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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之争的号角已然吹
响。

7月 11日，根据数据追踪网站
Quiver Quantitative 披露，在距离
Threads正式上线时间不到 5天内，
Threads 的登录用户数已经突破 1
亿人。这也标志着Threads成为用
户数最快破亿的应用。

时间回溯至一周前。美国时
间 7 月 5 日，原定于 6 日发布的
Threads 提前上线。根据介绍，
Threads是Meta旗下 Instagram发布
的一款“文本共享类”社交媒体应
用，用户可以在该应用上分享文
本、图片以及视频，并允许其他用
户进行点赞、回复或重新发布他人
的消息。

作为Meta今年最重要的应用，
Threads一经发布便引起广泛关注，
包括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
歌手夏奇拉等名人也第一时间开
设账号，Meta公司创始人扎克伯格
更是一度将自己的Threads账号作
为 Threads 官方动态消息发布中
心，自 6日一早便频繁发布用户增
长的亮眼战绩。

对于Threads在短时间获得用
户的大量增长，相关人士均认为其
与Meta自身庞大的用户群体有着
密切关系。此外，作为竞争对手的
推特也为其添了一把火。浙江大
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
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盘和林分析，“马斯克入主并没有
改变推特的颓势，此时Meta进来分
一杯羹显得合情合理。”

不过，尽管上线之初来势汹
汹，但 Threads 后劲如何仍有待观
察。艾媒咨询CEO张毅向 21世纪
经济报道记者坦言，“未来Threads

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但能否持
续火热壮大还需要看产品本身。”

5天破亿
在用户数破亿这件事上，

ChatGPT用了两个月、TikTok用了
九个月，而 Threads 的基础平台
Instagram 则用了两年半。如今，
Threads 仅仅用 5 天的时间就超越
了ChatGPT，成为了用户数最快破
亿的应用。

而Threads的火热与Meta自身
庞大的用户量以及竞争对手的助
攻似乎不无关系。

作为Meta旗下 Instagram的关
联应用，Threads 用户只要拥有
Instagram账号便可直接登录，无需
反复注册。

数据显示，2022 年 Meta 旗下
Facebook 的月活跃用户数超过 29
亿 ，排 在 全 球 第 一 ，另 一 产 品
Instagram 的月活跃用户数超过 14
亿。因此，Threads和 Instagram账号
在一定程度上的通用，也意味着
Instagram 上超 14亿的用户都将成
为Threads的潜在用户。

“Threads 本身背靠 Meta 这个
社交媒体，实际上是导入了用户流
量”，盘和林认为。

张毅也同样指出，Threads在短
时间内实现用户增长，与Meta自身
庞大的用户群体有着密切关系。
相比其他产品而言，Threads获客成

本相对较低，新用户门槛也比较
低，这是其它产品所不具备的优
势。“Threads综合借鉴了推特、脸书
等各种社交产品，是站在巨人肩膀
上推出的，这也为 Threads 的高用
户增长埋下了铺垫。”

除了自身庞大的用户量，作为
竞争对手的推特更是为其添了一
把火。

早在 2022 年 10 月底，刚刚完
成推特收购的马斯克大展拳脚，在
公司内部展开“大整顿”，包括取消
远程办公、收取 8美元“蓝V”订阅
费用，以及进行了高达 70%比例的
大裁员等一系列操作。但这并没
有使推特向好发展，反而导致推特
用户的不满以及平均推文数量的
下滑。

在今年 7月 2日，马斯克为了
应对竞争对手任意爬取推特数据
的行为，又推出“限额浏览”的措
施，其在推特上公开表示：“认证用
户每日最多阅读6000条推文，未认
证用户每日最多阅读 600条推文，
而新注册的未认证用户每天只能
阅读300条推文。”

这也再度引发用户的强烈不
满，甚至“再见推特”一度成为美国
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而就在用
户对推特的失望情绪在网络蔓延
之时，Threads瞄准时机，甚至比预
定时间提前一天公开正式上线，这

也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更多的流量。
社交平台之争
在 Threads 引发关注的同时，

