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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摘要 

 认识七彩铃音 

 了解七彩铃音 

 涉足铃音业务 

 营运铃音业务 

 区别于其它 SP 

 为无线增值业务做准备 

 为即将到来的 3G 业务做准备 

二、业务概述 

 

1. 什么是七彩铃音 

 

“七彩铃音”是小灵通个性化回铃音业务，它是一项由被叫用户定制，为主

叫用户提供一段悦耳的音乐或一句问候语来替代普通回铃音的业务。在电信行业

无线增值业务中，七彩铃音同于中国移动的彩铃业务，均定位在年轻移动用户，

包括学生群体，时尚青年和白领人士在内的用户市场，是所有电信运营商和 SP

的当前拓展重点。 

 

2. 铃音市场前景 

 

2003 年中国移动引入彩铃业务以后，彩铃业务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市场

渗透率出现一个较大的突破，将达到 20％。许多运营商和 SP 纷纷盯上了这个市

场。移动和联通各省公司纷纷推出彩铃业务，电信和网通也随后在小灵通上及时

开展了这项业务。 

中国移动在 2003 年 5 月 17 日电信日当天推出彩铃业务后，用户增长便一

发不可收拾。移动公司在彩铃业务的推广工作上并没有下很大的力气，然而申请

彩铃的用户却十分踊跃，以至于不得不在试验期采取了限制每天新申请用户数量



的措施。 

中国联通也推出了类似的炫铃业务，首先在其高端用户占主流的 CDMA 网中

开展。商用之后进一步扩大炫铃的用户容量，以便使联通 130/131 号段的 GSM 网

用户也可以和 CDMA 用户一样使用炫铃服务。 

中国电信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七彩铃音业务开通于 2005 年 2 月，正式收费

于 2005 年 5 月。 

在运营商 ARPU 值下降的大背景下，整个产业链都在寻找能够对 ARPU 值有

较大贡献的服务（不论是基础服务还是增值服务）。彩铃对 ARPU 值的拉动作用

将比较明显，彩铃的立足点不是人们普遍看好的数据服务，而是被认为已经没有

潜力的语音服务，彩铃的横空出世给业界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3. 铃音市场规模及预测 

 

由于彩铃业务 2003 年 10 月开始部分省份收费，所以，2003 的市场份额很

小，只有 1000 万元。2004 年，随着收费的普及和各 SP 投入力度的加大，2004 

年 SP 彩铃市场预计份额为 1.9 亿元人民币。2005 年，彩铃市场仍是高速成长

期，预计市场份额将达到 3.9 亿人民币。 

 

4. 铃音业务特点 

 

A.优点 

 

 收益成本比高 

 人力资源投入相对较少，劳动不密集 

 消费者有重复消费周期，时间为 6-12 个月 

 业务推广有电信营运商做支撑 

 新颖性和时尚性 

 受电信营运商保护，竞争相对不激烈 

 比起其它增值业务，技术门槛较低，是涉足无线业务的最佳起步 



B.弱点 

 

 各 SP 内容同质化 

 如果缺乏有效的自有内容，SP 在整个价值链中处于被动位置 

 受电信营运商限制较大 

 

5. 铃音业务的可持续性发展 

 

目前，中国电信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已在思茅开通了固网铃音业务，其

SP 与小灵通平台相同，可预见现有 SP 除在小灵通平台上发展业务外，其业务还

会很快向固网渗透。 

三、市场环境概述 

 

1. 电信运营商对 SP 的要求 

 

①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出示原件、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② 电信增值业务经营许可证（出示原件、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③ 银行开户许可证（出示原件、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④ 相关的信息资讯来源许可证书（出示原件、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复

印件）， 

⑤ 税务登记证（出示原件、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⑥ 业务策划方案（要求详见备注） 

 

其中，电信增值业务经营许可证由云南省通信管理局审发，属于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业务包含存储转发类业务（包括语音信箱、X.400 电子邮件业务、传

