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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漫笔云中漫笔

各国情况差异大

“在国内，我买个煎饼果子都可以
用手机扫码支付，但在澳大利亚，我出
门必须带信用卡或者现金，否则没法儿
买东西。”游山是北京大学博士生，目
前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做交换生。
澳大利亚大多数人习惯使用信用卡，偶
尔会使用贝宝 （Paypal） 等移动支付软
件。但他认为，严格来说澳大利亚不存
在移动支付，因为贝宝只能在网上购物
时使用，线下实体店大都使用信用卡。

虽说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但移
动支付普及率并不高。美籍华人姜瑞克
介绍，目前，美国移动支付不流行，多
数人使用的贝宝主要是用于网上购物，
在超市购物时都使用信用卡。

杨可心定居加拿大多伦多 5年，迄
今为止，她尚未使用过移动支付，周围
的朋友也几乎没有使用过移动支付。

“加拿大信用卡使用十分频繁，这与信
用积分制度有关。”信用积分是对居民
的财务状况的评估。较高的信用积分比
较容易获得贷款，贷款利率也会低一
些。“信用卡会积攒信用积分，对买
房、买车帮助很大。”

张 燕 在 日 本 生 活 了 10 年 ， 她 介
绍，日本的移动支付在发达国家中是走
在前边的，但要根据手机系统分类，安
卓系统使用“钱包手机”软件，苹果系
统使用苹果支付。“日本的便利店、电
车、连锁药店等都可以使用移动支付，

但会收取 3%—5%的手续费，所以很多
人更喜欢用智能卡付账。”

移动支付在发达国家遇冷，那么在发
展中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难道只有在
中国移动支付最受欢迎吗？事实并非如
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移动支付都比较发
达。比如非洲肯尼亚，肯尼亚是全球移动
支付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有近五成的民众
使用支付软件移动钱包服务（M-pesa），
他们可以用该软件解决所有支付问题，甚
至还可以购买金融产品。此外，印度也成
为全球移动支付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之
一，印度移动支付在国内的占有率从
2015年的1.5%增至2016年的8%。

线下支付成“痛点”

“从国外移动支付整体情况来看，
发展中国家移动支付发展很快，而欧美
等 发 达 国 家 的 移 动 支 付 反 而 相 对 落
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
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分析，这主要
是因为在一些发达国家，信用卡支付已
成为了一种习惯，消费者向移动支付转
移过程还没有完成。而商家对使用移动
支付的积极性也没有完全调动起来。

在一些国家，信用卡支付甚至比移
动支付还要便捷。据华人周颖介绍，英
国民众有时会使用苹果支付和贝宝来进
行线上消费，线下消费主要还是使用信
用卡。英国的信用卡大都有非接触感应
功能，30英镑以下的金额无需输入密码，
只需把信用卡放在接收器上“哔”一下即

可完成付款，十分方便。“相反，手机支付
时却需要刷指纹，比较麻烦。”

维萨（Visa）2016 年的数字研究报告
显示，欧洲移动支付主要集中于线上支
付，对于各种线下支付场景的支持力度
不够。消费品市场研究公司的研究结果
表明，2015年在欧洲只有3％的店内付款
由手机完成。以贝宝为例，在欧洲各国
民众使用的软件中，贝宝可以说是移动
支付市场的“大哥”。它可以在 190个国
家使用，支持 17 种货币交易，全球超过
1.53 亿用户。但它也有局限性，即主要
用于线上支付，线下支持的商户十分有
限。苹果公司苹果支付的合作商家整体
响应速度较慢，普及程度并不高。

截然相反的是，在印度、肯尼亚等
发展中国家里，移动支付却快速发展。

中国“后发优势”大

无现金化已成为近几十年全球各国
商业发展的大趋势，而信用卡支付和移
动支付是“无现金化”的主要实现方
式。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6年中
国移动支付规模是美国的近 50 倍。然
而，为何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肯尼亚
等发展中国家在移动支付的发展上会出
现“冷热不均、分化严重”的情况呢？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结果主要是由

“信用卡文化”和“运营方式”导致的。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中国在移动

支付方面领先于美国，是缺乏其它可行
的非现金支付方式的结果。与发达国家

相比，中国的信用卡普及率较低，而用借
记卡进行支付又较为繁琐，通常需要通
过短信、随机密码等认证。相比之下，用
支付宝或微信进行支付要简单得多，只
需要扫一下零售商的二维码即可。

