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宽带大提速

高清视频有望突破瓶颈

证券时报记者 成城

近期， 中国电信推出 “宽带

中国” 工程， 意在加快推进宽带

网络的光纤化升级， 建设超高速

（

100M

） 宽带接入网络， 全面提升

综合信息服务能力。

对此， 业界认为拥有核心技

术的光通信设备厂商如烽火通信、

中兴通讯等将受益。 但从更长远

的利益分析的话， 此次的宽带大

提速， 恰好突破高清视频数据流

量传输限制的瓶颈， 诸如优酷网、

乐视网等公司将真正迎来高清视

频业务的春天。

根据中国电信的规划， 在

“十二五” 期内， 南方城市将全面

实现光纤化， 最高接入带宽达百

兆。 按照工程目标， 中国电信宽

带用户的接入带宽将在

3

至

5

年

内跃升

10

倍以上。 南方城市将全

面实现光纤化， 核心城区全部实

现光纤接入， 最高接入带宽达到

100M

， 城市家庭接入带宽普遍达

到

20M

以上。

100M

什么概念？ 这个速度是

目前国内普通

ADSL

的几十倍，

每秒

100M

， 相当于下载一部

8G

的蓝光高清电影只要

80

秒左右。

然而，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

数， 但是我国仍处于 “低速宽带”

