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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回字型小方块一夜蹿红，“潮人”声称不用就 OUT了—— 
 

火热二维码，红利不应太期待 
 

本报记者   吴红梅   陈炳山 
 

  稍加注意，我们身边二维码的身影随处可见了。交换二维码名片，用二维码购物、登机、看

电影⋯⋯在“潮人”们看来，“不用二维码，说明你 OUT了”。 
  “15年前的腾讯，12年前的百度，9年前的淘宝，今天的二维码⋯⋯”这是一家二维码服务
商极具煽动力的广告语，他们声称，投入二维码，是“白菜价的投入，钻石价的回报”。 
  二维码真有这么神奇？ 
  2012年，进入加速普及期 
  “2007 年，我第一次见识二维码的应用。”南京市旅游园林局信息中心谢毅说，那次参加一
个 IT 的会议，会议主办方发给每位参会者一个二维码。到了会场外，二维码一扫，参会者的个
人信息都在上面。当时，他觉得太神奇了。 
  2011 年，南京市推出基于二维码接入的“南京游客助手”平台。“我们就是要通过二维码把
导游装到游客的衣兜里。”谢毅说，游客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登录平台，不仅有旅游景点的介

绍，还可以智能化选择、修改旅游路线，轻松找到并联系到所在地附近的餐馆、旅店、娱乐场所。

一年来，游客助手二维码下载 20万次。今年国庆黄金周最高在线用户 5万人。 
  “二维码风靡，是有了适宜的生存土壤——智能终端。”中国云计算专家委员会云储组组长、

解放军理工大学教授刘鹏教授介绍说，与一般称为条形码的一维码不同，包含更大信息量的二维

码打开的是一个海量信息的网络世界。 
  “二维码将是未来移动互联网的主要入口”，腾讯公司老总马化腾断言，二维码的后端可以

蕴藏丰富的网络资讯，通过手机等终端拍摄二维码就可以把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连接起来，贯通

线上线下，二维码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百度、360 等互联网巨头的介入，使二维码行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加速普及期。 
  “这个月，在南京地区通过扫二维码来办我们业务的有 100 多人。”江苏长城宽带负责市场
的经理陆士武说，这个业务量占了新增业务量的 5%。“电脑手机化、网络终端掌上化已是非常清
晰的趋势，作为连接线上和线下世界桥梁的二维码的应用肯定会越来越广。我们本身就是搞网络

的，这个潮流是必须要赶的。” 
  整个世界，似乎都能装进手机里 
  “你的二维码名片给我扫一下吧”。昨日，在 1 号洋货仓南京实体店，店主杜一正忙着跟顾
客交换联系方式。只见他掏出自己的手机，对着顾客微信里的二维码“滴”地拍了一张照片，很

快顾客的相关信息就显现出来。“好了，以后咱们就在微信上联系，我会及时把到货信息发给您

的”，杜一笑着对顾客说。 
  在南通，市民通过手机扫描公交车站台的二维码，即可了解想要乘坐公交车的实时位置等资

讯。 
  11 月 18 日，有消息称：杭州“打的”可以用手机扫二维码付款：司机拥有一个与自己账号
绑定的专属二维码。乘客把手机摄像头对准二维码“扫码”，手机上自动跳出司机账户信息，输

入车款金额，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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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南京市胸科医院，一些患者在用手机扫描门诊墙的专家二维码图片。该院副院长丁建春

介绍，一般医院的专家介绍就是简单的几行字，而运用数字化二维码技术开发出来的诊疗系统，

可以储存海量信息，一旦扫描进手机，可随时查看医院、科室、专家门诊信息、健康保健知识等。 
  “你都不知道二维码有多神奇！而你需要的，只是一台智能手机和安装一个软件。”说这话

时，南京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陈璞君显得很兴奋。 
  事实上，自从发现扫描二维码能辨别真伪、比较价格后，陈璞君已经成了二维码的志愿推广

者：“你只需要用摄像头对准商品上的二维码一扫，就会出现各卖场价格对比的信息，然后选择

最便宜的；网购来的货物，也能通过二维码辨别真伪，省得到专柜验货了。”凭着这两条，陈璞

君已经说服了十余位姐妹安装扫描二维码的软件。 
  信息查询、验证身份、网上购物都可以通过二维码完成。二维码时代，似乎整个世界都可以

装进手机里。 
  谨慎扫码，现实的红利别过分期待 
  山城阿婆火锅南京麒麟门店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出二维码电子促销打折优惠券，用户将二维码

扫到手机上，到店就可以打折。“昨天我们跟运营商的合同已经签好了。”22日，店长甄江平告诉
记者，他们公司重庆店最早用二维码促销，一个店面一个月增加了五六十单业务。 
  不过，用二维码的商家，也有相当一部分利用率并不高。另一些商家则是觉得这是潮流所在，

不用二维码意味着跟不上时代。 
  “作为未来热门行业，2015年二维码市场规模或将超过 1000亿元人民币。”国内二维码信息
行业龙头企业灵动快拍市场总监张何预测。但有人觉得这个预测过于乐观。热推二维码的马化腾

也认为，二维码只是个基础，它本身不成为独立的产业。 
  “二维码就好比是入门钥匙，藉由它可以打开一扇‘智慧窗’，而让二维码真正发挥作用的

是后台服务。”刘鹏说。二维码毕竟只是一个通道，其本身的盈利模式并不清晰。陆士武坦言，

这个月上百单通过二维码扫描办业务的客户，不能说是因为有了二维码才来的，二维码只是让他

们办业务更方便了。 
  有专家提醒，虽然二维码市场潜力的确很大，但考虑到很多人的手机不是智能手机，没法扫

码，而智能手机用户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了解，不习惯使用二维码，对其现实的市场红利不应过

分期待。 
  被不法分子利用，手机病毒、恶意程序、钓鱼网站等通过二维码传播的潜在风险不可忽略。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扫码族”的壮大。 
  “莫名其妙地被扣费，通讯录的朋友自动传送文件或信息，自动删除系统文件，移动终端系

统崩溃⋯⋯当手机出现上述症状时，很可能是被藏在二维码里的病毒祸害了。”中国电子商会物

联网技术产品应用专业委员会二维码工作组主任张超说。 
  刘鹏教授提醒，不能拿着手机“见码就扫”，应下载可信赖的二维码扫描软件，只扫描靠谱

的二维码，安装相应的防护程序，以免“中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