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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地商圈 新老造车势力的门面战

《摩尔庄园》的情怀红利还能收割多久

近期的游戏圈被手游《摩尔庄园》刷屏了，不仅上线一周以来持续居

于游戏榜前三位，还连续6天登上微博热搜，屡屡掀起热门话题，而6月5

日晚间正式开启的全息演唱会活动， 更是让游戏热度攀上一个新高峰。

不可否认，《摩尔庄园》的火热与该IP�13年的历史、承载着众多“90后”

“00后”的童年回忆密不可分，然而，在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摩尔庄园》

存在的体验漏洞也频频引发玩家的争议。

5G牌照发放两周年
“杀手级”应用还没来

北京商报2021.6.7

热度居榜单前列

曾在13年前令孩子爱不释手的《摩尔

庄园》，在13年后以新面貌重新在人们面前

亮相，再度掀起热潮。

据七麦数据、TapTap等平台的游戏榜

单显示，手游《摩尔庄园》自6月1日正式公

测以来，持续居于榜单的前列。且在七麦数

据的iOS免费榜中，《摩尔庄园》更是连续位

于榜单的首位，将此前一直霸占前三位的

视频平台甩在后方。

正当《摩尔庄园》霸占多个榜单之时，

微博等平台上也掀起了对该游戏的热议。

以微博平台的数据为例，上线至今的6天时

间内，《摩尔庄园》的身影一直出现在热搜

榜上，截至6月6日12时，话题“摩尔庄园”和

“摩尔庄园手游”的阅读量已分别达到7.9亿

次和2.6亿次，同时，包括“摩尔庄园回来了”

“摩尔庄园手游上线”“摩尔庄园下雨”“摩

尔庄园迷惑行为”在内的10余个话题，阅读

量均已破亿。

随着《摩尔庄园》的热度持续攀升，背

后的公司也由此收获一波红利。公开资料

显示，《摩尔庄园》由淘米网络开发、雷霆游

戏发行，而雷霆游戏则属于游戏上市公司

吉比特旗下，因此《摩尔庄园》的火热也带

动了吉比特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

就在《摩尔庄园》上线前夕，开源证券、

华泰证券等均对吉比特给予买入评级，原

因纷纷提及《摩尔庄园》，而在游戏上线首

日，吉比特的股价则增长了8.73%，此后也

连续保持增长，截至6月4日，吉比特的股

价报收579.11元/ 股，市值则已达到416.17

亿元。

游戏漏洞引争议

《摩尔庄园》之所以能在玩家间掀起狂

热，与该IP已运营13年之久，伴随着不少

“90后”“00后”成长密不可分。“上小学时便

在玩当时的《摩尔庄园》，同学间也会互相

讨论游戏。自从听到新版本《摩尔庄园》的

消息后，便有了再重新体验找回童年的欲

望，因此在游戏上线的第一时间便进行了

下载。”玩家耿女士如是说。

然而，《摩尔庄园》虽然热度居高不

下，但也能看出不少玩家反馈该游戏存

在体验漏洞。以与草莓音乐节联动并在6

月5日晚开启的全息演唱会活动为例，到

了活动时间后，大量玩家均表示无法正

常体验活动，并存在卡死等情况。与此同

时，也有玩家反映称游戏出现多次闪退、

过于卡顿等影响实际体验的漏洞，以及

充值后发现未到账、过于氪金等付费模

式方面的问题。

由于相关问题和漏洞的存在，《摩尔庄

园》的评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据

TapTap显示，该游戏最初评分达到超9分，

但截至6月6日已下降至7分。

针对《摩尔庄园》当下的运营情况以及

玩家反馈，北京商报记者联系游戏方，但截

至发稿未得到回应。而据手游《摩尔庄园》

官方微博显示，自6月1日上线以来，该团

队已修复了32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头像

框、气泡框优化，以及禽舍任务卡死等。

产品优化效果成后期关键

毋庸置疑，《摩尔庄园》通过多年经营

IP市场以及老玩家重回童年的情怀，让游

戏在上线之初收获了一波红利，但是否能

持续抓住玩家并延续市场红利则成为当下

及今后的关键，且这也将影响到游戏背后

的团队与公司。

“目前来看，《摩尔庄园》的热度仍能在

今后持续一段时间。”游戏行业分析师赵勇

认为，大量玩家对于游戏还存在着较高的

新鲜度和好奇心，同时游戏内持续上线的

活动也在吸引玩家体验，这令游戏短期内

仍将维持较高的热度，而长期则需要看游

戏优化能否跟上脚步，及时处理并解决玩

家反映的问题，并持续供给更多新内容来

稳固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摩尔庄园》背后的

吉比特在近年来虽然保持着业绩的增

长，但也一度承受着“单一产品依赖”“吃

老本”“研发效率相对较低”的质疑，再加

上过去一段时间外界对游戏市场买量的

担忧等方面，也令吉比特或多或少受到

一定影响。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摩尔庄园》未

能完善产品体验，未来市场不确定性便将

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背后公司的发展。

赵勇表示，游戏上线后的爆火证明的是产

品抓住了市场，存在发展空间，而能否延续

需要相关公司的专业化完善以及持续创

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6月6日，我国
迎来5G牌照发放两周年。从2019年6月6日到

