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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动态

众所周知，互联网视频最大的吸引力就

是免费。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在过去很

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各大视频网站也一

直在提供免费的影视作品，因此，要求网民

付费成了各视频网站不敢轻易触碰的雷区。

或许是由于近年来一直面临着沉重的

竞争压力和版权困扰，国内视频分享网站

单纯依靠广告收入的盈利模式已经不能满

足其日益紧迫的盈利需求。近来，国内的

几大视频网站，如搜狐高清、优酷、激动网

等，都纷纷开始“试水”网络视频收费。然

而，这种创新的盈利模式却面临着多方面

的挑战。

改变习惯需要时间

专家指出，视频网站的盈利之路在于

对商业模式的探索，一方面是通过精良的

内容，获得有价值的广告资源；另一方面

是通过培育付费点播用户，发展视频收费

业务。长久以来，提供免费的视频都是各

大视频网站相互竞争以提高点击率的手

段，同时这也使得国内网民养成了吃“ 免

费午餐”的习惯。网民们普遍愿意在接收

广 告 信 息 的 情 况 下 收 看 视 频 内 容 ，再 加

上，丰富的网络资源为用户提供了多样化

的选择，所以，如果一家视频网站开始实

行收费，那么用户很可能会从其他视频网

站找到可替代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视频

收费造成了实际障碍。因此，收费模式要

实行起来并不容易。

其实，不论是收费模式还是免费时期

的广告盈利模式，视频网站们的出发点只

有一个，就是希望尽可能的减缓资金压力，

增强网站内容竞争力，寻求合理可持续发

展的商业模式。业内人士认为，版权成本

的快速增加，使得视频网站不堪重负，因

此，收费就成为其缓解压力的重要手段。

对于网站来说，这是势在必行的趋势，但要

让网民接受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表示，收

费业务的实现将是一项长期又辛苦的工作，

造成这种现状的历史原因就是视频行业发

展初期，不注重知识产权与用户习惯，现在，

虽然各视频网站都开通了付费业务，但是，

用户习惯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

网站收费缘于盈利困难

随着成本的上升，国内各大视频网站

已经开始了盈利商业模式的探索。

记者了解到，酷 6 网、PPS 都相继推出

了收费业务，付费用户可以跳过广告直接

观看视频；迅雷也紧随其后推出了每月 10

元的会员服务，同时开辟了收费视频服务

项目“红宝石影院”。 国内各大视频网站

集体“试水”收费盈利，显示了视频网站希

望拓展多元化收入渠道的迫切愿望。而这

一切皆源于视频行业一直难以盈利。

即便是行业领先的视频企业，它们也

总习惯于对广告营收侃侃而谈，对盈利问

题却讳莫如深。众所周知，视频网站的主

要收入来源于广告，然而，经过去年疯涨的

版权风潮，视频行业出现了版权价格高于

广告收入的尴尬现象，这严重拖累了企业

的盈利。据酷 6 方面相关数据显示，2010

年 第 二 季 度 ，该 公 司 的 财 报 显 示 净 亏 损

1180 万美元，其中持续经营业务(视频网站

广告)收入为 240 万美元，广告收入环比增

长 98.8%；但与此同时，该公司 2010 年第二

季度花在购买版权及视频资源上的支出也

迅速增加，相比于 2010 年第一季度的购买

费用 630 万美元，骤升至 1460 万美元，增长

了 131%。因此，不难发现，酷 6 的广告收入

规模虽然在扩大，但版权成本的上升推迟

了企业获得盈利的时间。

事实上，酷 6 的困境折射出的是整个互

联网视频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版权费用

加上持续的带宽投入，迫使所有视频企业

不得不挖空心思寻找其他收入来源。换言

之，传统的广告收入太过单一，“流量=广

告”的模式并未发育完全。于是，尝试用户

收费模式就成了视频网站多元化营收的重

要一环。

那么，视频网站实行收费措施是否会

使他们原有的客户群减少呢？曹和平认

为，目前的视频网站其实分为两个市场，一

个是大众市场，另一个则是细分市场，诸如

实行收费的部分网站都属于视频网站的细

分市场，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尝试了视

频收费业务，虽然收费业务短期内不会成

为中国网络视频行业的主要盈利方式，但

是会是重要的补充，对大部分视频企业来

说，不会放弃收费业务的推进。

开拓多条渠道是关键

事实上，一旦视频行业进入收费时代，

视频网站最初的商业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化。

曹和平表示，免费时期的视频企业走

的是媒体路线，赚的是流量，而新增的收费

渠道则让企业开始考虑一种多层次、综合

