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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进步、移动通信网络与互联网的融

合和及移动终端性能的提升，以手机为终端的各种应用不断

普及，同时也带动相关技术的应用。 二维码作为信息载体的

一种形式与手机相结合，所形成的手机二维码技术在移动商

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推动了移动商务的发展。 移动

互联网环境下的移动商务活动方兴未艾，对传统的电子商务

活动带来强烈的冲击。

1 二维码技术及手机二维码概述

1．1 二维码技术介绍

二维码，又称二维条 码，是 用 某 种 特 定 的 几 何 图 形 按 一

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 白 相 间 的 图 形 记 录 数

据符号信息。 在代码编制上二维码巧妙地利用构成计算机内

部逻辑基础的“0”、“1”比 特 流 的 概 念，使 用 若 干 个 与 二 进 制

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通过图像输入设备

或光电扫描设备自动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 由于二维码

能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同时表达信息 , 与一维码相 比，

可存储信息容量量大，能表达文字和图 像 等 信 息，并 具 有 制

作成本低廉、抗损性能强、纠错能力强、识读速 度 快、译 码 可

靠性高等特点。

目前，在市场上有较 多 的 二 维 码 编 码 标 准，根 据 编 码 原

理可以分为堆叠式二维码和矩阵式二维码两种。

堆叠式二维码是指在一维条码基础之上开发而来，有代

表性的堆叠式二维码有：Code 16K、Code 49、PDF417 等。

矩阵式二维码是指在一个矩形空间通过黑、白像素在矩

阵中的不同分布进行编码。 有代表性的矩阵式二维条码有：

QR Code、Data Matrix、Maxi Code 等。

1．2 手机二维码技术

手机二维码以二维码技术为核心、手机为载体而展开的

码制编码、译码、识别、被识别相结合的综合性技术,是二维码

技术在手机上的应用, 主要是通过手机拍照功能对二维条码

进行扫描，快速获取到条码中存储的信息。

随着移动通 信 网 络 的 发 展 和 手 机 等 移 动 终 端 性 能 的 增

强，为以手机为载体的二维码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手机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摄像头扫描二维码,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

通过手机二维码可以将纸质媒体、WAP 网站、 手机媒体联接

在一起，成为全面整合多种信息的跨平台的媒体,大大扩展了

其应用范围。 目前全球已有许多国家将这项技术应用在移动

支付、电子凭证、移动优惠券等方面。

1．3 手机二维码业务分类

手机二维码 按 技 术 分 类 可 以 划 分 为 识 读 业 务 与 被 读 业

务，其中识读业务是指手机扫描识别二 维 码 信 息 载 体；被 读

业务是指将手机作为二维码的载体，由其他设备进行识读。

2 二维码技术在移动商务中的应用

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手机购物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的用户习惯和消费模式，移动商

务得到了迅速发展。 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2010 年我国移

动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为 22.1 亿元， 而在 2011 年达到 156.7
亿元，同比增长 609.0%。 二维码融合自动识别技术和信息载

体技术于一体，其经济性和可靠性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移动用

户和商家的接受。 二维码正成为移动商务核心应用的一种有

效工具，通过扫描 QR Code 等二维码获得产品信息已被广泛

应用。 目前二维码可用于扩展产品信息，帮助实现从线下到

线上的移动购物和手机应用程序的推广，以及二维码优惠券

与移动支付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拥有 9 亿的手机用户，作为

全球最大的电信市场，二维码具有广阔 的 发 展 空 间，同 时 二

维码的发展也将对移动商务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二维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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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移动商务中的主要应用如下：