现在，5G基站、5G套餐用户、5G终端产品以及

5G融合应用，都在我国形成了一定规模，且还

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然而，因为用户规模和终端使用规模还没

有达到一个临界点，目前的5G主要应用于toB

领域，普通用户可以用到的消费级应用几乎没有

诞生，这是短板，也是未来需要大力研发的领域。

可以期待的是，预计到2025年，5G网络将

带动1.2万亿元网络建设投资，产生8万亿元相

关信息消费，5G将带来庞大的经济附加值。

日前，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表示，我国基础

设施不断夯实，建成5G基站81.9万个，占全球的

70%以上，覆盖了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其中，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移动在全国建

成41万个5G基站（其中含25万个SA基站），在

340个城市实现了5G商用。

不过，这个数量似乎并不能满足覆盖要

求。以4G基站为例，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4G基

站总数为582万个，并且还在继续建设中，以这

个数量为参考值，当下的89.1万个5G基站还远

远不够。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因为5G网络采用的

是超高频信号，信号频率越高，基站的覆盖半

径越小，因此要想达到同样的覆盖范围，5G基

站的建设密度必定是大于4G基站的。

在这两年的发展过程中，除了5G基站建

设，5G终端也在不断出新。根据刘烈宏透露的

数据，我国5G终端连接数已经超过了3.1亿，占

全球比例超过80%。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对5G最直接的终

端感知就是5G手机，如今，5G手机已经占据换

新机型的大部分。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4

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为2748.6万部，

同比下降34.1%，其中，5G手机出货量2142万

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7.9%，5G手机占比

相较去年同期的39.3%上涨近一倍，上市新机

型16款，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量的50%；

1-4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累计1.25亿

部，同比增长38.4%，其中，5G手机出货量

9126.7万部、上市新机型80款，占比分别为

72.7%和51.9%。

但可以看到，今年4月手机出货量大幅下

降，这背后的原因，在通信专家马继华看来，和

舆论上的一波5G“无用论”有关。不少消费者

在更换5G手机后吐槽网络的使用体验并没有

明显提高，且因为5G网络覆盖不到位，手机上

的信号总是时而5G时而4G。

其他的5G终端也在不断向市场输出，比

如平板电脑。目前，包括小米、联想等多家品牌

都有更新自家5G平板电脑的计划。知名数据

调研机构IDC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平板电

脑正式进入5G时代，5G平板电脑市场份额将

会达到6%，2022年将会增长到近10%。

刘烈宏还透露了5G应用的进展：5G在工

业领域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示范项目已

经超过了1万个。

中国联通方面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联通

5G已经在工业互联网、智慧医疗、智慧教育、

智慧文旅、智慧城市等领域融合应用。

尤其是在视听领域，5G的应用已经不是

什么新鲜事。比如在去年，中国移动助力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实现了通过5G网络，从郑州、珠

