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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考放榜 运营商加速转战新业务

北京商报2021.4.29 产经
编辑 赵天舒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李爽 电话：64101880��kuaijiaogao@163.com

OPPO造车，已在路上？

4月28日，随着中国电信发布财报，三大运营商一季度业绩悉数出炉。受益于各业务板块收

入全面增长，2021年一季度三大运营商净利润均实现明显提升。但三大运营商也面临着成本普

涨、用户流失等现实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保持传统通信业务收入增长的同时，加快各类新

业务的发展，已成为三大运营商管理层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造车传闻

2021年以来，华为造车的声音率先传出，

接着小米在调研后正式立项官宣，现在OPPO

也加入了这场“内卷”。消息称，OPPO正筹备

造车，相关项目的推动者正是公司创始人兼

CEO陈明永，目前陈明永已经在产业链资源

和人才方面摸底、调研。近两周，陈明永还会见

了宁德时代中国乘用车事业部总裁朱威，双方

畅聊数小时，他还带队拜访了中汽研等机构。

还有消息人士透露，吴恒刚是OPPO面试

自动驾驶、算法方面岗位的最高级别高管，去

年从小鹏汽车加入OPPO的首席科学家郭彦

东也参与了自动驾驶团队筹建，同时，相关的

座舱岗位也已经开放。OPPO已确定将汽车事

业部定在成都，以开展汽车相关工作。

不过，也有媒体指出，目前为止OPPO造

车并没有真正立项，处于前期调研阶段，但

OPPO对造车事件本身兴趣很浓厚。

对于这些传闻，OPPO方面对北京商报记

者回应称，公司在车机互联方面一直都有布

局，包括把闪充生态扩展到汽车领域。

早在2019年OPPO首届强调技术与创新

的INNODAY大会上，陈明永就曾表示，“即使

造车，也会专注于OPPO能做好的领域。目前

不会造车，如果汽车厂商造不好车了，OPPO

有这个实力的话，未来会做尝试”。

技术积累

据悉，OPPO目前在车联网相关领域布局

3000件+专利，早先OPPO就公布了多项关于

汽车的专利，包括车辆定位方法、装置、车辆定

位系统，还有涉及汽车的测距装置、测距方法、

摄像头及电子设备等。

另据公开资料显示，OPPO广东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公开了一项名为“车联网通信设备和