竞争对手推特选择了直接反击。
Threads发布当日，马斯克的私

人律师就向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
伯格发了律师函，声称“Meta的模
仿品Threads应用程序意图利用推
特的商业机密和其他商业资产来
加速Meta竞争应用程序的开发”，
并扬言要将其告上法庭。

就产品的直观形态和功能而
言，Threads与推特确实颇为相像。
二者同为短文字公共社交媒体应
用，用户可以进行点赞、留言、分享
进行等行为，同时对于用户发帖规
则等细节之处二者也相对一致。

但是在应用的底层逻辑上，
Threads 与推特却有着本质区别。
根据官方介绍，Threads未来将基于
去中心化的 ActivityPub 协议，与
Fediverse兼容，由此使得Threads平
台与其他支持 Fediverse 的平台互
相兼容。

换言之，未来 Threads 平台上
的用户有可能与其它平台的用户
进行交互。“我们的远景目标是
Threads 能够让你与 Fediverse 上其
他我们并不控制或拥有的平台上
的其他人交流通讯。”Meta称。

Threads作为Meta旗下首个基
于去中心化协议打造的社交平台，

无疑是扎克伯格对未来社交媒体
平台新的探索和尝试，同时这也意
味着，Threads或许不会像推特一样
依赖广告等商业模式变现。

但 另 一 方 面 ，通 过 推 出
Threads，扎克伯格想要在以文字为
主的社交平台领域争夺市场份额
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与推特之间的
竞争也势必将持续升温。扎克伯
格曾公开表示，“公共对话应用应
该有10亿以上的人在这一平台上，
推特曾有机会做到但是没有做到，
希望我们可以做到”。

第三方分析机构弗雷斯特
（Forrester）研究主管迈克·普鲁克
斯（Mike Proulx）也曾表示，迄今
为止，Threads的推出是一个“正确
做法的案例研究”，Threads在短短
五天内迅速崛起，表明了有许多用
户渴望找到推特的替代品，“未来
Threads需要证明它能够实现持续
增长，并让人们重复使用它。”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短
文字社交平台领域，推特依然无可
替代。2022年推特的月活跃用户达
到了近 4亿，许多重大突发事件的
第一消息源依然是从推特上发出。

张毅强调，推特与 Threads 在
用 户 画 像 上 有 一 定 的 差 异 。

“Threads会更受年轻人喜欢，而推
特的用户画像则相对年纪较大。
对于下一代用户来说，他们通常会
选择自己属于自己特定群体和空
间的应用，在这个层面上来说
Threads 未来具有一定的发展空
间。”

可以预见的是，社交平台的号
角已然吹响，未来 Threads 和推特
的竞争将愈加激烈。

扎克伯格突袭马斯克
“推特杀手”用户增速超ChatGPT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12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 6月，中国造
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
量均居世界第一。

中新社报道，1月至 6月，中国
造船完工量2113万载重吨，同比增
长14.2%，其中海船为744万修正总
吨；新接订单量 3767万载重吨，同
比增长 67.7%，其中海船为 1537万
修正总吨。截至 6月底，手持订单
量 12377 万 载 重 吨 ，同 比 增 长
20.5%，其中海船为 5526万修正总
吨，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2.8%。

1月至 6月，中国造船完工量、
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重
吨计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49.6%、
72.6%和 53.2%，以修正总吨计分别
占 47.3%、67.2%和 46.8%，均位居世
界第一。

1月至6月，中国造船产业集中
度保持在较高水平，造船完工量前
10家企业占中国 67.9%；新接订单

量前 10家企业占中国 61.3%；手持
订单量前10家企业占中国62.0%。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
长李彦庆对大陆央视新闻表示，今
年上半年中国是唯一一个三大指
标实现全面增长的国家，实际上证
明了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实现了一
种良性的发展态势。中国在散（货
船）、集（装箱船）、汽车运输船等各
个细分船型市场上都有斩获，是一
个均衡发展的局面。

