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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形码的出现，改变了世界的零售、物流等行业。而作为这一技术的进

化，二维码多年来却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尴尬状态。不过，随着智能

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变化也正在发生。

进入2012年，二维码几乎成了神一样的关键词：拍个二维码，美味早餐很

快送到；扫一下最新电影的海报，就能观看预告片；时尚杂志上的新款潮衣，

扫描后就可下单购买；外出旅行不再需要导游，拍一下就能听到历史声音；扫

一扫二维码，就可以付车费；应聘者的简历也成了二维码的用武之地⋯⋯无论

是室内广告还是户外广告，甚至是报纸、杂志等印刷品上，到处都是醒目的二

维码。

今年的欧洲杯豪门盛宴上，二维码高调亮相；央视伦敦奥运会转播，二维

码技术造势。经过多年蛰伏，二维码似乎看到了春天。最新数据显示，二维码

应用连续几周的下载量稳定在 100 万上下，“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已经成为时

下最典型的应用场景。

“二维码是 O2O（线上到线下）的关键入口”，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将二维

码与更为炙手可热的 O2O 商业模式联系起来，更有业内人士预测，二维码在三

年内将会撬动千亿级的市场。

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互联网巨头开始跑马圈地。腾讯财付通捆绑微信布

局线下店铺；新浪微博宣布二维码功能上线；搜狗、阿里巴巴、大众点评网等

自然不甘落后，也在二维码领域积极布局。无疑，在这个黑白相间、纵横交错

的图形上，未来将会衍生出更多的商业模式。

不合时宜的先进

二维码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德国、日本、韩国、英国等众

多国家早已广泛普及。尤其是日韩等一些成熟地区，二维码的应用普及率达到

96% 以上，已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

我国最早在2006年推出二维码业务，中国移动通过手机上网的WAP方式应

用二维码。基于海外二维码市场的迅速发展及国内的市场空白，中国移动当时

自认为发现了一个金矿。

2004年底，日本电信公司NTT DoCoMo在国

际运营商交流大会上展出了一项名为手机条码的

业务。时任中国移动董事长的王建宙看完演示后

大为兴奋，立即指示相关部门去日本进行考察。

2005 年 4 月中国移动二维码项目在内部立项，5

月便进行了项目招投标，讨论并论证了多种码制，

最终选择了 QR 码并发布了 QR 码的业务规范，确

定北京意锐新创科技有限公司为QR码唯一技术合

作伙伴。

在DM码方面，银河传媒是中国移动的唯一合

作伙伴，不仅提供技术方案，还负责营销及推广。

这家公司成立于 2004 年，自诞生伊始即与中国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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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建立了合作关系。2005 年及 2006 年，银河传媒先后拿到两

笔合计123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2006年，它被美国财经杂志《红

鲱鱼》评选为亚洲最佳成长企业 100 强，一时风光无二。遗憾

的是，没过多久银河传媒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06年8月，中国移动开始在全国推出手机二维码应用，

先在北京、上海两地进行测试。据了解，中国移动对二维码业

务的规划分为主读和被读两类。前者指用户通过软件扫描二维

码并获取其中内容，适用于防伪溯源、拍码上网、购物等领域；

后者指二维码通过短信发送至用户手机，用户持手机到达现场，

再通过扫码机进行内容识别，适用于移动订票、积分兑换、自

助值机等领域。

参照DoCoMo围绕二维码建立起来的商业链条，中国移动

志气高昂犹如胜券在握。在一次由多家核心SP参与的会议上，

中国移动放出豪言：二维码识别业务必将成为 3G 时代的杀

手级业务。对中国移动来说，学习DoCoMo，意味着更多的

盈利，对 SP 更好地控制。

然而中国移动的赌注下早了，此时国内的移动互联网

市场还不属于二维码，二维码平台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大

发展。主要是前几年智能手机在中国并不普及，手机硬件

没有跟上，市场还不成熟而且只有运营商和一些小型的创

业公司在推动这块市场。

二维码要被用户接受，首先是用户习惯了使用手机软

件，习惯了手机上网，才会习惯用二维码解决生活中的需求。

但从当时的条件来看，国内连配有摄像头、具备扫码能力

的手机都尚未普及，更不要说手机上网。方正移动传媒技

术有限公司物联网产品部总监万超表示，手机种类繁多且

“各自为政”也是我国二维码发展遇到的一个难题。

在国外，二维码的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运营

商发行渠道得天独厚的优势。日韩和欧美的手机都是通过

运营商来推广的，运营商有很强的把控力，可以在出厂前

就在手机上安装二维码客户端。而中国移动对手机厂商不

可能有如此的把控力。

用台湾饭店业“教父”严长寿的经验来讲：比时代早

一步是先进，比时代早三步是先烈，不合适宜的先进，就

如同在秦始皇嬴政面前讲民主一样。很明显，第一波二维

码业务充当了先烈的角色。

智能手机带来的逆袭

随着各种智能终端渗透率的提高，移动电商生态体系

逐渐成熟，用户的网络支付习惯已经形成，二维码日益成

为 O2O 市场重要的平台、入口和工具，其商业价值也开始

凸显。

首先移动终端的普及带动了二维码的走红。如今，手

机上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用户需要，根据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今年 6 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首次超越台式电脑用

