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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薄西山！尼康单反还未停产 却已“半截入土”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尼康停止了数码单

反相机的生产与研发。昨日尼康方面就此
事回应表示，“消息不实，尼康将会继续销售
和生产单反相机。”

尽管尼康官方已经发布辟谣，但停止单
反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已经是行业趋势。

目前相机市场份额占比前三的厂商中，
索尼早早就停止了单反相机的业务；佳能方
面也在去年年底就宣布将会停止单反相机
的研发，并将在几年内停止旗舰单反的生
产。

面对智能手机摄影功能的不断提升，单
反相机业务对于尼康而言，未来将会成为拖
累，而非稳定的营收增长点。

尼康数码单反难翻身“索尼无反”弯道
超车

数码单反曾在90年到21世纪初的十年

内迎来研发和销售量的顶峰，而这一段时间
也是日系两大数码单反品牌佳能和尼康“争
霸”的时间。在 2010年时，尼康在全球相机
市场中的销量高达 1777 万台，占比率为
12.6%，中国市场中的占比曾一度高达30%。

只不过相较于竞争对手佳能，尼康总是
慢一步：由于一直沿用胶片时代的卡口，导
致大光圈镜头研发困难，单反时代长期被竞
争对手佳能压一头。

然而，近些年相机发展却进入了无反时
代。索尼提前布局，在 2013年发布了首款
A7 全画幅相机。根据公开数据显示，从
2019年起，索尼相机全球市场份额占比就已
经超过尼康。

单反相机业务上，尼康一直处于追赶状
态。而相机市场的“新贵”索尼借助新技术
无反相机，实现了对于尼康的“弯道超车”。

同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尼康于 2021年停
止在日本国内生产数码单反相机机身，并且
将原来仙台工厂的生产线转移到泰国工厂。

尽管尼康的单反相机业务自从进入了
数码时代，一直都未能力压佳能，甚至被索
尼反超，但这都不是传出“尼康将会停止单
反相机生产”谣言的主要因素。

销量下滑 单反相机已是“日薄西山”
随着智能手机拍照功能越来越强大，非

专业用户对数码相机的需求也在不断减少，
整个相机行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在萎缩。有
相机“大门大户”在削减产线，有小众相机品
牌选择直接剥离自身相机业务。

根据日本国际相机影像器材工业协会
（CIPA）提供的数据：近年来，全球数码相机
产量不断下降，由2015年的3521.6万台下降
至 2021年的 833.7万台，产值也由 6778.3亿

日元下降至3206.9亿日元。
其实早在 2019年，佳能高层即对外表

示，佳能的数码相机业务“以每年 10%的速
度衰退”。2021年12月，佳能方面也宣布将
会停止单反相机的研发，并将会在几年内完
全停止旗舰级数码单反的生产，完全转向无
反相机技术和镜头的研发。

2020年 9月，以医疗器械为主营业务的
奥林巴斯决定出售自身的相机业务，包括所
有的研发以及生产设施，而私募基金公司日
本产业合作伙伴（JIP）则接手了奥林巴斯全
球影像业务。相较于售价和学习成本更高
的数码相机，智能手机极大地降低了摄影门
槛，逐渐蚕食了专业相机的市场。疫情给相
机供应链带来的影响，不仅在其产量还在其
销量。而旅游业走弱，某种程度上也给相机
销量带来负面影响。

蚂蚁金服的明天
对于蚂蚁金服的明天的探讨，是非常具

有现实意义的。蚂蚁金服在金融科技领域
的地位自不必说，这就造就了当我们在谈论
蚂蚁金服的明天时，同样是在谈论金融科技
的明天。除此之外，金融科技领域本身正在
发生着的新变化，同样可以为我们思考蚂蚁
金服的明天提供良好的现实范本。是的，当
下的金融科技行业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度而
又全面的变革，这场变革并不仅仅只是局限
在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互联网玩家们的身
上，纵然是传统金融玩家们的身上，同样可
以看出金融科技的身影。

同互联网金融时代仅仅只是以互联网
为主场不同，现在正在发生着的这样一场有
关金融科技的深度变革，则更多地发生在传
统金融玩家的身上。我们都知道，以互联网
玩家为主导的互联网金融时代是以边界的
拓展，规模的扩大为基础的，这是我们看到
的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金融玩家都将关注的
焦点聚焦在流量身上的根本原因。同互联
网金融不同，正在发生着的这样一场以金融
科技为主导的新变革更多地关注的是，深度
的拓展、内在的升级。

金融科技正在发生着的这样一场深度
的变革，其实是可以为我们去思考蚂蚁金服
的明天提供现实的样板和方向的。透过它，
我们基本上可以摸清未来蚂蚁金服的明天
究竟朝着哪几个方向发展，进而我们可以看
到更多的金融科技玩家们的未来。