阶段， 我国互联网网速平均速率

仅

1.774M

， 排名全球第

71

位。

现如今， 各机构和个人通过

网络每天都要处理大量数据， 浏

览视频、 高清图片、 玩网络游戏

等。 庞大的用户群每天消费着大

量数据， 网络带宽极大影响着用

户体验。

与此同时， 过去

10

年里， 视

频流量从边缘分支变成主流内容，

超越其他文件分享服务， 迅雷、

BT

等， 成为网络流量之王。 随着

网络用户体验要求的提升， 高清

视频成为追寻的目标。

但问题是， 市场需求日趋膨

胀， 但通信网络带宽已逐渐力不

从心， 国内普遍的几

M

的网络承

载力和传输速率成为首先需要突

破的瓶颈。

行业普遍认为， 全高清视频

的流媒体播放需要至少

40M

的宽

带， 再远一点儿考虑， 未来的

3D

电影或新的超高速高清视频将需

要更高的传输速率。

信息技术行业分析人士认为，

高清视频业务高标准的要求， 是

横在优酷网、 乐视网、 酷

6

网等

视频业务公司前面的一大障碍。

受国内宽带条件的限制， 播放全

高清视频效果不理想， 影响用户

体验度。 而此轮中国电信提出的

“宽带中国” 工程， 无疑为这些视

频网站扫除 “拦路虎”， 最终成为

助推高清视频业务发展的最根本

力量。

联通携手阿里巴巴

打造基于

WCDMA

的电子商务平台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昨日， 中国联通与阿里巴巴集

团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正

式宣布双方在基础通信服务领域、

互联网及基于

WCDMA

制式的

3G

无线互联网增值业务领域全面开展

深度合作。

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表示 ，

阿里巴巴一直是中国联通亲密的

合作伙伴， 此次双方进一步建立全

面战略合作关系， 将充分发挥各自

核心优势， 重点在基础通信、 云

计算、 电子商务、 手机支付、 终

端销售与渠道合作等领域展开深

度合作。

中国联通将全力支持阿里巴巴

集团的各种信息化需求。 双方的合

作也必将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优

质、 高效、 便捷的服务和应用， 让

更多的人分享

3G

与互联网带来的

精彩与快乐。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马云表示， 中国联通与阿

里巴巴将在已有的良好合作基础

上， 拓展并创新应用领域。 在网

络、 应用平台以及客户服务上实现

资源互补， 通过提升电子商务及移

动互联网的信息化应用能力， 打造

无线互联网的商品交易和生活服务

平台。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

3G

网络

的跨越式发展 ， 我国电子商务的

信息化需求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

的划时代变革。 网络化、 宽带化、

随身化已经成为电子商务的大势所

趋。 因此， 只有不断完善

3G

无线

互联网交易平台与服务， 才能使电

子商务行业的信息化服务能力不断

提升， 充分满足当今用户的使用

需求。

中国联通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

国联通与阿里巴巴的合作， 是将

通信领域的新技术与电子商务移

动化紧密结合的一次积极探索与

尝试。

作为

3G

应用领域的一次大胆

创新， 相信中国联通与阿里巴巴的

此次合作将全面提升我国电子商务

信息化服务水平， 为广大的消费者

带来更好的信息化服务体验。

欧洲光伏产业协会：

中国光伏能源潜力大

� � � � 欧洲光伏产业协会 （

EPIA

）

昨日发布调研报告 《释放阳光地

带国家光伏潜力》。 科尔尼大中国

区总裁

Bernhard Hartmann

提到，

亚洲地区政府和政策制定者认真

考虑将光伏能源作为其能源战略和

计划的一个明确部分。 这还需要与

各发展银行以及私人金融机构进行

协作以加快光伏技术的使用， 不但

将其作为农村电气化来源， 还将其

作为主流能源来源使用。

报告称， 中国是目前全球前

10

大光伏市场唯一位于 “阳光地

带” 的地区， 已拥有世界上最大规

模的光伏发电能力， 应加强利用光

伏能源创造更多国内经济价值。

另据报告调研显示， “阳光

地带” 国家的光伏潜能将在

2020

年

前达到

60

至

250

兆瓦， 在

2030

年前

达到

260

至

1100

兆瓦， 届时将占全

球光伏总装机容量的

27%

至

58%

。

由于光伏发电系统价格有望在

2030

年降低

66%

， 已在一些国家的尖端发

电技术中脱颖而出的光伏发电成本将

随之迅速降低。

EPIA

董 事 会 主 席

Murray

Cameron

表示， 中国目前已将平准化

能源成本控制在

1.4

至

1.5

元

/

千瓦时

之间， 以显示出比柴油动力峰值装机

容量更大的竞争力。 到

2020

年， 整

个阳光地带光伏发电的竞争力将高于

所有其他峰荷发电， 而到

2030

年，

光伏发电成本将低于所有其他常规发

电技术成本。 （王齐）

太阳能电池卡位战 晶体硅未来仍是主流

见习记者 王齐

昨日的 “第五届国际太阳能产

业及光伏工程展览会暨论坛” 上，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 秘书长吴达成透露，

未来晶体硅太阳能电池仍为主流

技术产品。 由于技术更新的不可预

见性， 具体数值尚难预测。

晶体硅电池暂时领先

与晶体硅电池的 “龙虎斗 ”

中， 薄膜电池开局不利。

2010

年，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占据着整个光伏

电池市场

80%

的市场份额， 而薄膜

电池的发展并不顺利， 比如

2010

年

8

月中国尚德太阳能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做出了停产薄膜太阳能电池

生产线， 扩产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生

产线的选择。

吴达成认为， 光伏应用市场的

快速发展造成对太阳级多晶硅材料

的需求旺盛， 而薄膜电池尚在发

展， 市场份额会逐年扩大。

虽然， 薄膜电池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 原材料成本低、 方便大规模

制造， 但由于电能转化率低， 因此

综合成本要高于晶体硅电池。

国务院参事、 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理事长石定寰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目前各企业的多晶硅电池转

