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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意在支付下半场迅雷报告：短视频15秒以内最火

阿里心急内容生态

小程序3月底密集开放了13种
能力，包括附近、个人开发者 、第三
方平台、 蓝牙……但创业者好像还
是关心流量入口的问题， 安居客的
小程序是被微信公开课官方认可的

案例之一，分享之后，安居客小程序
项目负责人开始向微信发难： 为啥
不开放流量，为啥没有线上入口、搜
索机制是啥样的……

在这之前，微信有一次“长按识
别图中二维码“跳转小程序的乌龙，
对于小程序开发者而言， 流量执念
一直强烈而愤懑，安居客不是惟一。
面对指摘，微信团队虚心接受，但坚
决不改———无论马化腾还是张小

龙，腾讯对于小程序的定位铁了心，
流量风口绝不是核心。

但事情总有微妙， 在小程序专
场公开课前一天， 摩拜单车继小程
序、扫一扫后，拿到微信钱包 “限时
推广”的九宫格入口。一名摩拜单车
的竞争对手说，大家都认为是“老子
帮儿子”， 但明明是小程序要死，干
儿子摩拜单车来救老子一把。

摩拜单车是微信公开课小程序

专场的第一个案例分享者： 自1月9
日同步小程序面世上线以来，80天，
通过小程序注册的摩拜用户增长了

30倍，每周使用量达到100%的增长，

独立使用次数超过5000万次。
摩拜没有官方披露过日活 ，第

三方统计机构有说日活300万的，有
说周活700万的 ，无论哪种 ，小程序
所能贡献的流量无疑是惊人的 ，在
红包车和九宫格后，会更惊人。

这样一种拧巴的感觉似曾相

识。马云前两天在湖畔大学开课，主
动谈及支付战争： 微信红包一夜之
间起来，确实一度“打得我们满地找
牙”，不过冷静下来想 ，社交媒体可
能真的不会为公司带来价值， 能带
来价值的还是数据。

仔细想想，才两三年，满大街有
微信支付，必定就有支付宝，竞争变
成了数据PK，也就索然寡味起来。支
付宝和微信争夺的线下， 沦为支付
接口砸钱战争， 对商户而言是费率
问题，对用户而言是优惠问题，说到
底都是习惯使然， 结算方式换成谁
家的，好像没有更多理由。

O2O下半场，要走出支付；支付
下半场，要走出结算。微信和支付宝
是领先者， 但银联在政策落地后也
通了二维码，苹果、小米等NFC流派
也在硬件优势下“搞事情”，京东、美
团、滴滴，手握上亿用户的企业 ，都
确定了支付计划，要来分一杯羹。

以结算论支付， 在人工智能的

加持下， 替代者成功的概率比支付
宝、微信开疆拓土时容易很多。微信
和支付宝想要守住优势， 只能产业
链强绑定， 结算工具的更迭只是撬
开口子。

马云说，最有价值的是数据。而
数据来源于交互，大量的、黏性的 、
高频的、真实的交易，走一遍流水的
结算业务，往往只是浅尝辄止。

这也是小程序为何强调场景 ，
强调接入线下不仅是支付结算 。接
入， 更要介入， 介入一家餐馆的结
算、点餐、配料、财务、员工考核、会
员管理。对商户而言，支付宝和微信
支付不想只当钱包，更要成为账本。

小程序不傻， 摈弃流量思维就
是不想成为企业拿钱买路， 即用即
走的分发商店。 支付宝也不傻，4月
12日口碑将正式推出码战略。

据说，码战略在应用场景上，跟
小程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消费者
无需注册、无需下载，只要打开支付
宝，扫描门店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入
商家的虚拟店铺，了解商家的品牌、
商品 、活动信息，领专属优惠 ，在线
完成排队预约等一系列服务流程。

码战略也不是一个应用， 而是
一个由码+店铺+支付组成的通路。
商家可以通过引导扫码的方式 ，把
到店的客流都汇合到自己的虚拟店

铺里， 再在虚拟店铺里用互联网的
手段 （比如在线点餐、在线点歌 、自
助开票）辅助线下服务，最后用移动
支付完成用户数据的回流。

码战略， 最终达到管理运营线
下流量， 让每一个到店的顾客都可
追踪、可预测、可触达的目的。

打得天昏地暗， 还是支付宝懂
微信。 北京商报记者 张绪旺

3月30日，2017年微信公开课的第一场选在了腾讯总部
所在地深圳，定调小程序专场，这是被质疑被遗忘的档口，微
信对小程序命运一次公开的、开放的交流和审视。几天后，支
付宝放出声音，口碑的小程序“码战略”也将于4月12日见，这
样一个节点， 支付宝竟然有点敌人变朋友的意思， 一起呐喊
“小程序”，背后则是移动支付战争下半场吹响了号角。