那么，蚂蚁金服的明天，究竟在什么地
方呢？笔者认为，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回归基础，成为一种必然
无论金融科技是「金融」和「科技」两种

元素的简单相加，还是「金融」和「科技」两种

元素的深度融合，金融科技回归基础的发展
大方向是不变的。因此，当我们思考和探索
蚂蚁金服的明天时，需要更多思考如何回归
基础，如何回归底层，而非仅仅只是做浮于
表面的东西。

笔者认为，未来的金融科技更多地强调
的是，「金融」和「科技」两种元素在实现深度
融合的基础上，更好地助力实体经济，更好
地助力实体产业的发展，而不是像互联网金
融那样，仅仅只是做投资和理财这些浮于表
层的工作。对于蚂蚁金服来讲，在未来，如
何找到回归基础的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并且
真正做到回归基础，化有形为无形，才是保
证它可以保持继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方面，蚂蚁金服需要更多地去思
考如何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如何在
实现了「金融」和「科技」两种元素深度融合
的基础上，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当蚂蚁金
服实现了这样一种目标，它的发展才算是跳
出了互联网式的发展逻辑，真正进入到了一
种去平台化，去中心化的全新的发展过程当
中。而这样一种发展逻辑，则注定了蚂蚁金
服必然会回归基础。

实现孪生，成为一种必然
无论是对于金融也好，抑或是对于科技

也罢，金融科技仅仅只是具备这样两种特质
是完全不够的，也是无法满足它回归基础的
发展要求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金融科技
必然需要孪生，孪生出新的物种，以满足上
层产业的需求。对于蚂蚁金服来讲，他的明
天，必然会有一种孪生出现。

笔者认为，金融科技的孪生包含两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金融科技的孪生更多地体
现在金融与科技两种元素实现深度融合的

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新物种，比如，我们看
到的新金融类型；比如，我们看到的新科技
类型基本上属于这样一种范畴。另外一个
方面，金融科技的孪生更多地体现在金融与
科技之间的共性所孪生出的新技术。比如，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数字化；比如，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智能化，基本上都属于金融和科技
两种元素的共性基础上孪生出来的新物种。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金融科技仅仅只是
以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与「科技」的两种元
素的简单相加来实现自身发展的做法，是不
切时宜的。只有真正实现了金融科技的孪
生，让金融科技孪生出来的新物种来助力实
体，助力产业的发展，才能为金融科技的发
展找到新的发展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
蚂蚁金服的明天在于实现孪生，实现彻头彻
尾的变革。只有这样，它的发展才能真正获
得突破。

实现合规，成为一种必然
无论是回归基础，抑或是实现孪生，金

融科技的发展必然都是以实现合规为前提
条件的。我们看到的以蚂蚁金服、京东数科
为代表的头部金融科技玩家们的调整，基本
上都是以合规为目标和方向的。无论是蚂
蚁金服聘任外部董事，抑或是京东数科让合
规部的领导掌舵，我们都可以看出，合规对
于金融科技玩家们来讲，可谓是重中之重。

当我们在思考和探索蚂蚁金服的未来
发展方向时，需要更多地站在合规的角度来
思考和看待问题。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的
合规，并不是现在诸多金融科技玩家都在实
践的彻彻底底的去金融化，而是更多地体现
在如何让金融科技回归到本该有的位置
上。那么，究竟什么才是金融科技本该有的

位置呢？笔者认为，金融科技应当更多地充
当助力和支撑实体经济的功能和作用，而不
仅仅只是像互联网时代那样，仅仅只是借助
放贷的方式来收割流量，更不是一味地降低
门槛来获取更多的流量。

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思考和看
待蚂蚁金服的明天的话，实现合规，特别是
回归到助力和支撑实体经济的位置上，不再
仅仅只是简单地收割和撮合，或许才是关键
所在。当金融科技实现了合规，那么，它将
不再把收割流量看成是唯一的发展方向，而
是更多地将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拓展在更多
的场景和方向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
们思考蚂蚁金服的明天的话，实现合规，同
样是一种必然。

当金融科技的洗牌进入到深水区，通过
思考蚂蚁金服的明天来思考金融科技的未
来新进化，其实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透过
这样的思考，我们可以为当下的金融科技行
业的发展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让
金融科技避免再度陷入到互联网金融式的
怪圈之中。

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几年前，造车
绝对是一个被追捧的领域。只要你能够用
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来诠释自身「伟大」的
造车梦想，那么，你就会或多或少地获得资
本市场的关注。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
了那么多的玩家投身到了造车的行列里。
他们要么用互联网的方式来造车，要么用新
技术的方式来改造汽车，总之，造车是一个
充满了无尽幻想和无限可能的存在。

时过境迁，如果现在我们再来看待当下
的造车市场，就会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所谓
的造车早已不再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的存在，而是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有限可能性
的存在。资本跑马圈地告一段落，自不必
说，造车领域缺乏突破性的发展，而仅仅只
是紧盯着燃油车存量市场，则是让所谓的造
车开始一步步褪去光环。