性服务的销售模式。

“最简单的例子是，对于愿意付费的优

质用户，视频网站可以提供其高清高品质

的内容；对于不愿付费的人，则安排他收看

各类广告”。曹和平说。

与此同时，乐视网版权部负责人也对

记者表示，网站对免费与收费作出了相应

的对策，即免费的网站进入免费频道，清晰

度码流 300 至 350K。收费的网站进入收费

频道，清晰度码流达到 720P。

此外，随着 3G 时代的到来，视频企业

开始朝着手机视频方向拓展盈利的渠道。

业内人士认为，现在中国的手机视频业务

已经成为各大运营商，还有广电的一些企

业未来业务发展的重要方向。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为了方便愿

意考虑租车出行，这使得租车行业搭上了开

往“春天”的列车，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

然而，在业务飞涨的同时，部分企业管理不

善、监管疏漏等乱象也不断滋生出来。

专家建议，应该通过外部制约，辅以内

部治理的方法引导企业向更健康的方向发

展，防止政策风险和行业隐患给企业发展

带来致命的打击。

租车行业乱象丛生

近两年，租车行业发展飞快，尤其是几

大租车公司获得融资，即联想 12 亿元控股

神州租车、一嗨租车获得约 6.5 亿元投资、

至尊租车获得约 3.9 亿元投资以后，扩张行

动更加疯狂。然而，疯狂的扩张不仅带动

了行业迅猛发展，也引发了很多问题，汽车

租赁行业内操作不规范、服务脱节等现象

时有发生。

6 月上旬，被称为“ 公益律师”的黎学

宁向外界通报了他向北京、上海等六大城

市的有关部门举报一嗨租车涉嫌违规开

展租车带驾业务的结果。据黎学宁介绍，

今年 5 月份出差期间，他在全国多个城市

租用了一嗨汽车租赁公司的车辆，并由其

提供的司机代驾。在租车过程中，广州的

一嗨租车曾在未对本人进行任何通知的

情况下，临时更改了车型，而且有些一嗨

租车的代驾司机主动提供个人联系方式，

说以后租车不必经过一嗨公司，可直接联

系其本人。黎学宁认为，随意更换车辆型

号和代驾司机并非本公司员工的问题，使

得责任和纠纷变得更加混乱，如果一旦发

生意外，消费者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

此类租车代驾服务涉嫌非法挂靠、属超范

围经营，于是向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

州、深圳 6 地工商、交通委等部门举报。

用法律法规明确界定

现如今，市场上对租车代驾的需求越

来越多，可是记者留意到，不少租车企业存

在管理疏忽，给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了损害。

“4 月 27 日交通部下发的《关于促进汽

车租赁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规定‘汽车

租赁企业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从事道路客

货运输经营活动’。显然，租车企业严重违

反了通知中的相关规定。”人民大学法学博

士刘萍对记者说。

据刘萍介绍，代驾服务是租车服务收

入的三四倍，所以，为了规避法律风险，目

前的汽车租赁企业普遍采取租车公司提供

车 辆 、第 三 方 劳 务 公 司 提 供 驾 驶 员 的 做

法。现在，中国还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的汽

车租赁行业法规，这也使得租车公司容易

钻国家法律空子冒险盈利。只有国家相关

部门用法律法规明确界定汽车租赁业的经

营模式，才能在全国市场形成统一的汽车

租赁标准，各种乱象也才能得到遏制。

租车行业该制？该治？

现 在，汽 车 租 赁 行 业 仍 处 于 起 步 阶

段，会出现各种问题也是很正常的。不过，

专家也指出，越是在起步时期，通过各企业

的自觉管理增强行业自律，改善行业环境

就显得越为重要。

“ 目前，国内汽车租赁市场不规范的

地 方 主 要 在 于 信 用 机 制 不 够 完 善 ，缺 乏

健 全 的 信 用 评 估 和 咨 询 体 系 ，用 户 信 用

状 态 不 明 ，这 使 得 汽 车 租 赁 公 司 车 辆 被

诈 骗 、被 抵 押 的 情 形 时 有 发 生 。 这 都 是

汽车租赁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刘萍

对记者说，“ 国内汽车租赁业的管理仍处

于 先 试 点 后 推 广 阶 段 ，各 项 法 规 本 身 仍

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而信用体制的建

立，也需要时间来完成。所以，汽车租赁

行 业 不 应 该 被 动 地 依 靠 法 律 规 范 ，更 多

的还是要靠租车企业做好内部治理。只

有 企 业 的 发 展 走 在 行 业 前 列 才 能 不 被

淘 汰 ，也 才 能 在 行 业 进 入 正 规 化 后 ，赢

得 更 好 的 发 展 机 会。”