从产品看产业

“不过，现在短视频仍是机遇”，
张毅强调， 短视频很可能成为社交
的下一个重要工具。同时，阿里向来
缺少留住用户的社交基因， 短视频
能够做好， 换一个角度也能够获得
一定效益。 这就是为什么腾讯在投
很多钱自己做不成功后， 另一面把
钱放在有一定影响力的短视频平台

快手上的原因。
巨头在市场上的能力就是迅速

通过资本、 资源互相协调 “从无到
有”。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土豆
扑在短视频上，正如UC带着分发基
因做内容一样，变革就要倾力而为、
大刀阔斧。

自2016年以来，“UC浏览器”更
名为 “UC”，全面转换为 “大数据新
型媒体平台 ”，UC头条被倾注最多
的精力。不久前，阿里巴巴文化娱乐
集团UC总经理陈超在“盎然”UC金
松果奖颁奖盛典上公布了UC转型
以来的成绩单，他介绍，UC自去年8
月升级内容平台以来， 多项数据均
处于较快增长期，包括自媒体、媒体
号、政务号、企业号、明星号等订阅
号总入驻量已突破30万， 阅读量过
亿账号有24个； 信息流内容日曝光
量逾90亿， 订阅号文章日阅读总时
长825万小时，累计订阅用户半年内
增长12倍。“W+” 量子计划实施3个
月累计万元量子奖金激励金额达

2965万元。
搭乘内容创业快车， 如今，UC

顺利进化成为先遣兵。 刚刚建立好
内容分发角色又将在连接短视频生

态甚至是串联整个阿里文娱体系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 相比于土豆的转
型 ， 张毅认为UC更加任重道远 ，
“UC之所以转型成功还是依靠浏览
器这一主要导流利器， 只不过虽然
是刚需却也并非必不可少， 刚刚转
型取得阶段性成果的UC能否完成
引流的任务还需要观察”。

磨合继续
大举投入内容串联， 甚至不惜

打翻从新开始， 阿里大文娱有股势
在必得的冲动。 在阿里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宣布完成对大麦网的全资

收购之后，去年6月宣布成立的阿里
大文娱， 在体量上已经超过绝大多
数互联网泛娱乐集团。

如今， 阿里大文娱包括了优酷
土豆 、UC、阿里影业 、阿里音乐 、阿
里体育、阿里游戏、阿里文学、阿里
数字娱乐事业部等诸多阵容板块 ，
几乎都是一家接着一家收购整合

的。阿里大文娱的难题也十分明显，
就是如何串联协作又如何把每个部

分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俞永福说：“内容和科技原本是

两个平行空间， 没有太多的接触和

碰撞， 但现在Digital （数字技术）和
Data（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两者正
加速融合。在这种大背景下，阿里文
娱的定位就是打造文化娱乐产业的

新基础设施， 赋能产业各方拥有更
好的创造和呈现能力， 更高效地服
务于用户。”他认为 ，要达到这一目
标，关键在于打造“三力”———能力、
耐力和生态实力。

能力和耐力的实现比较容易 ，
生态力才是现阶段的重点。 从阿里
文学的内容孵化，阿里影业、阿里游
戏 、 优酷土豆与UC等包揽内容制
作，再加上UC、优酷土豆、数字娱乐
事业部（豌豆荚等）的合力宣发以及
电商与广告在商业化方面的配合 ，
阿里大文娱已经形成了把内容直接

推向用户的完整体系。
然而， 这个生态想要完成快速

运转绝非易事。“多是收购而来的产
品， 内部协调处理各种矛盾关系已
经很难了， 这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
和很长的时间进行磨合 ”， 张毅直
言， 在阿里文娱产品体系中并没有
领头羊，整个文娱体系很容易分散，
资源消耗大， 且内部竞争也将比较
激烈，尤其是高管方面。在他看来 ，
大公司都是一样的发展规律， 阿里
从电商起家， 跳过电商做好另外的
产业领域必然不简单。

