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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风波曝光的图片版权服务平台乱象未平， 二度

关停整改又暴露了新问题。12月10日，因开展自查整改，

视觉中国和IC�photo（原东方IC）官网均暂停服务。

根据国家网信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披露，

视觉中国和IC�photo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

情况下，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责令彻底整改。北京

商报记者发现，另一家行业代表性企业全景网，也未在其

官网展示互联网信息服务许可证。

时隔8个月，图片版权服务平台再碰政策红线，不论

是头部平台视觉中国、全景网，还是小企业Originoo锐景

创意等，都仍未摆脱版权敲诈的质疑。

出货量创纪录

市场研究机构IDC发布的《全球可穿戴设

备季度跟踪报告》显示，2019年三季度全球可

穿戴设备出货量总计达8450万台，同比增长

94.6%，单季出货量创下新纪录。2019年三季

度，按出货量、市场份额和同比增长排名前五

位的可穿戴设备公司分别为：苹果、小米、三

星、华为和Fitbit。

由于AppleWatch、AirPods和Beats耳

机越来越受欢迎，苹果占据了可穿戴设备市

场的主导地位。该公司本季度出货了2950万

台设备，增长了195%，市场份额达到35%。报

告称，未来随着AppleWatchSeries3的降

价以及AirPodsPro的推出，将使苹果在短期

内继续保持这种主导地位。

小米的MiBand产品阵容在本季度出货

量超过1000万台，该公司通过瞄准欧洲、中东

和非洲（EMEA）地区的国家，扩大了其全球

覆盖范围；三星新款智能手表和其他新产品

（包括自有品牌和JBL品牌）占据了可穿戴设

备市场9.8%的份额。

华为仍凭借其在中国的强劲表现在全球

排名第四。在国内，华为可穿戴设备出货量同

比增长188%，是中国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

在世界其他地区，华为也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趋势，不过出货量要低得多，毕竟其约80%的