浙江 4 家民企

销售收入破 500 亿元

国内视频网站纷纷“试水”收费盈利
收费模式下 视频网站应市场分流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浙江省工商局、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

联合会近日公布了“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

榜单”，万向集团以 661.38 亿元的销售收

入位列榜首，娃哈哈、广厦、海亮等浙江民

企年销售收入均超过 500 亿元。

榜单显示，浙江民企整体呈健康向上

态势，百强民企位次基本稳定，其中 87％

的企业蝉联百强。在浙江省经济结构中，

有 70％ 的 企 业 分 布 在 制 造 业，销 售 总 额

达 6347.94 亿 元，占 总 量 的 47.67％，但 是

数量比去年减少 6 家，销售总额增幅比去

年降低了 12.33 个百分点。相反，服务业

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量增加 6 家，

销 售 总 额 达 3262.46 亿 元 ，增 幅 上 升 了

29.92 个百分点。一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如国际物流、仓储、计算机技术开发及咨

询服务等新型服务企业，也开始在百强名

单中出现。

6月下旬 14家公司中报预喜

进入 6 月下旬，沪深两市共有 15 家上

市公司公布了 2011 年中期业绩预告，其

中 14 家预计业绩同比增加或继续盈利，

仅有一家公司出现业绩同比下降。整体

来看，目前，已经公布 2011 年业绩公告的

上市公司中，有超过七成保持了盈利上涨

势头。

上述 15 家公司中，双汇发展的中报业

绩出现同比下降，降幅为 80％至 90％；山

推股份继续保持盈利，业绩基本与去年同

期持平。其余 13 家公司均预计盈利大幅

增加，同比预增幅度全部超过 60％，其中

增幅超过 100％的公司有 7 家。

从目前已经公布 2011 年中期业绩的

公司来看，增长仍是主基调。统计显示，

截至目前，沪深两市共有 783 家上市公司

公布了中期业绩预告，其中保持增长或扭

亏为盈的有 607 家，占比 77.5％。

两岸中小企业代表

会聚台北共谋合作商机

两岸逾 400 位中小企业代表日前齐聚

台北，共同探讨如何抓住两岸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ECFA）以及大陆“十二五”规划启

动带来的新机遇。

为 期 两 天 的“ 海 峡 两 岸 中 小 企 业 论

坛”由台湾中小企业协会、大陆中小企业

协 会 以 及 台 北 世 界 贸 易 中 心 共 同 主 办。

来自大陆 17 个省市区的 150 名中小企业代

表与会。

大陆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表示，

今年是 ECFA 实施的第一年，也是大陆“十

二五”规划开局之年。ECFA 的积极效应

已逐步显现，两岸货物贸易明显增长，服

务贸易进一步开放，两岸人员、资金和技

术的流动加快，两岸在自主创新和创造自

主品牌方面的合作以及产业合作都得到

了强化。

台湾中小企业协会理事长林秉彬则

指出，台湾中小企业过去主要开拓欧美市

场，而目前大陆正致力于扩大内需，发展

消 费 性 产 品，将 是 台 湾 中 小 企 业 的 新 机

会。此外，台湾中小企业发展较早，有很

多经验和教训可供大陆同行参考。

（本报综合报道）

租车乱象 该制？该治？
■ 本报记者 魏小央

公司观察

治理之道

一 些 连 锁 企 业 地 域 性 很 强，但 异 地

扩 张 和 复 制 能 力 却 很 差，因 此 很 难 走 出

当地市场，这不仅制约了它们的成长性，

也会对其首次公开募股（IPO）构成一定

障碍。

随 着 连 锁 经 营 业 态 的 火 爆，常 常 会

出现这种企业：成立时间仅有几年，但每

年，尤 其 是 IPO 前 一 年 的 门 店 数 量 增 长

速 度 惊 人，但 门 店 淘 汰 率 却 非 常 高 。 这

种 企 业 看 似 成 长 性 很 好，无 论 从 利 润 抑

或 营 收 数 据 来 看，增 长 率 均 符 合 创 业 板

的 标 准 。 但 事 实 上，监 管 部 门 对 于 此 类

企 业 的 IPO 申 请，将 实 施 非 常 严 格 的 审

核措施。

在日前召开的 2011 年保荐代表人第

二 期 培 训 会 议 上，相 关 监 管 部 门 人 士 指

出，上述类型的企业有虚增业绩之嫌，审

核 时 须 审 慎 对 待 。 不 过，对 于 那 些 品 牌

有历史、有知名度、扩张较为稳健的拟上

市连锁企业，监管部门则持欢迎态度。

连锁企业粗放扩张阻碍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