户，达到 3.88 亿人。而 3G、WiFi 等无处不在的高速网络，

更让人们可以保持永远在线的状态。当然，今天随便一个

手机摄像头都是800万像素，CPU动辄就双核四核，快速精

准扫描二维码自然不在话下。手机只要安装了识别软件，

用摄像头对准二维码一拍，就能立即获得产品信息。并且，

目前二维码扫描软件已相当普及，智能手机用户常用的微

信、淘宝客户端等，都带有二维码扫描功能。安卓系统手

机与苹果系统手机均能轻松在应用市场下载到各类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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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软件。这些都促使二维码成为线上线下融合的

一个关键入口点。

很多人都表示，自从用上了智能机，手机里塞

满了各种游戏各种小软件，整理后才发现，使用频

率最高的竟然是几个二维码扫描软件。从2010年 3

月成立至今，灵动快拍的“快拍二维码”累计用户

超过 3200 万，每月有超过 1 亿次扫码量。让这家

公司迅速成为热点的标签就是二维码。黄金周期间，

二维码支付业务量更是急增。支付宝方面透露，国

庆期间使用二维码支付、话费充值、信用卡还款的

用户增长最快，10月1日当天有3万次信用卡还款，

35 万次话费充值支付，高出此前一天近 10 万次。

这一数据是去年同期的 10 倍。

其次，人们热衷二维码作为新兴的消费支付模

式，还在于它的便利、实惠。二维码技术可应用的

范围广，小小的条码可用于杂志、产品宣传页、户

外广告、宣传海报、报纸、网站等任何介质上，而

且其提供信息的移动性、便捷性以及全面性，是目

前其他软件无法比拟的。二维码更具随意性，用户

可随时随地的查看相关信息，不但冲破了报纸杂志

的局限，而且也无需守在电脑电视前。

拿起手机，将摄像头对着电视机屏幕的二维码

扫一下，伦敦奥运会的信息就扫进手机中，可随时

了解到运动员特点介绍、比赛进展盘点以及赛场所

在城市的建筑、天气等资讯。这是在今年伦敦奥运

会期间，中央电视台通过二维码推广，尝试的一种

新媒体创新方式。二维码的应用也曾用在号称人类

史上最大的年度集体迁徙的春运中。给火车票上黑

白相间的方块“拍张照”，就可以“读”出二维码

包含的车次、开车时间、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帮助

旅客辨别车票真伪。

掌上时代，不只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在变，

企业的营销方式也在与时俱进。“双十一”前后，

天猫的促销广告在上海地铁中随处可见。而且几乎

所有的广告中都会附有一个二维码，只要用手机上

的二维码软件扫一扫，就能够参与抢红包的游戏，

如果足够幸运，还能获得在天猫上直接消费的代金

券。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二维码应用，今年以来可

谓是屡见不鲜，包括西门子、百达翡丽、清华经管

学院、招商证券在内的许多商家在投放平媒或户外

广告时都不忘加上二维码，让消费者可以借此直接

访问自家的网站。

有国内分析机构认为，完全有理由相信，

随着二维码的普及，手机支付的成熟，基于二

维码的应用将会更加多样化。今后人们不仅是

单单通过手机来使用这项服务，任何终端设备

都将能体现出二维码的价值。

IT 大佬设置的空间

而使二维码近期频繁曝光的直接原因，则

是几个大玩家的加入。

“移动互联网的地理位置信息，带来了一

个崭新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O2O，而二维码则

是线上和线下的关键入口。”今年的互联网大

会上，马化腾在演讲中用了近七分之一的篇幅

讲二维码，被业界认为是腾讯在二维码市场的

参战宣言。

而腾讯公司也将马化腾的话一一实践。其

中投入力度最大的是手机应用微信。早在去年

年中，微信就推出了扫码加好友的功能，用户

可以各自生成自己的二维码图案；今年 9 月，

腾讯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付通宣布与微信展

开合作，把微信和财付通捆绑在一起，依托微

信的摇一摇、二维码扫描等功能有针对性地开

发出各种支付方式，二维码扫描与支付结合可

实现“即拍即买”。

另一互联网巨头新浪紧跟腾讯的步伐，9 月

24 日，新浪微博宣布正式上线二维码功能，微

博二维码将提供多种功能服务：用户可以分享

专属二维码，可以在多种场景推广自己或利用

微博客户端扫描微博二维码。

此外，搜狗输入法、阿里巴巴旗下的聚划

算和支付宝、大众点评网、UC 浏览器、360 安

全卫士也都先后开通了二维码功能。万超表示，

互联网公司布局二维码，关键在于如何把线上

的优势与线下相连，而能把控线下渠道的互联

网公司未来将大有可为。

海外研究机构 Queaar 罗列了二维码的 10

大商业运用途径：移动支付、产品信息、忠诚

度项目、APP 下载、社交媒体、实时信息、房地

产信息、优惠、电子券及电影预告片。目前，

无论是翼码、灵动快拍这样的二维码专业户还

是支付宝、苹果这样的巨头都在不断摸索中。

翼码和灵动快拍不约而同推出了二维码订

随着二维码的普

及，手机支付的

成熟，基于二维

码的应用将会更

加多样化。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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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的功能，只要“扫”一下，就能联入杂志或者报纸的订阅网