真存储转发业务）；呼叫中心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ISP）；信息服务业务[含

通信短消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移动网电话信息服务（IVR）、固定网电话信

息服务（也称“声讯服务”）等]。 



申请电信增值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要求： 

 

① 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公司； 

②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100 万元人民币； 

③ 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相关技术方案； 

④ 有与开展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 

⑤ 有必要的场地和设施； 

⑥ 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 

⑦ 最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违法行为。 

 

目前，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表示将不再接受新接入的铃音 SP。 

 

 

2. 云南省小灵通铃音平台简况 

 

小灵通铃音平台，是一个使用户可直接进行网络下载或是通过拨打人工台由

信息员帮助下载的统一铃音下载平台，所有铃音 SP 都必须接入铃音平台以

开展业务，每一个铃音平台都汇集了平台上各 SP 提供的所有铃音，SP 的收

益直接体现在平台上 SP 铃音的下载量。 

目前，全云南省小灵通铃音下载平台共有两个，一个是华为公司提供，一个

是中兴公司提供，前者主要为昆明地区及部份地州市服务，后者只在部份地

州市使用。 

 

3. 云南省小灵通铃音平台上的内容提供商简况 

 

云南省两个小灵通铃音平台上目前共有 10 家 SP，其中省内 SP4 家，省外 SP6

家，分别是： 

 

 



 昆明热线 

 新锐互联 

 昆明蓝特 

 上海蔚蓝 

 云南信息港 

 空中网   

 腾讯（世纪凯旋）   

 广州奥创   

 北天纵横   

 云南电信 

 

全省铃音平台以华为的平台应用最多，以上前五家 SP 主要在华为平台上，

并占据了全省铃音的近 70%，中兴平台上则 10 家 SP 全部在一起，但由于受地州

市场局限，所以业务量不能与华为平台相比。 

 

 

4. 云南省小灵通铃音几大 SP 经营简析 

 

 昆明热线 

昆明热线与九天音乐网合作，主要提供流行音乐，产生的收益与九天音乐网

五五分帐，但前提是昆明热线仍需每年向九天音乐网购买 20 万元的音乐版权。

目前昆明热线是小灵通铃音下载量最大的 SP。 

 

 蓝特数码 

昆明蓝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上半年，目前主要以中国电信

小灵通增值业务为主，其业务包括 IVR，短信。其铃音内容 80%均为自行录制的

云南方言，各地州民歌，(录音质量较差)，业务涉及地州市场集团铃音，相对于

其它 SP 而言，蓝特数码成本最低，收益最大。在整个华为平台上，蓝特位列第

三。 



 云南信息港 

云南信息港因为自身内容版权问题没有解决妥当，所以业绩一直都没有起

色，排名第五。 

 

 新锐互联，上海蔚蓝 

新锐互联，上海蔚蓝均为全国性 SP，提供的内容同样以流行音乐为主，同

时包含各地方言铃音（北方方言较多），目前铃音下载量，排名第二和第四。 

 

 

5. 云南省小灵通铃音下载量概况 

 

A.2005 年 5 月 17 日至 2005 年 6 月 17 日 

 

昆明热线、北天纵横、TOM、广州奥创、腾讯、上海蔚蓝、云南信息港、昆

明蓝特、空中网 9家 SP。 

 

昆明热线铃音下载量达到 43469 人次，因包含部份免费铃音，按平均每支铃

音单计 1.5 元算（铃音价格在 1-3 元不等），当月昆明热线收益 65203.5 元。 

 

B.2005 年 2 月铃音平台开通至 2005 年 7 月 

 

昆明热线铃音单曲“孤单北半球”，总计下载次数 55528 次，每次下载消费

2元，单曲累计消费 111056 元。 

 

蓝特数码铃音单曲“天使花园”，总计下载次数 18399 次，每次下载消费 2.5

元，单曲累计消费 45997.5 元。 

 

