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暗病”吐槽再现 苹果品控成悬疑

“第一批iPhone不要买”

家住北京的刘先生在 iPhone�15发售
当天便已订购,并于前天拿到了实物，刚打
开包装， 刘先生便看到手机顶部存在划
痕，至于是否换货，刘先生纠结好久，担心
即便是换货之后， 拿到的也是修理过的
“问题手机”。

而在三里屯苹果门店， 有用户对北
京商报记者反馈称，自己好不容易抢到
了 iPhone �15 �Pro的首发，到手后发现边
框划痕明显， 自己找门店要求换货，而
门店方面表示不能换货只能退货并重
新下单。

作为“果粉”的唐小姐，手边数码产品
已然是苹果“全家桶”，唐小姐有意购买i-
Phone�15， 但却并不像许多人一样想着抢
首发。

唐小姐称，身边有已经拿到iPhone�15��
Pro�Max的朋友， 发现手机后玻璃并不平
整，一边高一边低，估计可能是防水胶上的
不均匀所致， 但也不值得为这些小问题再
退换一次，姑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以上问题并非个例， 北京商报记者在
微博等社交平台看到， 不少帖子都在吐槽
iPhone�15新机的品控问题， 包括底部磕
碰、屏幕有划痕，以及镜头进灰等等。

“第一批iPhone不要买”已经成各个社
交平台的热点话题， 不少用户称， 所谓的
“暗病”在此前的 iPhone�12、 iPhone�13系
列上也曾出现。

对此， 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
为，不光是苹果，知名手机品牌均有统一的
品质检测标准，理论上来说，不会因为产地
不同而有所差异。手机品控问题普遍存在，

不过苹果由于其高端定位和较高售价，理
应受到更加严苛的审视， 任何的瑕疵都可
能在苹果身上被放大， 进而影响品牌的整
体美誉度。

新旧机型均热销

尽管如此， iPhone�15系列还是像往年
一样成了“香饽饽”，北京商报记者在三里
屯苹果店采访了解到，有黄牛称iPhone�15�
Pro�Max�512GB版本的新机要在苹果官方
定价11999元的基础上溢价500元， 也就是
12499元。1TB黑色版本的 iPhone�15�Pro�
Max，溢价则为700元，不过也有顾客称，急
于出手的黄牛对新机加价仅200元。记者从
苹果官网尝试下单，iPhone�15�Pro机型需
要到10月底才能送到， 而iPhone�15�Pro�
Max则最早要到11月15日才能到手， 要等
接近2个月的时间。

美团闪购数据显示，iPhone�15系列新
品销量较前代上涨13倍，北京、上海、广州、

杭州、深圳销售额居全国前五，平均增速近
1000%，数据显示，美团闪购在三线及以下
低线城市销量增长23倍。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新品问世，上一代
iPhone�14也在走俏， 北京商报记者从经
销 商 处 了 解 到 ，iPhone� 14� Pro� Max�
256GB白色版本的价格已经涨至9150元，
比iPhone�15�Pro�Max�256GB的价格只相
差849元， 是现在市场上最保值的iPhone
手机。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认为， 本次iPhone�
15依旧被市场批评创新不足，在许多消费
者看来，即便要换手机，也没必要花大价
钱买一部平庸的新机， 不如等 iPhone�15
发售，iPhone�14降价之际买上一代产品更
划算。

专家认为， 由于手机整体品类创新趋
弱，人们不再过分关注品牌价值，转而关注
实用性，换机周期也变得越来越长，这种趋
势对主打高端市场的苹果而言并非利好。

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 据苹果2023财

年三季报显示， 期间苹果总营收818亿美
元， 较去年同期的830亿美元同比下滑
1.4%， 较上季度的948.4亿美元环比跌近
14%。 这是苹果自2016年以来首次连续第
三个季度收入同比下滑。其中，“拳头产品”
iPhone销售额396.7亿美元，同比跌2.5%且
不如预期的399亿美元，智能手机占总收入
的48.5%，低于上季度的占比54%和去年占
比52%。

屡遭市场“看衰”

