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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诺基亚似乎陷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解

的困局之中，每个动作都很被动。

自今年 5 月以来，诺基亚先后关闭了多国的在线

商店，7 月初，诺基亚又宣布计划在 8 月彻底退出日本

手机市场。多国市场的糟糕表现显示，不管未来如

何，这位昔日的手机明星正在加速陨落。

诺基亚关闭多国在线商店

鼎盛时期，诺基亚在全球一共拥有 12 家在线商

店，供用户购买诺基亚手机和配件。然而，近来，诺

基亚的在线销售业务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关停。早在

今年 5 月，作为机构重组的一部分，诺基亚就关闭了

其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在线商店。两个月后，诺

基亚又关闭了英国和美国的官方零售点及网络商

店。此外，诺基亚还表示，将在近期内逐渐关闭欧洲

地区，包括德国、爱尔兰、意大利、俄罗斯以及瑞士的

在线商店。据报道，经过这次关闭大潮后，目前，诺

基亚仅在中国、阿根廷、巴西和葡萄牙等国家保留了

在线销售业务。

一位诺基亚英国零售店前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曾表示，糟糕的营销、产品售价过高、交通拥堵以

及产品返修率太高，是诺基亚关闭零售店的部分原

因。对此，南开大学计算机技术应用专业博士丁昱

表示，这些问题只是一些外部因素，诺基亚最主要

的问题还是产品的更新换代输给了那些后来居上的

品牌和产品。当产品不再具有竞争力时，各种矛盾

和问题就会从外部爆发出来，从而导致其零售店面

关闭。

其实，不管是什么原因迫使诺基亚最终放弃了

多国的在线业务，在诺基亚的市场份额和销售业绩

不断下滑的趋势下，这种做法都是相当冒险的。

“这样做会让消费者更加质疑诺基亚是否还有

继续发展的潜力。”丁昱说，“放弃一种快速上涨的新

兴销售渠道，会让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感觉诺

基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同时，也会使其在年轻消

费者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不过，丁昱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关闭店面可能是

诺基亚的战略。他指出，诺基亚关闭在线商店可以

节约一部分成本，会使其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产品

研发上。调整步伐，放下包袱再前行，诺基亚说不定

会走得更远。

诺基亚将全面退出日本手机市场

然而，业内人士也指出，在苹果等新兴智能手机

的冲击下，移动巨头诺基亚市场老大的位置早已岌

岌可危。因为，这次，诺基亚不仅在在线业务上毫无

对策，而且在日本市场也成了“逃兵”。

据日经新闻社报道，诺基亚将在 7 月底前关闭位

于日本东京涩谷和银座的高端 Vertu 手机店，8 月底

合约期满后将不再续约。不过，诺基亚的东京办事

处仍将继续营业到年底，来处理退款及其他事务。

丁昱告诉记者，诺基亚之所以退出日本市场，是

因为它在争取日本市场时有很多功夫没有下到。首

先，诺基亚手机的硬件设备比不上日本本土手机。

在屏幕分辨率、操作节奏以及适应日本网络等方面，

诺基亚手机都与日本本土手机有着很大的差距，不

适合日本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其次，诺基亚在日本

没有做好本土化。虽然，诺基亚推出了种类繁多的

手机，几乎能适应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网络环

境，但是在深入服务和个性化的特色功能设定上，诺

基亚并不适应日本市场。如，很多日本本土品牌必

备的手机支付、手机电视、手机邮件、在线多媒体娱

乐、3D 游戏以及天气预报等便民功能，诺基亚无法做

到或者很难做到。再次，诺基亚的欧洲设计风格显

然与日本消费者的需求格格不入，很难得到日本消

费者的喜爱。最后，日本运营商和消费者有着深厚

的本土情结。既然日本本土手机厂商都有过人的研

发实力，无论硬件、软件、功能、使用习惯都符合消费

者的需求，那么，日本运营商和消费者必然会优先选

择本土品牌的手机。

“这些问题不只是诺基亚很难解决，其他外来品

牌，如 苹 果、三 星 等 也 很 难 在 日 本 生 存。”丁 昱 说，

“ 非日本的所有手机品牌，总共合起来市场占有率

不足一成。诺基亚没有做到面面俱到也不能说明什

么问题。”

