冰箱大一些。（综合）

直冷冰箱与风冷冰箱哪个好
看完就知道

日前，小米公司宣布和诺基亚达成专利合

作，为国际化征途加上一道“护身符”。

据了解，双方已签署一份商务合作协议及

一份多年有效的专利许可协议，其中包括将在

移动网络的标准必要专利方面实现交叉授权。

此次交易还包括小米收购部分诺基亚专利资

产。

在业界看来，小米获得诺基亚专利相当于

为进军海外市场撑起“保护伞”。国际化是小米

今年的五大战略之一，今年上半年在东南亚、俄

罗斯等几大市场纷纷布局，已经拓展到全球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在印度获得了巨大成

功。而有了诺基亚专利保驾护航，业界认为，小

米大举进攻欧美成熟市场的号角即将吹响。

据了解，诺基亚将会提供互联网服务商以

及数据中心所需要的高性能低功耗的网络基础

设施设备。诺基亚和小米将会合作开发用于数

据中心间传输的光传输技术、基于诺基亚最新

发布的FP4网络处理器的IP路由技术，以及数

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另外，双方还会探索在

物联网、VR、AR以及人工智能方面进行合作的

可能。 （北晨）

小米诺基亚达成专利合作

份额不足20% 千元机风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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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10月1日起，国内三大运营商将集体取消国内长途漫游费。以后不再有本地、外地长途之分。手

机通话漫游费即将取消，在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上网流量费依然区分本地和全国。三大运营商这样区分的原

因是什么，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全国流量费统一？

2016 年上半年，三大运营商财报显

示，各家的上网流量同比增长都超过

100%，移动上网流量收入首次超过传统

业务，跃升为运营商第一大收入来源。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同期我国移动

数据收入占电信业收入的比例，由2015

年底的28%快速提升至34%，首次超越移

动语音成为电信业中占比最大的业务，

行业全面步入以流量为主导的发展阶

段。

工信部预测，未来三年，国内人均流

量将增长 6 倍，达到人均 2GB/月水平。

因此，未来2至3年将是国内流量经营的

黄金期。 （新京）

流量业务
成运营商主收入

电信专家马继华告诉记者，全国各地

经济发展水平、网络环境不同，全国统一

定价有一定难度。

马继华表示，取消区域分割是必然

的，统一价格是大趋势。到5G的时候，会

很快变成现实。

康钊认为流量费能否实现全国统一

价，取决于主管部门的意见，如果取消省

公司之间相互结算流量费用，是可以实现

流量统一资费。

业内有分析指出，随着提速降费进一

步推进，集团推出的全国性套餐、流量包

价格降到足够低的时候，满足大部分区域

用户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削弱区域套餐的

竞争力，用户自然会向全国套餐逐步迁

移。

流量费有望实现
全国统一价吗？

资深分析师@通信老

柳在新浪微博上表示，各地

方流量费不同是运营商因

地制宜搞经营发展的需要。

通信专家康钊告诉记

者，流量分全国流量和本地

流量，是方便不同省公司、

地市分公司结算。“比如北

京移动的用户，去山东上

网，借用了山东移动的基

站、互联网关口，北京移动

为这个用户向山东移动支

付费用。”

不过，IT分析师付亮认

为，从用户角度看，全国移

动是一家，中国联通也是，

用户不清楚山东移动和北

京移动之间是否要有结算，

就算有，内部结算并没有提

供服务，不应该增加成本。

为何要区分本地流量和全国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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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数据业务
保持翻番增长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