不少市场机构也并不看好iPhone�15，
据CINNO�Research报告预测，2023年中
国智能机市场中， 苹果手机销量或将达
4550万部，同比下滑2%，其中iPhone�15系
列在2023年销量或将在1000万部左右，对
比上一代 iPhone�14同期销量成绩下滑
22%，减少约290万部。

包括瑞银、 瑞穗在内的多家投行也看
衰iPhone�15前景，将苹果新机预期出货数

量大幅下调，下调幅度超1000万部，预计i-
Phone�15出货量在7000万-8000万部之
间。相比之下，去年同期的iPhone�14备货
量在9000万部以上。

此外， 一些分析师也给出了相同的观
点， 将今年iPhone�15系列的产量预期从
8400万部调整为7300万部，预计2023年苹
果iPhone产量为2.17亿部， 低于之前预测
的2.27亿部。

更罕见的是，iPhone�15问世并未成苹
果公司的利好消息， 就在美东时间9月12
日，苹果公司股价一度下跌2.5%，截至收盘
下挫1.71%，总市值跌破2.8万亿美元。

至于为何作为行业标杆的苹果， 开始
在创新上“挤牙膏”，屡屡让市场失望，业内
专家指出， 庞大的用户规模形成了巨大的
使用惯性，苹果手机不是“不想变”而是“不
敢变”。

独立分析师付亮对北京商报记者称，
iOS操作系统一体化下庞大的用户群体，对
应用开发适配的强约束， 令iPhone得以在
用户体验、节能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优势，
但随着几大头部手机厂商的规模、 份额集
中，这一优势也在不断减弱，甚至在一些应
用层面，iOS已落后。

付亮称， 例如几大头部手机厂商的
游戏手机、折叠屏手机，都积极与芯片
厂商联合调优，与目标市场的主流应用
联合适配优化 ， 以提高手机的用户体
验 。这是苹果根本做不到的，甚至苹果
本来就不屑于做 ，iOS更多以一个规则
制定者的角色出现，“我制定规则，我有
用户，你们必须配合我”，面向海量的用户
和应用，苹果只能这么做。这反倒给了竞争
对手机会。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柱力

随着iPhone�15发售, 近来一批

用户已拿到手机, 并进行了使用反

馈。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

“暗病” 成了社交媒体上iPhone�15

“槽点”所在。更重要的是，由于被指

创新不足， 苹果的品牌力或在悄然

下降， 旧机型的走俏意味着人们开

始更多关注性价比，业内专家认为，

苹果的裹足不前， 影响的不仅是销

量，甚至是iOS生态。

据苹果2023财年三季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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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食品相关子公司

核子基因增加新成员。据天眼查信息，今
年5月，武汉核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武汉核子农业”）成立，由核子基因100%
控股，该公司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一家以从
事研究和试验发展为主的企业。

武汉核子农业参与招投标项目2次， 知识
产权方面有商标信息2条。 天眼查大数据显示，
2023年8月，武汉核子农业分别在湖北省、江西
省开展招标项目，项目分别为“功能性水稻品种
研发及产品开发项目”“东湖高新国际健康城”。

上述两个项目均与功能稻米产品相关。
在建设内容及规模上，这两个项目建成后，均
预计年研发功能型水稻品种、 功能稻米功能
性指标检测、功能稻米产品开发等500次。

另外，武汉核子农业已申请名为“九谷益
圣”的文字及图形商标，国际分类均为方便食

品。商标服务项目包括：方便米饭、米、米粉、
谷类制品、主要由米制成的冻干食品、以米或
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 食物制作用生米糊以
及食用芳香剂。

武汉核子农业一系列动作引发市场对核子
基因布局预制菜的猜想。 针对公司成立食品相
关子公司的原因等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
核子基因方面，但截至发稿未收到任何回复。

《预制菜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
预制菜市场规模达4196亿元，同比增长21.3%。
湖南省新阶联金融投资委副主任韩言铭对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预制菜未来肯定会增长，但是对
预制菜生产企业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技术创
新和市场扩张都是生产企业需要突破的。