有市场研究机构报告显示：与美国
和其它地区不同，中国没有深厚的信用
卡文化。实际上，中国直接从现金支付
跳到了移动支付。

其它移动支付普及率高的发展中国
家同中国有相似特点，即移动支付系统
方便了零售店购物支付。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长期以来比较习惯于现金交易，移
动支付避免了大量现金交易带来的风
险，使人们不用奔波银行取现，就能购
买到商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移动支
付在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趋势》
报告也提到，移动设备让边远地区的人
们不用现金即可进行交易，减少了持有
大量现金的风险。另外，移动设备还能
用于购买必需品 （比如电），这样人们
就不需要长途跋涉购买必需品或者通过
第三方平台进行支付。

此外，李勇坚认为，国内移动支
付能够快速发展，离不开移动支付主
导企业的大力推广。“国外线下消费场
景的渗透程度远不如国内，这主要是
因为在中国，移动支付的领先企业都
是依赖于别的业务——支付宝依赖于
电子商务企业、微信支付依赖于即时
通讯，所以推广的速度快。而国外的
主 导 方 主 要 是 硬 件 制 造 商 ， 比 如 苹
果、三星等，整合资源的难度大，推
广较为缓慢。”

最近，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市议会通过的一项法案引
起了各界的关注。该法案规定行人在穿越马路时如果看
手机，将面临高达99美元的罚款。近年来，因在马路上
行走时使用手机而引发的安全事故屡屡曝光。这些问题
的出现让人们不得不开始质疑，“手机依赖”到底只是不
良习惯，还是危险的“炸弹”？

据悉，世界上有 50多个国家都禁止开车打电话，英
国开车打电话最高可判入狱2年；美国开车打电话会被定
义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每次罚款120美元；在日本，驾驶
员只要开车时手里握有手机便被视为使用手机，其责任
人就要被罚款。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手机依赖”的
危害，也逐步将开车时使用手机、穿越马路时使用手机
等“手机依赖”行为纳入到法律法规当中，可见遏制这
一系列不良行为已经成为立法机关的要务。

“手机依赖”危害多。首先是引发视力、颈椎等健康
问题。社会上多数拥有“手机依赖”行为的人被网友戏
称为“低头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产品的普及
给大众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却导致视力损伤、颈
椎问题等疾病的频发。尤其在近两年，此类疾病的主要
患病群体都是“手机不离身”的年轻一代。

其次，造成安全威胁，引发交通事故。据了解，不
少行人边走路边低头玩手机，很容易忽视周边的车辆行
驶状况，引发交通事故。一些机动车驾驶员在等红灯或
者堵车时，也会掏出手机低头玩，很容易忘记驾驶责任
而引发车辆追尾等交通事故。警方公布的信息显示，近
年来随着 “低头族”的增多，引发的交通事故也随之增
多，手机已经成为马路安全又一新生“隐患”。目前中国
已有多座城市的警方出台相关措施，对“低头族”进行
劝阻并提出警告。湖北十堰一名女学生，就因走路时玩
手机不慎踩空跌入深坑不幸身亡，这些都给“低头族”
敲响警钟。

再次，“手机依赖”还会间接引起心理问题，例如沉
迷社交软件、手机游戏等手机应用，导致无心工作和学
习，甚至一离开手机便会紧张发慌、心神不宁。还有一
类年轻人因长期只与电脑、手机接触，而无法做到与现
实的人或社会打交道，缺乏社交能力，甚至无法正常沟
通。所以网友戏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坐
在你的对面，你却在玩手机”。有心理专家指出，过度依
赖手机，可能引起心理上的认知和情绪问题，出现焦虑
和沮丧，导致社交能力退化。

面对“手机依赖”的诸多危害，人们不断寻求各种摆脱
依赖的解决方法。除了国家和法律层面的严格限制，更多
的还是要依靠自身努力丢掉“依赖”，减少使用手机的时
间，培养其他的兴趣和关注点，从而减少身心伤害。

不到西藏，不知天空有多清湛；不到寺
院，不知信仰有多虔诚。回想起这次西藏
之行，我真实地踏入了梦想中最神圣的地
方，呼吸了稀薄的空气、承受了超强的光
照、体会了剧烈的温差，除此之外，我的心
里留下了许许多多震撼与美好的情结。