站在这样的一种逻辑来看待造车市场，
说到底，所谓的造车依然是一场收割流量的
资本游戏。玩家们之所以会关注到造车市
场，他们仅仅只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市场下所
投射出来的庞大的流量，却并未真正具备颠
覆和改造传统汽车市场的核心技术。说得
再直白一些，所谓的造车依然是投机的生
意。

既然是一种投机的生意，那么，造车是
需要美好的故事和持续的资本支撑的。现
实情况却是，美好的故事范本开始越来越难
讲，资本的持续支撑更是缺少了十足的信心
和勇气。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不再拿造车说事，而越来越多的汽车
版本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

当人们不再拿造车说事，背后折射出来
的流量和资本的见顶；当所谓的新型的汽车
开始出现，背后折射出来的是造车一族们供
给的相对充裕。当这样一种不对称性的发
展模式开始愈演愈烈，必然会导致造车市场
出现一场洗牌，而以往我们所看到的诸多造
车的美好故事，同样会有走向真实的一天。
或许，从这样一个时刻开始，造车行业的发
展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新阶段。如
果对这样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做一个总结的
话，笔者更加愿意将其归结为一个不再以资
本和流量为主导的全新的发展阶段。

换句话说，未来造车的发展将不再是以
汽车市场的庞大的流量和充沛的资本为支
撑的，而是以新型的技术以及汽车真正给人
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改变为支撑的。简
单归纳的话，造车业已进入到深度调整期。
当造车进入到深度调整期，有关造车的核心
发展逻辑才会浮出水面。

的确，一直以来，我们看到了各色人等
都开始投身到造车的行列里。无论是传统
的手机制造厂商，还是互联网玩家，抑或是
房地产商，几乎都将关注的焦点瞄准了造
车。如果深入分析他们如此关注造车，对造
车如此热衷的内在原因的话，我们就会发
现，他们更多地并不是为了造车，而是看中
了火热的造车市场背后涌动着的资本巨
浪。也就是说，他们选择造车在很多时候是

为了博取资本的关注而已。更为确切地说，
以往我们所看到的造车玩家，几乎都是为了
资本而造车，将造车看成了新的圈钱的工具
和手段。对于那些并不需要资本的加持和
垂青的玩家，是没有必要去高调宣称自身投
身到造车的行列里的。这是华为、苹果一直
都对外宣称他们不会亲自造车的关键原因。

当造车领域的玩家们越来越多，当造车
的概念越来越丰富，我们看到的是，借助造
车这个概念来赢得资本关注的可能性越来
越低。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有关造车
领域的洗牌开始上演。同时，造车背后的关
键与核心，同样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

说到底，造车的核心技术并不在于科技
感有多强，而是在于对于新型能源效率的挖
掘和释放的方式和方法。因此，对于造车的
玩家们来讲，谁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能够
将新能源的效率发挥到最大，谁就掌握了造
车的核心技术。

纵观当下的造车玩家，真正掌握核心技
术的少之又少，很多玩家仅仅只是将造车的
零部件进行简单的拼接，拼凑出来了一个看
似高科技的未来汽车而已，从本质上来看，
他们并未真正触及到造车的本质与核心。
当造车一族们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却把造车
看成是一种颠覆传统造车的一种方式和手
段的时候，其实已经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
而一旦洗牌来临，他们必然会被荡涤出市
场。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造车便不再

是一个获取资本关注的好的概念，而是沦为
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鸡肋。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些真正不缺钱的玩家，之所以会对造车一
直保持着谨慎态度的关键原因。反过来看，
当越来越多的造车玩家开始投身到造车领
域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需要一场赋能的，即
他们需要那些掌握了核心技术的玩家对他
们进行赋能，以保证他们可以在造车市场脱
颖而出。而这，正是华为、苹果们真正要做
的。而这，正是造车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
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造车并不是关键，
如何赋能更多的造车玩家造好车，让新一代
的企业更加具备新一代的特点，而不仅仅只
是一个概念，才是关键所在。

一场造车领域的洗牌即将上演。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真正考验

玩家们的将不再是故事范本是否完美，是否
吸引人的问题，而是如何用核心的技术，用
颠覆性的手段对造车市场进行一场深度改
造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真
正考验玩家们的将不再是是否能够博取资
本关注的问题，而是是否能够给造车带来颠
覆性改变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阶
段，真正决定玩家们走多远的，将不再是概
念和噱头的问题，而是是否能够将汽车行业
由内而外进行一场深度改造的问题。

当这样一场洗牌开始上演，当造车行业
真正进入到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谁才
是造车领域的主导，谁才是决定造车领域未
来走向的掌舵者，或许将会愈发清晰。

造车进入洗牌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