页完成订阅。盛大推出了二维码登陆系统，只需要用手机拍摄

电脑上的二维码，不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在电脑上登

陆盛大旗下的诸多网站。

近日，杭州、成都、青岛、嘉兴等城市都已有出租车司机

使用支付宝收款，乘客用手机扫码后，就会出现司机的账户信息，

只需要输入车款金额，即可完成支付。苹果则是在 iPhone 的最

新系统升级中集成了名为 Passbook 的应用，以二维码手段提供

整合的优惠券服务。星巴克则联合 Squar 推出手机钱包买咖啡

服务。

未来二维码还能怎么用？只受到开发者的想象力限制。跳

出二维码的具体应用场景，单从公司运营层面来看，目前二维

码运营模式可分为 4 类：社交类，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服务

提供类，二维码营销、为客户提供从票证检验到物品信息二维

码化的一整套运营解决方案皆属此类，如上海翼码的电子凭证

体系；购物类，除了灵动快拍，广州闪购公司也正在朝这个方

向努力；最后一类则是纯工具类，尽管在二维码链条中扫码工

具不可缺少，但也是最具替代性。

华贸网首席执行官、中国互联网协会专家顾问郭涛认为，

二维码需要附着在其他产品上才能显示出价值，这也意味着，

二维码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转变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以

便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对于二维码空间的想象，进一步推

高了业界对 O2O 的期待，一切看起来很美。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风头正劲的二维码可以高枕无忧了。

叫好不叫座的困境

“从开始做二维码，我就坚信它肯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

趋势，只是需要时间。”灵动快拍公司的创始人王鹏飞说。

关于二维码的发展速度，业内保守预测，在 2015 年，将有超

过一万家公司进入二维码行业分享其带来的巨大财富，其市

场价值将超千亿。

然而，对于那些专注于二维码的创业公司来说，日子并

没有随二维码春天的到来而变得好过。据了解，作为一项开

源技术，二维码没有技术壁垒、没有盈利模式，印在各种商

品上的二维码，只能算是附属品，或者说一个工具，它可以

与任何 APP 整合。也就是说，即便微博、微信、支付宝等 APP

中的二维码被用得风风火火，专业二维码公司也很难从中分得

一杯羹。而且没有资源的二维码公司，很难去和那些本地生

活服务类网站去拼 O2O，即使开发出创新应用，被那些大佬们

模仿也只是分分钟的事。如今国内虽然也有几家知名的二维

码公司，但似乎都没找到特别理想的盈利模式，“叫好不叫座”

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业内也认为，二维码只是一个入口工具，本

身并不具备数据库，商业价值或许并没有想象中

的大。马化腾那句“二维码是连接线上线下的关

键入口”，重点信息不在于“二维码”，而在“入

口”。二维码只是引导信息流向的管道，真正产

生价值的是管道连接的另一端。因此，二维码的

关键不是“二维码”，而是其背后所承载的服务，

这是业界的共识。

万超认为，“二维码的技术不再是问题，未

来更多的是拼服务。”王鹏飞也表示：“我们一

定不是只做二维码识别软件，我们一定要提供扫

码之后的服务，图片识别来了，我们直接升级到

图片识别就好了。”对二维码公司来说，困难在

于如何以有限的人力和资金，发展出适合自己的

服务模式。

制约二维码规模发展的还有运营商支持力度、

终端适配、盈利模式等多方面因素。目前，运营

商对二维码的支持力度不大。一位系统集成公司

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这一块业务在

国内的产业链还很不完善，需要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中国移动以及传统行业的巨头联合大力推

广。手机终端适配不足，也影响了二维码的发展。

首先，手机终端的安全级别不够高、难以实现手

机平台的身份识别；其次，大多数手机上仍然没

有内置的二维码读取软件，用户需额外下载。而

在软件方面，码制不统一也是其发展的障碍。同时，

信用体系缺失以及金融机构没有相关的立法出台，

导致利益模式不清晰，这成为了制约二维码发展

的关键因素。

二维码的应用越来越普及，但随之而来的潜

在风险也在加大。对此，业内也表示了很多担忧：

有人会利用二维码实施诈骗，在二维码中携带病

毒，用户扫码后会损失高昂话费甚至泄露隐私⋯⋯

随着二维码市场的不断开发，未来会有越来越多

的问题暴露出来。万超指出，业界已经对于二维

码战略的重要性形成共识，但对于这一技术的行

业应用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显然，二维码市场机遇与挑战共存。作为新

技术的图像识别，二维码也还在完善的路上。尽

管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二维码的未来，但其带来

的创造性变革正在开辟一个全新的移动商务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