北京商报记者 姜红

（上接C1版）

迅雷近日推出的2016年度中国视频娱乐内容消费
报告显示，“80后”、“90后”仍是视频消费的主力，小米
用户最爱看片，15秒以内的短视频最受欢迎。

迅雷报告显示，在播放量排名靠前的短视频中，这
一时长的占比超过五成， 达到54.45%， 如果放宽到30
秒，这一比例高达2/3。可见，短视频追求的就是一击即
中。消费短视频的用户大多是在吃饭、睡前、排队等碎
片时间内消费， 因此没有时间给视频制作者铺垫。“呈
现精彩的内容并不难， 但是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呈现
精彩内容那就难了，”有业内人士指出，“短视频的质量
决定了这一行业将来的路，如果仍以低俗为主打，很快
就会被用户厌倦。”

报告显示，“80后”、“90后” 仍是视频消费的主力
军，在总用户中占比达81.9%。值得注意的是，“00后”开
始崭露头角，仍处于中学阶段的他们，对短视频和直播
等内容的消费欲望越来越旺盛。按手机品牌划分，小米
用户最爱消费视频内容， 其中排名第一的小米5用户，
全年下载量达到了952万GB，这差不多相当于793万部
高清电影和2381万集连续剧。如果用54集的《琅琊榜》
来计算，小米5的所有用户全年累计观看了44万遍。

小米手机公交卡已支持8个省市
技术升级给交通带来了巨大便利， 除了共享单车

和网约车，公交车领域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小米、华
为、三星、魅族、一加、OPPO、努比亚等手机厂商纷纷
入局手机公交卡，另有消息称苹果Apple Pay也将在中
国支持公交卡功能。

小米在2015年1月就上线了上海公交卡,正式涉足
手机智能出行 ,用一部手机就可以乘公交、坐地铁、便
利店购物和为其他公交卡充值。2016年2月24日, 随着
支持全功能NFC小米5的发布,小米在手机公交领域进
入快速发展阶段,过去一年多前后上线支持了北京、上
海、深圳、武汉、苏州、广东（岭南通）6个省市,并且杭州
公交卡已经进入MIUI开发版 , 长沙公交卡也正在内
测。小米公交支持8个省市公交卡 ,大幅领先于国内其
他手机厂商。

自上线以来, 小米手机刷公交卡的功能已完美适
配小米3（仅上海公交卡）、小米5、小米5s、小米5sPlus、
小米Note2和小米MIX 6款具备NFC功能的机型。并且
与其他厂商不同,小米每款机型均同时支持多个城市。

目前 ,小米在研发实力 、产品体验 、商务合作能
力等方面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开通小米公交只需
打开MIUI系统内的小米钱包App,点击 “公交卡 ”进
入公交卡开通页面 ,再点击 “立即开通 ”,然后输入密
码/指纹 ,下载卡片就可以使用了 。据了解 ,小米公交
支持4种手机刷卡方式 ,包含两种快捷刷卡方式 :熄屏
状态下长按音量下键和双击Home键 , 以及MIUI8悬
浮球操作、小米公交桌面图标两个方式。通过这些方
式唤醒卡片后靠近闸机 ,即可刷卡成功 ,整个刷卡操
作过程非常便捷。

小度与人类选手同获“脑王”
《最强大脑》第四季日前完结，来自百度的人工智

能机器人选手小度，与其他三位人类选手共同获得“脑
王”称号。比赛开播以来，小度机器人脸识别技术“打
拐”便备受瞩目，百度在比赛中宣布，已将跨年龄人脸
识别技术用于寻找走失儿童，且已有一项成功案例，为
本季比赛画上了完美句号。

在比赛过程中， 小度在前图像检索和人脸识别环
节表现优异，但是最后声纹识别项目挑战失败。根据百
度研究院院长林元庆的说法， 百度声纹识别目前还无
法在这么难的挑战上达成100%的正确率，存在一定的
失败几率。未来会继续加强声纹识别的训练。

林元庆强调，人工智能不是一个技术，是非常多的
技术，包括围棋或者德州扑克，这些只是人工智能这里
面的一个分支，千万不要认为人工智能就是下围棋，或
者人工智能就是人脸识别。 百度挑选人工智能的方向
看的是有意义的地方，比如像人脸识别。这些技术对这
个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据林元庆介绍，百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有四个，一
个是深度学习，一个是大数据实验室，另外是硅谷的人
工智能实验室，去年又新增加了增强现实实验室，现在
百度研究院是四个实验室。 百度在硅谷的实验室也有
两个部分，一部分做无人车，另一部分是百度研究院，
目前有200多人，按照规划还会扩充。

北京商报记者 姜红/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