出货量集中在中国。

Fitbit跻身前五名行列，但在本季度仍难

以实现增长，谷歌收购Fitbit的最新消息让该

品牌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所有类别中，可穿戴设备需求激增大

部分源于耳机等可听设备的增长。在2019

年三季度，仅可听设备就占据了可穿戴设

备市场出货量近半份额，其次是腕带和智

能手表。

历经行业洗牌

事实上，可穿戴行业发展至今并不顺利，

不少品牌已经在适者生存的规则中被淘汰

出局。

2012年被称为“可穿戴设备元年”，一款

名为Pebble的智能手表爆红，该产品不仅可

以与智能手机一样显示来电、短信、社交网

络等信息，还支持多款跑步、自行车、高尔夫

等活动的应用；同年，谷歌发布一款“拓展现

实”眼镜，这款眼镜可以通过声音控制拍照、

进行视频通话以及处理文字信息和电子邮

件等。

此后，可穿戴设备市场开始爆发。尤其是

2014年，大量巨头玩家入场，1月美国拉斯维

加斯的高科技产业年度CES大会上，索尼、英

特尔和Garmin的智能手环齐齐亮相；6月谷

歌发布AndroidWear和GoogleFit，LG和三

星的AndroidWear手表开始在Google

player预售；7月小米发布79元的低价小米手

环；9月苹果推出第一代AppleWatch。

数据统计显示，2013年全球可穿戴设备

的出货量为970万台，2014年翻了两番多，达

到2200万台。

但繁荣只是短暂的，随着虚火退去，

2016-2017年间，可穿戴设备市场进入平静

期。IDC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6年三季度，

全球可穿戴市场整体销量为2300万台，仅仅

保持了3.1%的微弱增长，其中，AppleWatch

出货量甚至萎缩71.6%，从2015年的390万台

下降至110万台。

不少玩家在充满泡沫的市场竞争中离

场。智能手表鼻祖Pebble在2016年宣告破

产；Fitbit股价2016年一年累计下滑约60%；

2017年7月，曾经最高估值为32亿美元被视

为硅谷独角兽的智能手环厂商Jawbone宣

布停业清盘。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产业观察家洪仕

斌指出，因为无论是手环还是手表或者其他可

穿戴设备，最核心的功能是智能手机全部都能

做到的，只不过部分移植到了独立硬件上，功

能性方面没有真正戳中消费者的痛点。

与之相伴的，是可穿戴设备用户黏性差。

根据《2016中国智能可穿戴设备发展调查报

告》的数据，购买可穿戴设备的用户中，76.9%

使用时间在1年以内，而30.8%的用户使用时

间不超过一个月，毫无用户黏性可言。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前赴后继还在加入

战局的企业。12月10日，在OPPO未来科技大

会上，OPPO副总裁、研究院院长刘畅透露，

OPPO预计将在2020年一季度商用推出智能

手表、智能无线耳机等产品。

市场亟待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可穿戴设备在野蛮发展

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价格参差

不齐、没有统一标准、功能难以实现等。

北京商报记者在京东商城搜索“可穿戴”

这个关键词，共出现8.6万+件商品，从用的到

穿的，品类层出不穷，价格也是各个段位都

有。以智能手环为例，最便宜的只要十几元，

最贵的则售价几万元。

一位消费者表示，自己在去年购买了一

款智能手环，使用中他发现该手环的睡眠监

测功能有缺陷，“第二天早上会在手机屏幕上

看到我深度睡眠、浅度睡眠的时间以及醒来

次数，但却不完全准确。”

综合来看，全球可穿戴设备市场主要呈

现出三个发展方向：首先是信息交换型产

品，如智能手表和谷歌眼镜等；二是健康监

测类产品，主要面向老人和儿童等人群；三

是体感控制类产品，如眼动控制和脑电波控

制等。

然而，其中从事健康医疗类可穿戴设备

的企业，目前大多是国内科技类公司，很多产

品是按照工程师思维开发，而没有医生或医

学专业出身的人士参与开发。这就造成智能

可穿戴设备在玩转科技元素和酷炫概念时，

忽略了健康医疗类设备的实用性。

对于市场乱象，国家体育总局与北京攻

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将制定并推

广运动科学相关产品的标准，未来无论是华

为手表还是小米手环，以及各种运动健身

App，都将有更精准的官方标准可供采用。

“这一标准将主要为大众所用，为市民提

供更科学的健身方法和建议，改变以前相关

领域欠缺统一标准和指导方法的现状。”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科技管理处处长张漓对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IDC公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可穿戴设

备市场全球出货量有望突破2.229亿台，如果

按照7.9%的年复合增长率来计算的话，在

2023年市场规模将增加至3.023亿台。

洪仕斌也表示看好可穿戴设备市场的发

展，“尤其是健康检测类产品”。不过，虽然可

穿戴设备的发展重点已经从健身转移到了医

疗，但在数据精准性、对复杂病况的科学识

别、续航能力以及隐私安全保护等方面，可穿

戴医疗设备的短板毕现。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可穿戴设备何时告别野蛮生长
12月10日，市场研究机构IDC发布的

《全球可穿戴设备季度跟踪报告》 显示，

2019年三季度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创

下新纪录，这意味着三年前归于平静的可

穿戴市场再起波澜。五年前，可穿戴设备

玩家蜂拥而上， 却在不久后形成太多泡

沫，经历过一轮野蛮生长，不少品牌已经

退出。尽管许多机构对于这一市场未来的

发展红利都表示看好，但当前所暴露出的

价格参差不齐、 功能存在缺陷等问题，容

易造成消费者在选择上的困难，行业亟须

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

2019年三季度可穿戴设备出货量排名（单位：万台）

行业乱象未平

毫无征兆的，国内两家头部图片版权服

务商在同一天关停官网服务，且对外的解释

一字不差：“网站自即时起全面开展自查整

改，整改期间网站暂停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就整改的具体原因，以及

官网恢复服务的时间致电视觉中国董秘办公

室，视觉中国相关人士表示，会在公告中予以

回应。但在晚间发布的公告中，视觉中国仅表

示，“尚不能准确预计自查并完成的时间，恢

复的具体时间，公司将另行公告”。

据“网信中国”披露，有关地方网信办负

责人指出，视觉中国、ICphoto违反国家互联

网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要求，在未取得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情况下从事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在未经安全评估情况下与境外企