其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日期为2018年9月，

该专利主要是提供了一种车联网（V2X）通信

设备和其方法。

此外，OPPO在汽车领域也通过资本和产

业合作做了多路布局。据公开报道，去年底，在

高通引荐下，OPPO已经尽调了上海的自动驾

驶技术公司纵目科技，投资意向明确，目前已

经进入SPA（投资协议）阶段。

OPPO还参与了上汽集团零部件公司零

束的SOA架构项目，希望输出摄像头防抖技

术，用于座舱中的拍照和人脸识别，同时，

OPPO也在和理想汽车就手机蓝牙钥匙探讨

合作。

但更为重要的，是OPPO对于供应链系统

上的整合能力，在智能手机市场，OPPO的供

应链整合实力无疑是行业中的标杆，由此积累

下的供应链合作方式和相关经验更是可以直

接转嫁到新能源市场，同时OPPO在AI、芯片、

硬件整合、系统生态上的优势，也将会进一步

提升OPPO在新能源造车方面的实力。

产业观察人士许意强认为，OPPO涉足汽

车领域，其实应该是看到了两点：一是车也是

硬件，跟手机、家电一样，在5G时代和物联网

大背景下，一旦与家电、手机互联，就会释放出

新的商业想象空间；二是以智能汽车为代表的

物联网，正在取代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

时代，将会创造更多、更大的生活娱乐方式和

空间，车家智联更是顺理成章的。

以此来判断OPPO正在造车或许还不够。

毕竟，很多毫无制造经验的智能硬件厂商已经

开始对进入汽车行业的尝试，但真正量产的并

不多。

突围选择

OPPO进入汽车业务，既为突破自身，也

是大势所趋。

全球智能手机用户规模基本达到饱和状

态。截至2020年9月底，中国人均手机持有量

数量已经大于1，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存量市场。

华为留下的手机市场份额，正在被其他手机厂

商瓜分。

之前苹果、华为、百度、小米等企业涉足汽

车领域，都给了OPPO启示。

上月底，小米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拟成

立一家全资子公司，负责智能电动汽车业务，

首期投资为100亿元，预计未来十年投资额

100亿美元，雷军将兼任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

首席执行官。这也是小米集团正式宣布造车的

决定。

华为在汽车领域的布局更早，车载系统、

解决方案是该公司发力的方向。但是在本月

20日，赛力斯华为智选SF5开进上海华为全球

旗舰店，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

东宣布，华为正式卖车。

此外，北汽新能源旗下高端品牌

ARCFOX极狐与华为合作的阿尔法S华为HI

版也已亮相，这款车实现了华为ADS高阶自

动驾驶全栈解决方案在汽车行业的首次应用，

并首次搭载鸿蒙OS智能互联系统。

与此同时，随着5G带来的移动互联网的

全新发展阶段，万物连接、万物互融将成为趋

势———汽车将和智能终端产品一样，成为重要

的载体，而这将是包括OPPO等智能终端设备

厂商重要的机遇。正如陈明永所说，“未来不仅

是OPPO，整个行业都可能不会再有纯粹意义

上的手机公司”。

通信观察人士康钊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手机企业造车主要受小米影响，OPPO如

果造车的话，首先是对车联网的理解会比

较深，因为车联网是基于通信技术的。另

外，汽车是以线下销售为主，而OPPO擅长

线下渠道布局，也擅长品牌运作。不过，

OPPO造车有很多短板，完全是个门外汉，有

可能会走很多弯路。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随着房地产红利逐渐消退，汽车又成了资本眼中的“香饽饽”。继华为、小米之后，

又一家手机厂商OPPO踏上了造车之路。4月28日， 针对OPPO正在筹备造车的消息，

OPPO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回应称，公司在车机互联方面确实有布局。“充电五分钟,通

话两小时”，这是OPPO那句洗脑万千用户的广告语。如果用在电动车上呢？“充电五分

钟，续航两小时”的电动车,也许不少人会考虑买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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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白杨）4
月28日，名创优品旗下全球潮玩集

合店品牌TOPTOY在上海举办“重

构与链接”2021品牌战略暨新品发

布会。会上，TOPTOY宣布从“亚洲

潮玩集合品牌”全面升级为“全球潮

玩集合品牌”，并首次推出Twinkle、

Tammy、Yoyo等原创潮玩IP。

随着中国本土潮玩市场渐成气

候，千亿级规模的潮玩市场俨然成

为一条蓝海赛道。不过，目前潮玩市

场已有泡泡玛特等老玩家，尽管潮

玩市场仍是一片蓝海，但不可否认

的是，TOPTOY将与泡泡玛特展开

新的竞争。

据悉，TOPTOY成立于2020年

12月，商品线覆盖盲盒、手办、高达、

BJD娃娃、雕像等八大潮玩核心品

类，商品价格从59元至上万元不等。

发布会上，TOPTOY还首次发

布了Twinkle、Tammy、Yoyo三款

自有原创IP。TOPTOY创意总监井

超首次公布了“Yoyo×梅兰芳”的

联名款潮玩形象，成为TOPTOY踏

出国潮首步。

这与以自研IP为主的潮玩品牌

老玩家泡泡玛特不同，TOPTOY则

是外签和自研并重。在TOPTOY创

始人、CEO孙元文看来，尽管发展原

创IP试错成本较高，但利润可观。目

前TOPTOY签约了近200位独立设

计师，包括日本顶级模型原型师横

山宏，聚焦IP原创研发与合作。

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整个

消费市场属性开始发生了改变，市

场开始观测消费者需求，根据需求

创造产品，消费者运营时代即将到

来。Z世代的文化认同与自信越发深

厚，需要更为丰富的本土文化内容。

针对当下火热的泡泡玛特涨价

话题，孙元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说：“品质对于品牌来说更

加重要。TOPTOY目前没有感受

到来自原材料上涨的压力，所以

我们没有涨价。从目前的市场来

看，潮玩产品价格还是有下降空间

的，每个产品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

提下，还能砍掉1/3的价格。”他表

示，TOPTOY在产品方面有自身的

定价逻辑，比如会根据原材料成本、

产品定位等多方面因素来进行综合

评估。

“我们没有对标泡泡玛特，也没

有对标任何品牌。TOPTOY是一个

新物种，我相信，未来2-3个月，会有

一些品牌将和TOPTOY开始做同

样的事情。”在孙元文看来，盲盒不

等于潮玩。而TOPTOY并不仅仅是

一家潮玩店。

数据显示，中国潮玩市场在过

去五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4.3%，在未

来五年预计符合增长达到40%。随

着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国潮玩行业

占全球的比例从2017年的11.18%增

长至2020年的19.7%，2020年天猫

潮玩消费用户规模比2019年增长

100倍。

快消品新零售专家鲍跃忠表

示，消费市场属性正在发生改变，过

往给予消费者很多选择，整体市场

呈产能过剩状态。尽管市场观察消

费者需求，根据需求创造产品，但仍

有许多板块存在市场空白。未来，

TOPTOY应把握消费品市场趋势，

变换赛道，进行错位竞争，通过竞品

差异化驱动产业升级、扩容，开拓更

大的市场，助力行业往更深更远的

方向发展。

营收净利均增长

三大运营商一季度均实现不同幅度增

长。财报显示，一季度中国移动实现营收1984

亿元，同比增长9.5%，公司股东应占利润为

241亿元，同比增长2.3%；中国电信实现经营

收入1068.73亿元，同比增长12.7%，公司股东

应占利润为64.41亿元，同比增长10.6%；中国

联通实现营收822.7亿元，同比增长11.44%，

公司权益持有者应占利润为38.43亿元，同比

增长21.4%。

对于业绩增长原因，金融市场专家董翔

表示，受疫情影响，三大运营商去年一季度营

收、净利润均出现增速放缓或同比下滑的情

况（如中国联通去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13.9%）。三大运营商今年一季度业绩的高增