化率差别很大， 尚德电力目前正在

向

17%

至

18%

发展， 单晶硅电池目

前可以做到

19%

。 相较而言， 薄膜

电池目前的转化率仅

6%

。

同时， 随着晶体硅的价格回

落， 薄膜电池考验光伏企业技术和

资金的支持。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

薄膜电池败局已定。

2

月中旬， 一种薄膜太阳能电

池关键生产设备———等离子体增强

型化学气相沉积设备 （

PECVD

）

在上海张江理想能源设备公司正

式下线。 这种设备能大幅降低硅

薄膜电池生产成本， 打破了薄膜

太阳能电池设备市场一直被国外

厂商垄断的局面。 据了解， 目前

该设备的技术指标已达国际先进

水平， 且生产成本只有国外同类

设备的三分之一。

设备成本困境待解

吴达成认为， 中国晶体硅光伏

产业链发展尚不平衡， 呈两头小、

中间大的形势。 所谓两头小， 指的

是上游多晶硅材料产量不足需要进

口， 上游硅片产能不足， 供货紧

张； 下游光伏发电系统基数小 、

增长快、 安装量较小； 中间大指

的是太阳电池和光伏组件产能较

大， 大量出口。 但是所有的环节

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 那就是设

备需要进口。

据了解， 目前国内多晶硅铸锭

炉市场上， 主要有

GT Solar

（美

国）、 精功科技、 京运通三家供货

商。

2009

年以前， 国内市场基本被

GT Solar

垄断。

石定寰表示， 目前多晶硅成本

的下降空间就卡在设备费用上。 近

来， 原材料成本下降了， 但是核心

设备都要从国外进口。 他还透露，

“十二五” 也将会扶持优秀的光伏

企业， 比如天河、 英利、

LDK

， 并

促成企业形成产业联盟、 产权合作

的局面。

吴达成告诉记者， 去年多晶硅

原材料进口比例

50%

， 今年会有所

下降， 至

30%~40%

。 目前多晶硅

的生产成本是

20

美元

/

公斤

~50

美

元

/

公斤， 还处于供应紧张的情况。

不过， 今年下半年或明年， 供应紧

张的问题将得到缓解。

由于去年多晶硅行情大涨， 出

现了很多企业扎堆入市的现状。 目

前国内的多晶硅厂商中

80％

都是小

企业， 年生产能力约几百吨。 不

过，

1

月

24

日 《多晶硅行业准入条

件》 的发布预示着，

2011

年光伏行业

将重新洗牌。

上海土地“

5

连拍” 商业用地升温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上海唐镇一块纯商业地块，

6

个

竞买人、

12

分钟、

51

轮竞价……上

海土地市场昨日迎来了

5

地连拍， 其

中商业地块的竞价激烈程度让人始料

未及。 “还是商用地好拍啊！” 一观

摩此次交易的房地产企业老总事后这

样感慨。

商业地产似乎没有不热闹的理

由， 因为调控主要影响住宅市场， 并

未波及到商业地产和和公寓项目投

资。 相反， 部分住宅投资需求因为限

购政策的出台转移到了商业地产。 截

至

23

日， 唐镇新市镇

A-1-7

商业地

块被上海唐龙以

1.71

亿元摘得， 楼

板价

1.3

万元

/

平米， 溢价率

87%

；

洋泾社区

C000204

单元

1－03－06

办

公楼地块被上海电气集团资产精英有

限公司以

3.9

亿元摘得， 楼板价

1.56

万元

/

平米 ， 溢价率

43%

； 闸北区

101

街坊

15

丘商服地块被上海苏河

湾投资有限公司以

1.6

亿元的底价摘

得， 楼板价

1.2

万元

/

平米； 亭林镇

亭升路东侧宅地被上海中冶轩和以

8009

万元摘得， 楼板价

4025

元

/

平

米， 溢价率

113%

； 亭林镇亭枫公路

以南， 亭升路以东地块被自然人赵文

表竞得， 成交价格

7650

万元， 溢价

率

71%

。

5

幅土地合计成交金额达到

了

8.78

亿元。

商业地块受追捧， 这一点开拍前

就已经显现出来。 在截止出让的前一

天下午， 申领此次拍卖唯一纯商业性

质用地 “唐镇新市镇

A-1-7

地块”

出让申请书的人数位居

5

地块之首，

仅仅就申领土地出让申请书的人数而

言， 此次含商业性质地块申请人数要

明显多于纯住宅用地。 在唐镇新市镇

A-1-7

地块竞拍过程中，

6

位竞拍人

从

9458

万元开始竞价， 经过

51

轮的

激烈竞价最终以

1.71

亿元落槌； 而

此次拍卖唯一一块纯住宅用地 “亭林

镇亭升路东侧地块” 的竞拍过程中，

4

位竞买人中有

1

人临时弃权， 参与

书面报价的

3

位竞买人分别出价

6200

万元、

6191

万元和

8009

万元，

价差高达

2000

万元。 “亭林镇亭升

路东侧住宅地块的面积只有

1.66

万平

米， 面积不大、 位置也不怎么样， 用

这种价格拿这块地， 我可是没什么兴

趣。” 上海一家房地产企业负责人私

下觉得， 现在一部分开发商在市场判

断上可能还是缺乏经验。

“我觉得住宅用地还是要等等，

现在应该还是降温的初期， 如果要拿

地， 过一段时间价格可能会更合适。”

一家国资背景开发商相关负责人指

出， 实际上对于投资人而言， 现在更

好的选择应该是商住土地。

在政策变动时， 市场判断最容易

出现分歧， 但是接受记者采访的大多

数房地产开发企业人士却不约而同预

计，

2011

年， 在住宅投资性需求被抑

制的同时， 资金流向商业地产， 将拉

动商铺、 酒店式公寓等项目的投资，

这使得未来商业土地的交易呈现较为

明朗的发展态势， 而商住两用、 综合

用地的土地吸引力将越来越大。

东航集团 “十二五”

将获国开行

500

亿融资

昨日上午， 东航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在京

举行 《“十二五” 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 签约

仪式暨中国东航航空集团

2011

年中期票据发

行仪式。 根据合作协议， 国家开发银行将在

“十二五” 期间向东航集团提供融资总量

500

亿元， 其中包括提供额度

200

亿元的综合融资

工具服务。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继

2009

年签

订

300

亿元 《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 后， 在

“十二五” 的开局之年， 为巩固和发展双方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深化双方的开发性金融合

作而共同携手。 双方的再一次全面合作体现了

开发银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国有大型骨干

企业实施业务发展战略， 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的一贯支持。

东航集团本次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注册了

12

亿元中期票据，

2

月

23

日，

2011

年第一期

5

亿元中期票据将完成发行。 此次中

票的发行是在东航集团取得资本市场

AAA

评

级基础上进行的， 是东航集团公司改善融资结

构， 拓展融资渠道， 节约资金成本的又一个重

大举措。

2009

年以来， 东航通过改革重组等一系

列举措， 经营成绩创历史新高， 企业形象和市

场竞争力亦大幅提升。 经由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认定的相关评级公司评估， 东航集团