据了解，截止到 2022年，中国
造船业三大指标已经连续 13年世
界第一，今年上半年仍保持继续领
跑。

另据北京央广网报道，中国船
舶工业协会方面表示，未来几年，
中国船企将迎来交船的高峰期。
2023年至 2024年是大型集装箱船
集中交付期。2025年至 2026年是
大型LNG船集中交付期，多家企业
属于首次建造大型LNG船。

上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均居世界第一

微软公司近日证实，在2024财
年开始之际（新财年始于 7月），公
司将削减更多工作岗位。这是微
软在今年 1月裁员 1万人的基础上
进行的又一轮裁员。

CNBC 11日报道，微软公司
最新一轮裁员有别于今年年初那
次万人裁员。微软去年已裁员两
次，以应对美国经济下行。

微软一名发言人拒绝说明最
新一轮裁员将波及多少员工。但
据CNBC报道，一些微软销售和客
户成功顾问已在社交网络宣布失
业。

虽然目前裁员人数没有具体
透露，但根据提交给华盛顿州就业
保障部的一份文件，微软在西雅图
地区的276名员工将失去工作。

微软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
中写道：“组织和员工群体调整，是

企业管理必要和常规的部分……
我们将继续优化，为了公司未来而
向战略性增长领域投资，同时为客
户和伙伴提供支持。”

《北京商报》报道称，微软在新
财年开始之际重组部分业务并不
算罕见之事。去年 7月的时候，微
软就曾披露了少量裁员。

新冠疫情期间，消费电子行
业受到需求增加的提振，产品销
售呈现逆势增长趋势，科技公司
也随之迅速增加了员工数量。不
过自 2022 年以来，在需求萎缩、
联储会加息等多重因素下，手机
和电脑行业普遍经历了几乎一整
年的销量下滑，消费电子行业的
不景气也在 2023年持续影响着产
业链。行业“寒冬”的来临让微
软、亚马逊、谷歌等大型科技公
司开始缩减规模。

北京《经济日报》报道称，根据
数据网站Layoffs.fyi的统计，年初至
今全球共有798家科技企业宣布裁
员，总裁员人数超过21万。对比之
下，去年全年科技企业裁员总人数

“仅有”15.4万。不到半年时间，科
技企业们的裁员任务完成度已经
赶超去年。

从公开数据来看，美国科技行
业仍是裁员的主角。包括云计算、
社交媒体、流媒体、手机等诸多行
业的巨头，都在年内先后宣布裁员
计划。

今年 3月，Meta开展第二轮万
人大裁员，并将取消大约5000个空
缺岗位的招聘计划。今年 1月，亚
马逊也宣布开启迄今为止科技巨
头史上最大规模裁员，预计裁员1.8
万人。

年初刚裁掉1万人
时隔半年微软再削减岗位 有媒体 11日报道称，知情人

士透露，迪士尼正在探索旗下印
度公司印度之星（Star India）业
务的策略选项，包括合资或出售。

深圳《证券时报》报道，迪士
尼 的 印 度 业 务 包 括 Disney +
Hotstar串流平台及电视频道 Star，
后者是迪士尼 2019 年收购 21st
Century Fox娱乐资产时接手的
业务。印度之星去年更名为迪士
尼之星，旗下拥有数十个电视频
道和一家电影制作公司的股份。

迪士尼与串流媒体同业或更
广泛的媒体同业企业相同，因宏

观经济不利因素削弱其广告营收
与用户成长，不得不从各方面努
力削减成本。迪士尼今年 2月曾
宣布将裁员 7000人，为公司重组
节省55亿美元成本的部分举措。

种种迹象表明，迪士尼从福
克斯收购的主要业务之一正面临
压力。《华尔街日报》11日报道称，
知情人士透露，迪士尼正在探索
印度之星业务的策略选项，包括
合资或出售。

报道指出，迪士尼至少已与
一家投行商讨协助印度业务维持
增长及削减成本的可能选项，但

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目前尚
不清楚迪士尼偏向采用哪些
选择。

上海第一财经报道称，一
些知情人士表示，Disney +
Hotstar 在第三财季将流失
800万至 1000万用户，且预计
印度之星将在 2024财年出现
亏损。

流媒体用户流失
迪士尼旗下印度业务或将面临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