据了解，长期以来，诺基亚仅占据了不到 1%的日

本手机市场份额。专家指出，做市场就是要保留好

的，抛弃不好的。虽然，1%也是市场，但是，如果不值

得，在理性思考后丢掉那些“鸡肋”，对诺基亚的发展

或许并不是坏事。

全面崩溃言之尚早

其实，诺基亚全面退出日本市场，之所以受关

注 ，是 因 为 它 在 多 个 市 场 的 表 现 都 不 尽 如 人 意 。

据了解，诺基亚近来在多国市场的表现每况愈下，

不 仅 在 高 端 市 场 节 节 败 退 ，就 连 低 端 市 场 也 祸

事 连 连 。 在 美 国 市 场 ，诺 基 亚 不 及 三 星 、LG、苹

果 、摩 托 罗 拉 ；在 中 国 市 场 ，诺 基 亚 被 三 星 、HTC

超越；甚至在大本营欧洲市场，诺基亚也是节节败

退 。 业 内 人 士 表 示，诺 基 亚 的 表 现 已 经 越 来 越 让

人担心，一旦行差踏错，诺基亚很可能会面临全面

崩溃的风险。

而美国某著名财经网站近日更是评出了 2012

年将会消失的六大品牌 ,其中诺基亚名列榜首。该

网站声称：“ 诺基亚已死，股东们只是在等待被人

收购。”