速与去年一季度业绩的低基数直接相关。

移动业务方面，一季度中国移动的移动

ARPU（每户月均收入）为47.4元，同比增长

0.9%；中国电信移动服务收入为484.17亿元，

同比增长8.1%，移动ARPU为45.6元，同比增

长2.7%；中国联通移动服务收入为410.71亿

元，同比增长8.8%。

固网业务方面，一季度中国移动宽带

ARPU为31.8元，同比增长1.6%；中国电信有

线宽带接入为189.15亿元，同比增长9.8%，宽带

接入ARPU为39.4元，同比增长4.8%，宽带综合

ARPU为46.3元，同比增长6.9%；中国联通固网

宽带接入收入为109.05亿元，同比增长1.1%。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业绩上涨的同时，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均面临成本上涨的问

题。其中，一季度中国电信销售、一般及管理

费用为141.31亿元，同比增长12.4%；中国联

通的网间结算成本、折旧与摊销成本、网络运

营及支撑成本、雇员福利等也均出现明显的

增长。中国移动则并未在财报中披露成本费

用相关数据。

仅中国移动用户流失

不同于营收、净利润的全面反弹，三大运

营商一季度的用户发展状况差异巨大。今年

一季度，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均实现了移动

用户数净增长，仅中国移动出现了移动用户

数净减少的情况。

其中，中国电信的移动用户数保持了增

长态势，2021年一季度净增长523万户。在

2020年净减少1266.4万户后，中国联通的移

动用户数在2021年止跌回升，一季度净增长

348.2万户。与中国联通不同，中国移动的移

动用户数在2020年净减少835.9万户后，2021

年一季度继续减少232万户。

不过，从用户规模来看，中国移动移动用

户总数仍远超另外两家。截至2021年3月底，

中国移动移动用户总数为9.4亿户，宽带用户

总数为2.18亿户；中国电信移动用户总数为

3.56亿户，宽带用户总数为1.61亿户；中国联

通移动用户总数为3.09亿户，宽带用户总数为

8812万户。

在5G商用方面，中国移动的5G用户数最

多，但渗透率在三大运营商中最低。截至2021

年3月底，中国移动5G用户数为1.89亿户，渗

透率为20.1%；中国电信5G用户数为1.11亿

户，渗透率为31.22%，中国联通5G用户数为

9185万户，渗透率为29.69%。

通信产业观察家刘启诚表示，5G用户渗

透率的高低与其用户基数的多少密切相关。

目前，运营商的5G用户基本上都是由其3G、

4G用户转化而来。而中国移动的移动用户规

模最为庞大，这就导致5G用户渗透率的增长

相对慢一些。

竞速数字化等新业务

对于三大运营商而言，业绩支柱虽然仍

是流量、语音、宽带等传统通信业务，但数据

中心、产业物联网等各类新业务也已成为重

要的新增长点。

根据财报，一季度中国电信产业数字化

收入达到238.72亿元，同比增长13.4%；中国

联通产业互联网业务收入为144.08亿元，同

比增长25.9%，受创新业务增长拉动，固网服

务收入达到323.01亿元，同比增长8.1%。

在新业务方面，三大运营商的布局重点不

尽相同。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表示，中国联通

的创新业务主要模式为“云+智能网络+智慧应

用”，主要聚焦在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工业互联

网等领域，面向政企客户的数字化转型需求。

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对于未来发展，中国电信将全面深入推进

“云改数转”战略。而中国移动则在财报中称，

将加快推动转型升级，推进CHBN（C移动市

场、H家庭市场、B政企市场、N新兴市场）发

力、融合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三大运营商布局新

业务的重点不尽相同，但均将云计算视为关

键布局方向。《中国云计算发展白皮书

（2020）》显示，2019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达

到1334亿元，同比增长38.6%，到2023年，云

计算市场规模预计可达2300亿元。

面对云计算巨大的市场机遇，在数据中

心、骨干网、5G核心网等领域拥有天然优势的

运营商显然不愿错失这个黄金赛道。今年3

月，中国电信就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回归A股，

且此次回归股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云网融合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等项目上。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濮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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