2．1 拓展产品信息

商家将二维码印刷 在 商 品 包 装 上， 或 者 其 他 纸 质 媒 介

上，消费者通过刷码的方式获得更详细的商品 信 息，解 决 了

在有限的包装空间上消费者对更多产品信息的需求，以及将

包装信息的静态性质扩展为更丰富的文字、图片、视频信息，

实现静态和动态信息的交互。

2．2 帮助实现从线下到线上的移动购物

二维码可印刷在产品包装、宣 传 海 报、杂 志 报 刊 及 户 外

广告上，特别是在地铁、公交车站等人流较大的场所。 消费者

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 自动登录 该 商 家 的 促 销 宣 传 网

站，帮助商家实现线上和线下的互动。 这种将二维码与智能

手机相结合的方式，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购物 体 验，推 动 了

移动购物的发展，成为企业移动营销的重要方式。 电子商务

公司“1 号店”曾在上海各大地铁站将产品信息以二维码的方

式印刷在广告上，以新颖的方式开展移动营销，获 得 了 媒 体

的极大关注和消费者的青睐，实现线下与线上的互动。

2．3 二维码优惠券

二维码优惠券作为电子优惠券的一种，可以由商家直接

发 送 到 消 费 者 手 机 上 ， 也 可 以 由 消 费 者 通 过 IVR 平 台 或

WAP 上网方式获得。消费者接收二维码优惠券后通过商家识

读终端扫描验证，即可享受优惠服务。 二维码优惠券基于庞

大的手机用户群体，可以作为企业营销的重要手段来达到推

广产品以及节省企业营销成本的目的，消费者也可以在整个

消费过程中获得方便快捷时尚的服务。 由于二维码存储的信

息容量大、且具有唯一性，基于二维码优惠券 的 移 动 商 务 活

动具有以下优势：

①二维码获取途径多样，可以让消费者随时随地通过手

机获得商家优惠信息，享受优惠活动。

②二维码优惠券降低了企业营销的成本，并且二维码可

加密的特性，为整个交易过程方便快捷的基础上提供了安全

的保障。

③商家利用二维码优惠券活动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实现

商家和消费者的互动，帮助开展精确化的营销活动。

2．4 移动支付

在近距离的移动支付领域， 目前可采用 RF-SIM 技术、

SIMPass 技术、NFC 技术、类 Square 方式和条码支付。RF-SIM
和 SIMPass 技术通过更换用户手机的 SIM 卡为 RF-SIM 卡或

SIMPass 双界面卡， 区别点在于 RF-SIM 技术的工作频率在

2.4G 频段，而 SIMPass 技术的工作频段为 13.56M 频段；基于

NFC 的移动支付，主要采用 NFC 的被动模式，在具有 NFC 功

能的移动终端与识读设备之间近距离 接 触 完 成 信 息 交 换 实

现移动支付，但是这几种技术需要更换用户 SIM 卡或加装硬

件设备的方式实现，增加了商户的成本支出。 而以二维码等

条码技术为基础的移动支付，比如支付宝条 码 支 付，用 户 在

商户完成商品购买活动后，在支付时生成二 维 码，由 商 家 识

读消费者手机上的二维码，支付金额直接从消费者支付宝账

户中扣除，帮助小微商户实现即时支付功能。

2．5 二维码有助于手机应用程序的推广

以 Android、iOS 操 作 系 统 为 代 表 的 智 能 手 机 的 迅 速 普

及，带动了相关应用程序的开发。 苹果 App Store 应用商店的

应用程序目前已超过 55 万种，2011 年获得近 24 亿美元的收

入，为苹果公司和应用程序开发者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随着

移动商务的发展及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越来越多的企业推出

基于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拓展渠道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二

维码作为信息载体的方式，可将手机应用程序下载地址以二

维码的形式在企业宣传海报、网站上推广，方 便 用 户 下 载 软

件进行线下和线上的推广活动，成为手机应用程序营销的绝

佳工具。

3 结束语

手机二维码将纸质媒体、网 站、户 外 广 告 等 各 种 传 统 媒

体联动起来， 为手机与外部媒体间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方便、

安全的途径。 除了获取产品信息外，可将线下推广活动与线

上下单结合起来，实现 O2O 的移动购物活动，为消费者带来

全新的消费体验。 同时二维码优惠券作为新型的商品促销方

式，为商家节约了成本，也为用户提供了优惠活动。 另一方面

二维码作为新型的移动支付方式帮 助 小 微 商 家 实 现 方 便 快

捷的线下支付活动。 随着 3G 网络的发展和移动终端普及及

性能的提升， 手机二维码业务在移 动 商 务 上 将 有 更 大 的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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