不过，有关专家认为，要说诺基亚会全面崩溃还

言之尚早。从诺基亚的市场布局来看，中国和印度

市场是诺基亚的重中之重。中国市场比较开放和包

容，诺基亚还有一争高下的机会。在印度市场，诺基

亚还占据着第一的市场份额，如果能够把握好这些

市场，诺基亚应该还有翻盘的机会。

“凭借多年来在业内的地位和积淀，肯定有翻身

的可能。”丁昱说，“关键是看诺基亚怎么再定位自

己，做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专家指出，已经退出的业务和市场虽然会让诺

基 亚 蒙 受 一 定 的 损 失，但 是，现 在 轻 装 上 阵，也 许

更能让诺基亚看清前路。市场风云变幻，很难说谁

一定强，谁一定弱。今天的苹果虽然在手机市场呼

风唤雨，但并没有强大到没有人能抵御它，只要诺

基亚看清自己的问题，守好现有的市场，就有可能

再现辉煌。

诺基亚调整多国业务 昔日明星加速陨落

“我曾经使用诺基亚，但是我很担心这是我最

后一部诺基亚手机，我认为其实不管诺基亚是不

是想退出中国市场，如果用户抛弃了它，那它必须

退出。”在央视近日播出的《对话》中，NTA 创新传

播机构的创始人申音这样说道。

在诺基亚负面消息缠身的境况下，退出日本

的消息震惊四座。有人担心，诺基亚下一步就是

要退出中国市场。但大部分专家还是看好诺基亚

在中国的发展，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市场将成为

诺基亚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按照申音的

意思，即便诺基亚不愿退出中国市场，用户也会将

其抛弃。业内争执不休，看来，诺基亚未来在中

国还要经历一段坎坷。

如今的诺基亚，节节败退。高端市场被苹果

和谷歌围攻，风光不再；低端市场，品牌手机和非

品牌手机的抱团规则对诺基亚造成了严重威胁。

高不成低不就，诺基亚处于夹心层的窘境。难怪

新任 CEO 史蒂芬·艾洛普甫一上任，就称诺基亚处

在已经“失火的钻井平台”上。用这样的话来形容

诺基亚在中国的境况，也丝毫不夸张。

目前，中国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代表，已经被

乔布斯的苹果吸引过去了。全触屏、高智能，一

系列新的用户体验将消费者的手机变成了个人

移动互联的“终结者”。这其中也有攀比心作祟，

苹果每一次新产品的推出，都引起了粉丝的狂热

追捧——这种热度从“漫长”的排队队列可见一

斑。高端市场，苹果的强势进入，让诺基亚在中

国的销路受阻。尽管诺基亚努力转型，尝试移动

互联网战略，但迄今为止，它依然是一个手机厂

商，其耗资巨大的互联网战略没有任何实质性突

破，诺基亚在移动互联网领域，依然只是一个“局

外人”。

坏消息不止如此，曾经让诺基亚获益良多的

中低端市场，也正在被新崛起的一代蚕食。在北

京中关村手机店里，若想买到 1000 元至 3000 元价

位的手机，那么店主很大可能向你推荐 HTC 或者

华为。而诺基亚，似乎已经被遗忘在某个角落。

市场大有可为，在传统的玩法已经过时时，

新的玩法就需重新掌握。

昔日的“大象”，即便倾倒，也有过程。诺基

亚在中国拥有成熟的销售体系与售后体系。这

一点，或许是诺基亚目前在中国具备的为数不多

的优势之一。但随着 HTC 等厂家的不断渗入，这

个优势还能保持多久，没人能给出结论。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专家看好诺基亚在中国

的发展。他们认为诺基亚不会离开中国。诺基亚

有钱、有人才，唯一需要更新的便是理念。就像诺

基亚“出生”时挤垮没有看清时代潮流的摩托罗拉

一样，同样的命运发生在了自己身上。“安卓是趋势，

塞班害死了诺基亚。”网上流传的这句话一语道

破个中原因。而诺基亚以后怎么做，就要看当时是

怎么倒下的。一直注重手机理念的诺基亚，正是没

有抓住移动互联能给予用户的体验，而这也正是诺

基亚不敌其他智能手机的地方。专家指出，在用户

越来越挑剔的时候，提升用户体验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方面，诺基亚可以向它的对手苹果学

习。一直以来，苹果一直注重提升用户体验，并

专注于一件事，且要做好它。在这个理念下，新

型概念、高质量的产品以及“完美”的饥饿营销都

为之锦上添花。而在中低端市场上，诺基亚更要

用新视点审视。像中国的山寨机，几百元一个，

还能变形、语音发短信，一系列强大功能让人嗔

目。同样的价钱，以后的诺基亚是否也能给予用

户这样的享受？

好在，中国的消费者多年使用手机，已经熟悉、

了解了诺基亚。况且，中国与日本不同，市场广大，

用户群各异。目前，一些用户还在为诺基亚过硬的

质量而为其守着最后的阵地。在苹果“饥饿营销”

让人抓狂时，在 HTC 等还未完全占据诺基亚的市

场份额时，诺基亚还有机会在中国打翻身仗。甚至

有人放话，如果诺基亚连中国与印度的市场都丢掉

了，那就再无翻身资本。

编者按：不论是市场份额下滑、高层变阵，还是全

球裁员、关闭多国业务，与以往的战略转型相比，诺基

亚这次变革的脚步走得相当凌乱，完全没有了往日的

优雅。一时间，各界对诺基亚的担忧四起，怀疑其从

此一蹶不振。

诺基亚在中国：退与不退都是“眼泪”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霍玉菡 杨颖 魏小央

编后语：诺基亚，一个拥有 140 多年历史的老店。其间，经历了多次挑战，但恐怕哪

一次也未像这一次这般危急。以往，在应对危机时，这个百年老店总是以不断的挑战、

不断的变化，化危机于无形。这次，诺基亚面对危机又“变”了——关闭网上商店、高管

离职、大幅裁员、平台关闭、退出日本。很难说这是挣扎，还是反抗。毕竟，理念、技术

的落后已经让诺基亚危机重重。

但多年的霸主地位，似能够为其积淀许多能量。诺基亚这么多负面新闻的曝出，

或许是诺基亚换条思路再前行的必然——甩开包袱再上路会更轻松。而这也印证了

一句话，再大的公司在市场面前都是小公司。此时的百年老店，枕戈待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