最令我心灵震撼的不是圣洁的雪山，
不是壮丽的风景，而是庄严肃穆的佛殿和
随处可见的虔诚朝拜者。

西藏是佛教圣地，最著名的寺庙建筑
当属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如
果说布达拉宫是“威严”的，大昭寺是

“古老”的，那扎什伦布寺就是“鲜活”
的。位于日喀则市的扎什伦布寺属于藏传
佛教格鲁派寺院，为历代班禅驻锡之地。
第一眼看到它，就为它绚丽的色彩、恢宏
的气势惊叹。整个寺院依山而建，殿殿相
连、巷巷相通，放眼望去，金顶红墙层层
叠叠，宏伟壮观。还没进入寺庙大门，就
能看见壮观的殿宇群落。

与布达拉宫相比，扎寺内的道路主要
以狭窄的巷道、半坡为主，走起来更为舒
缓，可以慢慢地欣赏藏地独有的建筑风
格。白色房屋上面带有金顶的褐色建筑
群，就是历代班禅的灵塔。每走到一处，
都忍不住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下每一个鲜亮
和谐的瞬间。

扎什伦布寺犹如一个神圣的佛教世
界，一个令人惊叹的艺术宝库。作为我国
著名的六大黄教寺院之一，在这里，我见到
了世界上最大的镀金强巴铜像，佛像全身
共用黄金 6700 多两，佛像眉宇间白毫镶饰

的大小钻石、珍珠、琥珀、珊瑚、松耳石竟有
1400多颗。旁边一位僧人对我说，“别看强
巴铜佛像的鼻子造得又细又直，他的鼻孔
里可容下两个孩童呢。”扎什伦布寺佛殿前
的地面，处处镶嵌着各色宝石，绿松石、祖
母绿、猫眼石，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在西
藏流传着“宝石比金子更珍贵”的说法。

扎寺的石板路旁有数棵枝条柔软的老
树，有许多藏民和僧人坐在老树旁边的长
凳上休息。一位藏族阿妈看到我在给老树
拍照，便对我讲起了这树的来历，“这树叫
做‘卓瓦树’，从前藏人取此树柔软的枝条
裹上棉条用作酥油灯的灯芯，所以又名灯
芯树。虽然名为树，其实‘灯芯树’不是树，
而是由一种名叫‘互叶醉鱼’的草生长而
成。”看似柔弱的“互叶醉鱼草”却有着耐干
旱、抗风沙的习性，难怪能够在扎什伦布寺
里历尽沧桑长成虬枝盘曲的老树。

与布达拉宫相比，这里的游客较少，沿
路多是僧人和当地藏民，有须发皆白的老
者，有拄着拐杖的老妇，有拿着酥油的中年
人，有带着孩儿的青年父母。随处可见的
红衣僧人，有些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喝
茶，有的独自捻着
灯芯念诵佛经，还
有人用手机上网。

从扎什伦布
寺的高处平台向
下腑视，美丽的
日喀则市景尽收
眼底，云卷云舒
美丽壮观。

沦 为 “ 古 董 机 ”

与威图一样，摩托罗拉也是手机产业发展
史的见证者。摩托罗拉首先推出了大哥大，使
移动电话进入民用领域。纤薄如画的摩托罗拉
V3，在20世纪80、90年代风靡一时。

然而，进入智能机时代后，二者的发展都
令人惋惜。转型太迟以及市场判断失误，导致
摩托罗拉移动最终被出售给谷歌作为专利池。

然而，即使是令人惊艳的 moto x 机型也未能
拯救摩托罗拉。最终，摩托罗拉再度易手，出
售给联想。

威图手机则坚守奢侈品底线，但在以苹
果手机为代表的智能机面前，却抢不到市场
份额。现在的智能机纷纷推出指纹识别、屏
内指纹、虚拟现实操作、增强现实操作，并
抢滩人工智能，从虹膜识别、双摄像头到
OLED （有机发光二极管） 双曲面屏，从普
通芯片到纳米技术芯片，再到人工智能芯
片。威图手机除了华丽的机身，似无其它方
面被消费者称颂。

在今天，许多刚需性超级软件应用比如
微信、支付宝等已经是每个人社交、娱乐、
衣食住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智能手机
的技术创新与成熟度已经到了非常完善的地
步，威图、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曾经的巨头
却固步自封，沉醉于市场占有率中，逐渐地
与时代脱节，最终沦为徒具怀旧价值的“古
董机”。