的主体信用等级被评为

AAA

级。 东航管理层

认为， 这充分体现了金融机构和广大投资者对

东航的支持和信任。 （郑晓波）

国美集团：

今年将大力推广变频空调

在昨天召开的 “节能、 智能、 领先

2011

”

空调战略研讨会上， 国美集团签订了

2011

年

业内首批

450

万套节能空调采购规划。 业内分

析人士指出， 在变频空调逐渐成为市场主流的

背景下， 国美与全球知名空调厂商联合推广变

频空调将大大加快其市场普及速度， 未来三年

内或将全面实现对定速空调的替代。

根据日前权威市场调研机构中怡康发布的

数据，

2010

年变频空调市场占比已达

29.8%

，

销售金额占比

35.27%

， 在零售量上已超过定

速空调。 而国家信息中心市场处的调研数据显

示， 目前

91.5%

以上的城市消费者有意向购买

变频空调。

据了解， 除了市场需求外， 国家利好政策

的出台也加快了变频空调的市场发展速度。 发

改委曾表示， 变频空调的技术研发目前已上升

到国家政策的发展导向层面， 未来国家将在资

金和技术上重点扶持。

国美电器副总裁李俊涛称，

2011

年国美

将继续加大变频空调推广力度， 除了大单采购

等措施， 国美还将举办多种推广活动， 切实加

快变频空调的市场普及步伐， 继续推动我国空

调产业的结构调整。

国美集团总裁王俊洲则指出，

2011

年是

空调业加速进入节能、 智能时代的一年。 根据

国美电器对市场的判断， 变频空调将迎来新的

市场契机。 他表示， 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和

巨大消费需求的推动下， 国美电器看好节能、

智能空调的市场前景， 因此， 国美电器将联合

供应商加大对这类空调的合作比重， 力推节能

变频空调的平价普及。 （周荣祥）

巨人网络

去年末季营收同比增

33%

巨人网络昨日发布的财报显示， 去年四季

度净营收

3.68

亿元， 环比增长

8.7%

， 同比增

长

33.4%

； 净利润

2.31

亿元 ， 同比增长

16.9%

。 为巨人网络连续四个季度的增长， 公

司预计

2011

年第一季度仍将保持收入增长。

财报显示，

2010

年第四季度网络游戏平

均同时在线玩家人数 （

ACU

） 为

58.4

万， 环

比上升

8.5%

， 同比上升

20.3%

。 网络游戏最

高同时在线玩家人数 （

PCU

） 为

171.3

万， 环

比上升

16.9%

， 同比上升

23.2%

。 网络游戏活

跃付费账户 （

APA

） 达到

169.3

万， 环比上升

13.1%

， 同比上升

48.8%

。 网络游戏平均付费

用户收入 （

ARPU

） 为

215

元 ， 环比下降

4.3%

， 同比下降

10.6%

。

巨人网络董事会主席兼

CEO

史玉柱表示，

收入和利润增长得益于旗舰产品 《征途》。

《征途

2

》 在去年

11

月开始的不限号技术测试

中， 对玩家人数有所贡献。 史玉柱表示， 相关

产品人气持续走高， 吸引了越来越多玩家在游

戏中消费， 使得游戏的收入更为健康和稳固。

鉴于已有游戏的付费用户基数继续在增长， 而

且在未来数月中 《征途

2

》 和其他新游戏将陆

续上线， “对公司在

2011

年的强劲增长持乐

观态度。”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巨人的现金、

现金等价物、 短期投资及持有至到期证券的总

值为

60.3

亿元 （约合

9.1

亿美元）。 财报宣布，

作为对股东的回报， 计划实施每年分红策略。

（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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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近

5

成

证券时报记者 李巧宁

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 临近春节的

1

月份是快递业最

为繁忙的时期， 快递业务量暴增。

1

月， 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

业务量完成

2.5

亿件， 同比增长

48.3%

； 业务收入完成

58.1

亿元，

同比增长

29.5%

。

据统计，

1

月， 邮政企业和全国

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 （不

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 完

成

138.2

亿元， 同比增长

32.6%

； 业

务总量完成

128.3

亿元， 同比增长

24.5%

。

具体来看，

1

月， 同城、 异地、

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收入分别占全

部 快 递 收 入 的

7.4%

、

59.3%

和

28.2%

； 业务量分别占全部快递业务

量的

22%

、

74%

和

4%

。

1

月， 东、 中、 西部地区快递业

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80.2%

、

10.4%

和

9.4%

， 业务量比重分别为

78.4%

、

12.4%

和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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