面临信任危机

多数人对核子基因并不陌生。 疫情期
间，核子基因自称为7亿人次做过核酸检测。

仅2022年一年， 核子基因就注册了16家核
酸检测公司。当年底，伴随着兰州检测结果
差错事件，张核子和他的核酸检测版图浮现
水面。

信任危机是核子基因布局预制菜面临的
首个问题。在知乎“教育部对预制菜进校园持
审慎态度，不宜推广进校园，有哪些信息值得
关注？”的提问下，一位网友回答称“我对预制
菜没有偏见，对‘张核子’之流搞的预制菜有
偏见”。 该回答有735人次赞同、52条评论、56
人喜欢。

2020-2022年， 核子基因核酸检测违规
消息不断。比如，旗下济南华曦被曝谎报核酸
检测结果。在尚未对送检样本进行检测时，相
关业务员就已谎报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长
沙核子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因使用非卫生
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被长沙市
卫健委处罚2万元。直至2022年11月，核子基
因子公司兰州核子华曦实验室误把阳性感染

者录入为阴性，掀起轩然大波，最后被罚款7
万多元。

中国金融智库特邀专家余丰慧认为，
“核酸大王” 核子集团进军预制菜的举动值
得关注。然而，考虑到该公司此前深陷核酸
检测造假风波，人们对其扩展食品业务的信
任度可能会受到影响。信任是企业发展的重
要基础，核子集团如何恢复公众对其信任是
关键。

“历史信誉问题、业务扩展合理性等是核
子集团扩展至与食品相关业务需要综合考虑
的几个因素。”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
家洪勇表示， 核子集团此前深陷核酸检测造
假风波，这将对其信誉产生负面影响。信誉是
企业长期建立的，一旦受损，恢复信任将需要
时间和努力。另外，扩展到农业及预制菜相关
业务是否与核子集团的核心能力和战略目标
相符？如果扩展与核心业务不相关，那么这种
战略可能被视为过于冒险。

核子基因“忙”跨界

核酸检测结果多次失误并被罚后， 核子
基因一度消失在公众视野， 但该公司动作不
断，预制菜并非核子基因盯上的首个项目。今
年6月，核子基因发生工商变更，在经营项目
中，新增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业务。

房产多少与张核子的老本行沾边。 资料
显示，在做基因检测之前，张核子装修起家。
2006年， 张核子与妻子巴颖成立深圳市红石
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于2010年成立北京红
石维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述两家公司均
已被注销。

而对于布局食品赛道，洪勇认为，消费者
信任对于食品行业至关重要。 核子集团要与
消费者建立信任， 可能需要采取透明度和品
牌营销方面的措施。总之，核子集团扩展到食
品业务是一项潜在的战略决策， 但其成功将
取决于公司的经营和治理， 以及其在新领域
的竞争力和透明度。 信任危机可以通过采取
合适的措施逐渐缓解，但需要时间和努力。预
制菜赛道的前景取决于市场需求和竞争，核
子集团必须定期评估市场情况并调整战略以
保持竞争力。

余丰慧表示， 核子集团要在预制菜市场
取得成功，还需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建立良
好的品牌形象，并与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同
时， 核子集团应积极关注市场需求和竞争对
手的动向，灵活调整经营策略，才能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预制菜普及推广最大难度在于消
费者的接受程度、信任程度等，至少目前预制
菜在学生家长和消费者中接受度不高， 信任
度较低、 粗制滥造等因素让消费者很担心。”
余丰慧补充道。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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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网友爆料称，曾经的“核酸大王”张

核子旗下新增农业公司， 拟经营农业及预制菜

相关业务。随着话题发酵，张核子及其核子集团

再次走入公众视线。知乎一条“教育部对预制菜进校园

持审慎态度，不宜推广进校园，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的提问下，一位网友回答称“我对预制菜没有偏见，对‘张核

子’之流搞的预制菜有偏见”。网友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自2012

年创立公司后，张核子不断扩大旗下的基因检测版图。仅2022年

一年就注册了16家核酸公司。根据彼时数据，疫情期间，深圳市

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核子基因”）为7亿人次做过

核酸检测。不过，核子基因后来多次陷入核酸检测违规风波。数据来源：《预制菜行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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