海两地向北京直接进行8K超高清视频异地直

播的突破。

然而，两年以来，我国还没有出现一个杀

手级的toC端5G应用，甚至可以说，目前用户

使用的软件产品几乎都是4G时代的应用，5G

的出现只是提高了这些产品运行的速度。

5月17日，在“世界电信日”来临之际，北京

移动5G消息上线，这是通信行业首发的服务

类5G消息。只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款产品

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指出，杀手级应用迟早

会出现，但目前5G网络的覆盖尚不到位，用户

规模以及终端使用规模也不够庞大，个人应用

的发展就更加需要时间，毕竟应用总是要肥沃

的土壤才能长出来。

新造车加速圈地

“冬天吃马迭尔”的打卡地哈尔滨中央大

街迎来新商户，但这次是家汽车企业。6月6

日，哈尔滨首家蔚来中心展厅正式开业。蔚来

汽车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该展

厅为蔚来在国内第24家NIOHouse，也是蔚

来全国第288家线下门店。“今年，蔚来还将在

国内新建19家蔚来中心。”他透露。

巧合的是，前一天小鹏北京三里屯旗舰

店也正式开业。据悉，该店为北京首家旗舰

店，占地面积500平方米。此前，小鹏已在距离

三里屯2公里外的世贸天街开设一家体验店。

无论中央大街还是三里屯，在商圈开店

已成为造车新势力车企的标配。从特斯拉在

各商圈规划渠道开始，各造车新势力纷纷跟

进。2017年，蔚来全球首家蔚来中心接替奥迪

落户北京东方广场。尽管当时蔚来首款量产

车还未对外发布，但凭借高调的“门面”让不

少消费者记住了蔚来。

随后，小鹏、理想、威马也均选择将门店

设置在高端商场或商圈内。其中，理想北京首

家门店设在位于五棵松的华熙LIVE内。目

前，在北京蓝色港湾、三里屯、王府井等商圈

均能看到造车新势力的身影。

目前，造车新势力仍在“圈地”。其中，小

鹏计划在今年将总销售网点数提高至300家

以上，覆盖超过110座城市；理想则计划今年

将门店扩张至200家，增至100座城市；而威马

也制定了“千城千店”计划。

传统车企眼热

眼看造车新势力在各大商圈加速扩张，

传统车企也选择入局。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

北京富力广场一层，北汽极狐、比亚迪新能

源、吉利几何3家传统车企推出的新能源品牌

已同台叫阵。

今年3月，东风旗下独立高端新能源品牌

岚图汽车宣布，全国6家直营渠道正式开业。6

家直营店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

武汉（2家），据悉，岚图旗舰店和岚图空间主

要布局在城市商业中心。

不仅自主品牌，在国内拥有众多4S店的

上汽大众也将门店搬进了商圈。今年，上汽大

众西南首家城市展厅———ID.DtoreX在成都

太古里正式开业。同时，二次入华的现代汽车

独立高端品牌———捷尼赛思也将首家展厅建

在上海淮海中路商圈。除自建渠道车企，小康

旗下品牌赛力斯则通过与华为合作，借助华

为在各城市商圈的店面进行渠道布局。

在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如今的消

费主力逐步转变为“85后”“90后”，他们对于

品牌的黏性降低，愿意尝试新品牌。年轻人的

消费习惯也影响品牌直营店的选择，靠近市

中心能够降低消费者买车的时间和交通成

本。这也是传统车企开始转变营销策略的原

因之一。

事实上，目前商场也倾向选择引入汽车

品牌。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相比其他行业，

新能源汽车品牌给出的租金更高且租期更

长，合约时间一般为两年起。如果同是新能源

汽车品牌，特斯拉的引入优先级最高。

背后的集客潜力

在迎合年轻消费群体购车习惯的同时，

销量提升、品牌曝光度也是新老造车竞逐商

圈的重要因素。

核心商圈客流量与传统4S店存在较大

差距，在商圈设立体验店能够提升品牌和产

品曝光度。作为新兴品牌的蔚来、小鹏等造

车之初为提高曝光度将店面设在商圈的营

销策略已在销量上显现。数据显示，今年一

季度新能源车企销量过万辆的并不多，但蔚

来、小鹏、理想三大国内造车新势力的销量

均破万辆。

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无论传统新

能源品牌还是造车新势力抢占商圈，都是希

望在消费端建立品牌认知。如果在品牌知名

度不高情况下仍与4S店竞争，对品牌的发展

并不利。

值得关注的是，汽车进驻商圈的营销

模式并非造车新势力的首创。此前，很多

豪华品牌和主流合资品牌曾选择与此相

似的城市展厅模式。但相对成熟的燃油车

市场，对于传统车企来说，城市展厅仅是短

期需求。

2016年，在三里屯通盈中心，梅赛德斯奔

驰开出占地2500平方米的全球最大Mer-

cedesMe门店。据了解，经过四年运营，

MercedesMe三里屯店每年接待客流超百万

人次，相当于一家4S店数十倍。去年底，由于

收支缩减MercedesMe三里屯店停止运营。

颜景辉表示，这些展厅门店更多承载的是

“形象、门面”的作用，不仅为集客，更为宣传

品牌，对于品牌和车型尚在起步阶段的车企

来说在购物中心拥有一家门店，或许能成为

打开潜在客户的一道缺口，而随着奔驰在华

销量的走高，高昂店租的MercedesMe使命

已经完成。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品牌进入商圈，如

何从竞争中胜出也成为关键。相比造车新势

力，不少传统车企的商圈店依旧不能提供试

驾等体验服务，更多的仅起到向4S店导流的

作用，这也让这部分店面存在一定缺失。

此外，商圈建店成本能否与销量形成平

衡也成为关注焦点。商圈模式领头羊的特斯

拉，也曾为高额的成本感到头疼。作为较早在

华开设的直营店，特斯拉北京大悦城店在开

业三年后因房租、水电等成本较高而选择了

关闭。一位特斯拉中国内部人士透露，虽然朝

阳大悦城体验中心客流较大，到店人数较多，

但该体验中心实际效益并未达到特斯拉预

期，并且租期已到期，所以关闭。

业内人士表示，商圈人流量较大但建

店成本也高。能否将客流转化为销量达到

平衡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反之，随着市场竞

争加剧，商圈模式并不能为所有车企都带

来利益。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文并摄

造车新势力带来的新玩法，不仅改变着造车也改变了售车，集客能力更强的商圈成

为各车企争抢的对象，新势力与传统车企在各城市商圈上演抢客战。6月6日，蔚来在东

北的首家蔚来中心在哈尔滨中央大街开业，而前一天小鹏北京旗舰店则进驻三里屯。

新老造车争抢商圈的背后，是车企看中商圈的集客能力，同时转变营销方式带来

的“新故事”也成为这些品牌的新标签。不过，展厅“商圈化”能够带来更多进店量，但商

圈高昂的建店与运营成本能否与销量实现平衡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双井富力广场一层极狐门店和比亚迪门店紧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