注：以上数据，仅包含华为平台，整体累计数据可在昆热小灵通七彩铃音平

台上查询。 



6. 铃音业务结算 

 

铃音业务结算以月为周期，按当月 SP 所提供的铃音下载次×单价后，累加

此 SP 铃音产生的全部费用，再由电信营运商在扣除一定比率的坏帐、帐务费用、

平台接入费用后（一般为 15%，联通为 25%）结算与 SP。 

电信营运商结算与 SP 的费用，一般情况下是滞后一个月，特殊情况，如平

台割结，电信营运商内部流程重组等，会滞后 2-3 个月。 

四、构建新的特色 SP 

 

1. 能够提供的产品(内容) 

 

A. 多方合作 

从本地出发，与自有版权的内容商合作，打造多元化铃音，当前可以采用的

资源包括： 

 

 云南电视台、昆明电视台方言剧 

 开心蒙太奇系列 

 本地原创音乐，原创歌手，如：雷一风等有代表性的本地歌手 

 云南花灯系列 

 国内部份唱片公司，如：环球、太平洋音像 

 

盈利主要以双方分成为主，分成比例以五五，四六，三七不等。 

 

B.买断版权 

时下较为热门的流行音乐，可以直接通过音著协，唱片公司，或是九天音乐

网买断铃音版权，但一般来说，需要批量(100-1000)购卖，有一定成本预算，根

据曲目情况，每首铃音报价为 80-400/年不等，除些之外还有目前中国移动的强

势铃音商滚石移动，允许分期付款购买，整体费用为 10 万/年左右。 



C.自行录制或是募集作品 

 

铃音如果有好的脚本或是创意，在有入门级录音棚的基础上可以自行录制，

这样成本较低，另一方面，着手网站互动业务，配合成本相对较低的配乐资源，

从广大网友中募集作品，每个作品买断价格为 30-200 元不等，但互动业务人力

投入较大，详细情况，可以参考《昆明热线网站互动业务商业计划书》。 

 

 

2. 产品(内容)核心竞争力 

 

 丰富的本地特色内容，目前没有一家 SP 使用相关资源 

 流行音乐 

 原创音乐 

 高质量自录作品 

 潜在的，可操作的募集作品 

 

 

3. 产品（内容）营销策略 

 

 开展与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的公共关系 

 开展与平台产家（华为、中兴）的公共关系 

 开展与 IVR（118160 人工铃音下载，昆明市电信分公司，各地分公

司增值业务部）的公共关系 

 开展与本地强势合作伙伴的公共关系（电视台，音像商） 

 开展互动业务 

 进行本地媒体统筹 

 铃音价格策略 

 

 



4. 市场预测 

 

A. 全国无线增值业务预期 

 

①  网民对无线增值业务的使用情况 

 

 

 

 

 

 

 

 



②  2005 年，彩铃市场仍是高速成长期，预计市场份额将达到 3.9 亿 

人民币。 

 

 

 

B. 全省小灵通七彩铃音收益 

 

① 全省小灵通七彩铃音收益估算 

 

小灵通用户数 
估计使用用

户比例 

估计使用用

户数 

平均下载

(次/人/

月) 

总条数 

(次/月) 

平均资费

（元/次）

收益元/

月 

总收益元/

年 

30 万 30% 9 万 2 18 万 1.5 27 万 324 万 

 

 

 

 



② 单个 SP 中等业务量收益估算 

 

以蓝特数码为例：5个月时间，华为平台总计下载量（不含中兴平台） 

 

总下载数 每次平均价格 累计费用 平均月收益 年收益 

145322 1.5 元 217983 元 43596.6 元 523159.2 元 

注：2005 年 2 月至 2005 年 4 月为免费期 

 

5. 项目投入 

 

