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杨兆清 

KKBOX公司，形成"内容+网络运营+设备+新型应用

模式"的模式。弊讯电子董事长郑期成介绍说，对闪技

术利用相当于给音乐内容加了锁，并给用户发了钥匙。

孙育宁称，闪联进入数字音乐的机会在于，内容商

对数字内容保护的要求是全过程的。使用闪联防篡改技

术可以保证音乐内容在整个渠道传输时加密，并解密至

闲暇推撒字版权保妒技术希望挑战微软老大地位 

6月 5 日，闪联标准工作组 (IGRS) 正式推出一项数

字版权保护技术。闪联总裁孙育宁称 IGRS数字版权保护 

tt.Windows DRM和 Helix DRM兼容更多的媒体格式，希

望很快能成为仅次于微软DRM的全球老二。

子小育宁引用数据称，即使在号称知识产权保护最严

格的美国，盗版率依然达到55%。他介绍说，全球每年

的盗版光盘达到12亿张，市值达到46亿美元。

闪联数字版权保护技术，旨在为内容提供商建立一

个可信赖的版权保护平台，在新的内容、网络运营\设

备、新型应用模式的架构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为推广闪联的DRM，闪联与台湾弊讯合作推出了一款魔

音棒，该产品可以将基于闪联的版权保护的数字音频进

行更真实的还原。

闪联 DRM只能使用在支持闪联标准的硬件上，技术

上可以实现一次下载只能限定在一个或多个设备上使用，

或者是限定使用的次数。

随着产业化进程的深入，闪联已经有了64家联盟企

业，目前支持问联标准的联盟成员占据着中国70%的电

视市场份额，电脑50%的市场份额，手机40%的市场份

额、据闪联内部人士透露，联想的电脑\手机绝大部分

都已经可以支持闪联标准。康佳、海信在第三季度也将

会陆续再推出一些支持闪联技术的电视产品，第四季度

创维的也将会推出多款支持闪联的电视机。

间联试水融字音乐产业自主标准求解产业化 

6月 5 日，闪联信息技术工程中心携手台湾骋讯电子

公司推出闪联品牌的消费电子产品。这是闪联工作组成

立实f本公司后首次发布以闪联为品牌的产品，也是闪联

标准探索产业化路径的第一步。

随着国内各领域自主标准的出台，其各自不同的产

业化路径选择亦成为业界的关注热点。

问联于2005年6月 29日正式被批准为国家标准，是联

想等企业发起的自主研发的3C( 电脑、通信及消费电子)融

合应用标准。

闪联信息技术中心总裁孙育宁告诉本报记者。闪联

的产业化完全是市场行为。对闪联来说既是机遇又有一

定的风险，但闪联的推广肯定会按照市场规则进行。"

试水数字音乐为在数字音乐市场分一怀羹，闪联利

用其互联性和防篡改版本保护技术将数字音乐产业链各

环节串联起来。此次与闪联合作的弊讯电子推出魔音棒

和随意昕等电子设备，再加上内容提供商及运营商台湾 

指定播放设备。孙育宁说 "在最初闪联肯IJ 定标准的时

候，就考虑到了对不同的设备和内容进行保护。"

闪联与尊讯的此次合作被看作是向苹果公司 

"iPod+iTunes" 模式的模仿。合作方弊讯电子董事长郑

期成表示，利用闪联终端保护音乐内容，加上 KKBOX的

运营经验将在中国市场获得巨大成功 o KKBOX使用微软

的版权保护技术，在台湾地区已经积累 15万用户。据

悉， KKBOX将于6月底在大陆开办业务。

不过，风险也不可忽视。发布当天，虽然滚石唱片

等音乐巨头到场参观，但并未发表评论 O 从苹果模式来

看，内容提供商在数字音乐收入分成中占 70%左右。

自主标准产业化

此前，问联的推广主要通过在各成员企业的产品中

免费预装。据闪联信息技术中心的张德谦介绍， 2006年

联想计划在其 100万台 PC及笔记本中预装闪联，海信等

电视制造商也将于下月推出预装闪联协议的新产品，而

联想、及TCl等厂商的问联手机也已研发成功。

"去年，预装闪联被看作是奢侈产品的标志之二!今

年已经实现规模量产，不再高档高价。"张德谦介绍说。

于小育宁承认，目前闪联仍处于推广期。"我们将会

加快推广，希望更多厂商通过授权预装闪联协议。目前

闪联还没有收取授权专利费的计划"。

事实上，闪联的这一举动是国内自主标准确立其市

场地位的必经之途。目前在各个领域，国内均在推行自

主标准，但标准制定后的生存状态均不尽理想。

赛迪顾问分析师徐晓新认为，通过产业化确立标准

市场地位，将是对国内自主标准的考验。此前，信息产

业领域推出的自主标准包括 EVD(信息产业部批准的下一

代 DVD标准)、 WAPI(无结局域网标准)命运曲折!地面数

字电视传输标准久拖未决，也导致产业化进程裹足难行。

一位业内人士称，我们应该反思自主标准的制定流

程，是从技术方案直接向标准化组织申请标准，还是从

技术走向市场，先在产业中进行应用之后再申请标准。

"要树立国人对自主标准的信心，必须在市场上广泛

应用。产业化将是我国自主标准的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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