错 过 转 型 机 遇

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还能靠为人称道的
功能机在市场上立稳脚跟。彼时苹果手机刚刚
迭代了 3 次推出苹果 4，安卓手机也还停留在
早期的 2.3 版本，没人知道智能机的未来会是
什么样。在那时，大多数人对于智能机的定义
还是黑莓OS和诺基亚的塞班。

就是在这样一片大好的市场条件下，诺基
亚从微软聘请史蒂芬·埃洛普担任首席执行官。

埃洛普一上任就裁员5000人，这次裁员成
为了诺基亚近 10 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裁
员；他还终止了诺基亚和谷歌的研发合作计
划，让诺基亚这艘大船在通向安卓的急流上强
行掉头，转而采用自己老东家微软的操作系
统。他在任诺基亚首席执行官期间曾发表著名
的“燃烧的平台”言论，指出当时 （2011 年）
的诺基亚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尽快

做出选择。
这段经典的言论，再加上他的产品策略，

完全把诺基亚带偏了。诺基亚的市场份额从
2010年的29%降低到了2013年的13%。2013年
9 月 3 日，一桩永载史册的交易公布出来，诺
基亚宣布将手机业务全线出售给微软。

当触屏智能手机成为今天人们一个必需品
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 2000年，诺基
亚就设计出了一款只有一个按键的触屏智能手
机，具备收发电子邮件和玩游戏的功能。

而苹果，在 7年后才推出第一款手机。显
然，诺基亚的先知先觉，没有给自己带来更多
的好运。时至今日，诺基亚和苹果在手机市
场，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

技 术 创 新 是 核 心

曾经，在威图看来，自己引以为傲的独特
的私人助理服务是万能的。私人服务助理服
务，简单地说，就是可以一键呼叫私人助理，
让其帮忙预订机票、入住酒店、餐厅订座、俱
乐部等。

但在今天，这项私人助理服务已经失去了
吸引力，因为现在用智能手机来买个机票、订
个酒店、约个餐厅等，都已经是非常普通、常
规的功能了。

换言之，现在用智能手机完成这些功能操
作已经非常方便，甚至连语音助手也能提供简
单的私人助理服务。随着未来智能手机人工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许多私人助理服务都有可能
成为一种标配。因此，这项业务已经不再是一
个手机需要特殊配置才能办到的，而威图手机
的私人助理服务则还需每年交服务费。所以
说，没有核心技术作支撑的威图，仍活在功能
机时代的思维里。一款奢侈品手机，如果变成
了技术落后、脱离时代大势的品牌，它根本无
法支撑起它的高售价。

未来的手机市场，只属于哪些拥有核心科
技、能够解决用户痛点的厂商。

发展中国家“粉丝”多 发达国家“圈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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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移动支付有着庞大的“粉丝群”，

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大部分人购物时都会用手

机“扫一扫”付款。二维码也成为超市、商场、

游乐场、菜市场，甚至早点摊的标配。可以说，

中国正迎来“无现金社会”中的移动支付时代。

海外移动支付情况如何呢？是否和中国一样，发

展得如火如荼？

手机依赖危害多
海外网 臧梦雅

手机依赖危害多
海外网 臧梦雅

奢侈手机输在哪儿？
海外网 李方及

据外媒报道，奢侈手机品牌威图

（Vertu） 负债总额高达 1.28亿英镑，

但却只能支付债权人190万英镑，不

得不结束在英国的制造业务。

不过，对此传闻，威图中国官方微

博辟谣表示，威图品牌目前一切正常

运转，包括产品研发、销售和售后服

务。威图，由诺基亚成立的全球首家

奢侈手机公司。威图手机曾经盛行一

时，它上面镶嵌有各种珠宝，全手工

打造，用料极尽奢华。威图从 2002

年推出第一款手机开始，到 2015

年，在全球卖出45万部手机。

但从近几年几乎无人问津的状况

来看，威图手机已度过辉煌期，其可

怜的销量已严重影响其利润与资金流

动。而且，该品牌几经转手，今年3

月，土耳其商人哈坎乌赞旗下的投资

机构从香港基金公司国鼎投资手中买

下了威图，仅仅花了只有 5000 万英

镑（折合人民币约4.2亿元）。威图手

机到底怎么了？

顾客在泰国王权免税店使用移动支付购买商品的场景。 新华社发

““鲜活鲜活””的扎什伦布寺的扎什伦布寺
海外网海外网 贾雯帆贾雯帆 文文//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