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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起音乐下载不再免费
晚报想问你：
一首歌8毛钱，能接受吗？
观察人士：这是音乐网站对公众的一次联合试探

音 乐 网 站 虾 米
网 COO 王小玮日前
在公开场合表示，6
月 5 日起，包括百度
音乐、QQ音乐、多米
网等在内的知名音
乐网站将试行全面
收 费 ，过 渡 期 两 个
月。昨日，虾米网的
宣传人员又改口称，
发出该言论的高管
为管技术的，在表述
上有问题，6月5日起
全面收费的说法并
不准确。“在线听虾
米的音乐不收费，如
果手机下载的话才
收费。”

对 于 网 上 盛 传
的 QQ 音乐、百度音
乐等即将收费，这些
网站均表示暂时没
有接到通知，依然维
持过去部分收费的
态势，对于全面收费
传言态度暧昧。
郑州晚报记者 辛晓青

幕后推手
三大唱片公司

联手施压音乐网站
到底收费还是不收费，难道这次真的又是一次

“狼来了”的闹剧？其实从虾米网其他接受采访的高
管所言，收费也并非“空穴来风”。

虾米音乐网CEO王皓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
环球、索尼和华纳三大唱片公司今年对所有的
音乐服务提供商做了要求，要求大家在 6 月 5
日统一开始收费。王皓甚至说，6月5日之后
如果继续向用户提供纯免费的服务或者是
变相免费的服务，三大公司会不跟他们合
作，这样任何一个运营服务商马上就会变
成一个盗版网站。

尽管如此，三大唱片公司的工作人
员却也开始语焉不详，华纳唱片工作
人员表示，并不清楚个中细节，不便代
表官方予以回应。环球唱片工作人员
表示并不清楚此事。有关互联网音
乐收费的问题，作为内容提供商一
直支持互联网音乐收费，并一直朝
着这个方向努力。索尼唱片工作
人员表示，当然希望所有的音乐
网站从正规的渠道来购买音乐
版权，这是对于做音乐作者
的尊重。但是就“要求互联
网音乐公司最晚于 6 月 5
日上线各自的音乐收费
服务”这件事情，索尼音
乐表示不知情。

事件背景 付费已经悄然进入网络音乐生活
虾米音乐网内容总监朱七介绍，6月5日

起，虾米音乐网将从单曲付费到 VIP 包月付
费，推出的包月服务可以下载一定量的歌曲，
就单价核算下来，会比原本的每首歌曲0.8元
便宜。同时推出新版本的手机APP，为用户
准备 1 到 2 个月的试用期，让用户体验一下
VIP包月服务。

不仅是虾米网，酷狗也一直想做收费的
数字音乐服务。据介绍，酷狗的新收费版本
将使用包月收费，价格每月 5 元起或者每月
10元起。新版本推出后，用户仍可以使用老

版本，并不会强制升级。
其实，对于数字音乐用户来说，早已发现

收费正在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
百度音乐的下载，高品质版本下载需要

成为会员，而下载超高品质，则需要成为
VIP会员，成为VIP会员，一年会费八折后为
48元。

QQ音乐，则对空间背景音乐、高品质音
乐下载、高清音乐视频的下载，针对付费的绿
钻会员开放，而成为绿钻会员，一年会费九一
折后是109.2元。

记者调查 8毛一首歌曲，大众还没做好交钱准备
自王小玮公开言论被传播，全体网络音

乐发烧友一阵焦虑，纷纷开始互相提醒，抓紧
时间下载，马上就要收费了。

记者采访中发现，大部分市民仍不能接
受付费的下载模式，市民张先生平时主要在
网上听歌，偶尔也下载些歌曲到车上听，对于
付费显然不能接受，“从来没交过，也没想过
要付费才下载，肯定不行了”。

采访中，抱有相似态度的人，10 个受访

市民中，8 个表示不能接受或者不想付费。
只有极少数人对于收费持无所谓态度，马小
姐说：“不算贵，一首歌8毛钱也是可以的，毕
竟网上可以在线免费试听，真的喜欢再下，这
样就不会滥下了，选择真正喜欢的下载。”

林女士告诉记者，其实并非是觉得太贵
不能接受，而是没有交费的心理准备，这种习惯
的改变很难。“你收费，那我去不收费的地方，只
要有不收费的，大部分人就不会选择去交钱。”

业内分析 这是一次收费模式对公众承受底限的试探

旁观这次网上音乐全面收费风波，作为
一名互联网观察人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
营销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河南洪涛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杜红超认为，这次新闻更像是
想收费的网站，借着版权的名义，在试探公众
的反应，“新闻背后一定是有推手的，甚至这
是一种营销形式”。

尽管如此，杜红超依然非常认可付费下
载的模式，“其实，我认为网站收费，与版权
所有人分割收入，比某些协会收要好得多，
这是推动版权产品市场化的机制，而不是所

谓的官方军团以行政权力来寻租。这是一种
进步”。

“这是一个大趋势，不可逆转的，想获得
高品质的音乐和影片需要付费，十几年前在
国外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正是这样催生了
很多草根音乐人，在网络上成长起来。”杜红
超认为，免费模式盛行的中国，要想改变观念
很困难，但不可逆潮流，只有让著作权人获得
收益，才会创造出更多的好的作品。

对于此次收费风波，他认为这是音乐产
业化的一场造势，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2011年，中国音乐产业创造出

300多亿元产值，但中国内
地诸多音乐公司作为版权和内容

拥有者，获得的利益仅占2%，剩

余98%都落入渠道方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