业开展涉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业务的合

作，严重扰乱网络传播秩序。

这是继黑洞风波后，图片版权服务平台

今年二度被约谈。4月，黑洞照片出现在视觉

中国平台之初，视觉中国曾提醒用作商业用

途的企业或个人有侵权风险。有自媒体创作

者爆料，曾就黑洞照片版权问题咨询过视觉

中国客服，新闻传播800元，商业用途需要申

请，价格在3000元以上。实际上，黑洞照片版

权方ESO，免费提供给公众使用。

随后畸形的图片版权生态链被曝光，

国家相关部门连夜约谈视觉中国，全景网

当时也宣布关停，维权营销等行业乱象被

不断挖出。

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就是维权营销。“在

国内做内容变现，其实很难依靠版权收费，但

视觉中国竟然实现了这个模式，这是因为它

有法律大棒和营销大棒。”文渊智库研究员王

超说。

法律大棒即所谓的版权敲诈，也是图片

版权服务平台至今被诟病的痼疾。天眼查信

息显示，自4月黑洞风波后，视觉中国作为原

告的法律诉讼共有8起。视觉中国的官方微博

下，也仍有网友在拿视觉中国打侵权官司当

段子。

走不出挣钱老路

相比视觉中国，全景网的法律诉讼更多。

天眼查显示，今年截至目前，全景网的法律诉

讼就有143起，大部分案由都是侵权作品信息

网络传播纠纷。小公司的路径也如出一辙，根

据天眼查信息，从事全媒体版权内容聚合分

发的苏州原本图像科技有限公司（Originoo

锐景创意运营方），5月30日至今的法律诉讼

有16起。

“这是因为企业没有开发出新的盈利模

式，主要依靠法律恫吓。”王超进一步说，“以

视觉中国为例，一方面压低签约作者的价钱，

一方面开拓新媒体网络媒体的新用户，比如

对散户们，它只能用版权大棒”。

4月至今，视觉中国的商业模式未见变

化，甚至只剩下一条腿走路。2019年三季度视

觉中国营收1.8亿元，全部来自核心主业“视觉

内容与服务”。而在2018年，“视觉内容与服

务”的营收占比有79%。

从整体营收走势看，视觉中国业绩同比

还在下滑。2019年三季度，其营收和净利润分

别同比减少16.51%和1.26%。

在王超看来，视觉中国不是没有其他的

商业模式可走，互联网企业最常见的广告变

现就是很成熟的模式，“但因为它本身不是互

联网公司，十几年都在卖版权没有变化。互联

网十几年的变化，其实足以培育出新的增长

点，视觉中国创始人之一的李学凌就在互联

网上开创了新模式，创立了游戏语音YY和游

戏直播虎牙”。

事实上，不光是视觉中国，其他图片版权

服务商除了分销版权，也鲜有其他商业模式。

根据全景网官网介绍，目前公司还提供

影像管理和整合营销等服务。在官网展示的

业务中，甚至出现了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

数字管理等新概念。

王超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影像管理就

是PS，整合营销可以理解为广告代理，区块链

更像是卖噱头。企业做转型是对的，但现在路

径有问题”。

遭遇监管在所难免

无论是转型还是继续版权分销，监管都

是绕不开的红利，而且监管往往揭露了企业

微妙的利益诉求。

以这次关停整改为例，中国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向北京商报记者解

释，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新闻

信息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

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

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非新闻

单位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

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需要经过审

批，获得相关资质方可。

具体到视觉中国，赵占领表示，“不清楚

视觉中国具体做了什么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如果只做图片版权分销的话，不会涉及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问题的。但如果图片

下配有相关文字，那就是一则图片新闻，这属

于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车宁也

作出了类似解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不仅

限于采编发布服务，还包括转载服务、传播平

台服务等。互联网新闻的范围比较广泛，比

如，在图片下配一则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评论，

也属于新闻服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与视觉中国做的图

片版权生意看似关系不大，其实中间存在利

益关联。

知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由于有版

权层面的商业利益，视觉中国等网站有大量

的新闻图片，新闻图片属于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但视觉中国并无这方面资质，触碰监管

红线在所难免。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视觉中国“二进宫”的背后

苹果
出货量 2950
市场份额 35%

小米
出货量 1240
市场份额 14.6%

其他
出货量 2380
市场份额 28.1%

三星
出货量 830
市场份额 9.8%

华为
出货量 710
市场份额 8.4%

Fitbit
出货量 350
市场份额 4.1%

（数据来源：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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