七彩铃音业务项目 待投资金 资金使用 

流行音乐 

500 至 1000 首左右 
5 万元至 20 万元 九天音乐，滚石移动等 

合作资源 3 万元-5 万元 公共关系开支 

自行创作 4 万元+3 万元=7 万元 
人力资源成本+设备 

人力资源按 2人计 

开展互动业务 不低于 10 万元 

网站接入成本费用 

2 万元-3 万元 

其余为人力资源成本 

注：以上费用以一年为周期 



6. 团队介绍 

 

 项目负责人 

 

李 

 

 

 

 

 

 

 

 

 

 

 

 

 



 

五、SP 产业市场展望 

 

1. 展望移动增值业务 

 

移动增值业务的用户不增长，目前约 80%的手机用户使用移动增值业务。移

动增值业务收入增长水平是超过了其他电信业务的增长水平，2004 年上半年，

短信业务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一，宽带接入用户新增六百五十八万户，总数达到了

一千七百多万户。数据表明，2001 大陆移动增值业务的市场规模为 19.8 亿元人

民币，2002 是增加最快，增长了 373%，达到 93.6 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2003 

年移动增长业务市场达到 233.2 亿，预计 2004 年，移动增值业务的收入为 385.4 

亿元人民币规模，2006 年为 640.5 亿元人民币，增长逐渐趋缓。 

 

 

2. 展望 IVR 业务 

 



2003 年，移动运营商 IVR 业务正式启动，全年 IVR 市场收入约为 3 亿元。

预计 2004  年 IVR 市场将飞速增长，全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8 亿元的规模。 预

计 2005 年，IVR 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 50％，达到 27 亿元的市场规模。 

  

 

 

 

 

3. 展望 SP 行业动态 

 

A. 行业整合趋势明显 

 

2003 年一季度出现了两例门户收购专业 SP 的案例，同时网站联盟等合作也

发展迅速。表明一方面市场竞争加剧，专业 SP 急于投奔名主，避免在激烈的竞



争中失利，另一方面也表明行业前景良好，有利可图，门户收购专业 SP 或与小

网站合作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急于获利。 

 

B. 产业链合作活跃  

 

随着行业进入完全竞争状态，产业链成员纷纷采取各种合作形式来借力扩大

自己的获利能力，如 SP 与运营商合作市场推广，终端厂商与 SP 合作共同促进

SP 业务与手机的销售，SP 与影视等内容提供商合作推广产品等。 

 

C. 积极开拓 2.5G 业务 

 

除了少数的新兴 SP 在 WAP 市场可以获利外，多数 SP 主要靠 SMS 和 MMS 获得

收益。由于无线数据业务的未来在于 MMS 等复杂数据业务，各 SP 争相是在 MMS、

BREW、J2ME 上做战略性的投入，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经验积累，在未来的 3G 数据

业务中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D. 展望 3G 

 

随着技术的演进，2G 到 2.5G 到 3G，黑白的短信，语音服务，到互动式的彩

信、铃音，在线浏览 WAB，再到未来以流媒体为主，例如无线手机广告，卫星承

载手机电视服务等。从用户需求来讲，主要是使用不同的终端，不同网络承载的

终端，用不同的方式接受不同格式的内容。在短信时代，用户接受的是黑白的文

字类的，单音给的铃声，到 2.5G 用户接受同样的内容，不同的丰富格式，图文

并茂，彩色的图片，多音轨的铃声，可以看到在 3G 时代，同样的内容，用户的

需求也可以说发生了变化，可能从图片和文字变成流媒体，很多更互动、丰富多

彩的无线增值服务的内容。到了 3G 时代，由于带宽的增加以及数据承载能力的

增加，用户成为本身产业链里面信息的创造者、发布者，另外一面用户也是浏览

者和信息的接受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流媒体业务的应用将极为广泛，未来

以用户自然创作，像网络歌曲，像动画原创内容，以大数据量以用户原创内容为



主。可以说用户需求跟互联网本身社区型的需求是分不开的，重要的就在于怎样

能够把互联网本身用户的创作需求和发布需求能够平移到无线网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