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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条#手机App为何越来越膨胀#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二的位置，引发了不少
网友对手机存储的焦虑：“明明没下几个App，但数据就跟滚雪球似的，越用越‘膨胀’”“一些
App下载的时候还好，用着用着就几个GB了”……App“占地”越来越大，这是个不争的事
实。以微信为例，有数据显示，过去11年，其安装包“膨胀”了575倍。手机App为何越用越
膨胀，该如何缓解手机存储焦虑？ ■新快报记者 陈学东

新快报讯 记者林广豪报道 适逢

校招季，各大险企纷纷向毕业生伸出

“橄榄枝”。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

有17家人身险企发布共21个优增及培

养计划。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保险销

售人员数量较巅峰时期减少逾 400 万

人。有业内人士指出，寿险行业新人留

存偏低，险企对代理人的培训是影响其

留存的因素之一。

继9月启动2023年度校园招聘后，

10月 10日，中国人寿发布集团 2023年

度海外高层次人才专项招聘公告。招

聘计划中，中国人寿打造的销售类及金

融科技类应届生人才招聘及培养项目

为主要“卖点”之一。

今年抛出优增及培养计划的人身

险企不止中国人寿。7月，平安人寿全

新发布“优+”计划，培养专业化、职业

化的销售精英或保险团队管理者；8
月，友邦人寿公布以“卓越营销员3.0策

略”为基础的新人发展项目及各项关键

举措；同月，幸福人寿个险渠道推出

HFP幸福家庭财富规划师项目……

保监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6 月末，全国保险公司在保险

中介监管信息系统执业登记的销售

人员 570.7 万人，较 2019 年末的高峰

时期 973 万人减少近 41.3%。险企销

售人员数量的下降换来的是产能效

率的提高。财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平安寿险代理人人均月收入同比

增 长 35.1% ，人 均 新 业 务 价 值 增 长

26.9%。人保寿险称，代理人队伍转

型有所突破，高端销售精英人力同比

增长 49%。

“业内增员如‘增援’。”有中型寿险

公司人士曾向新快报记者指出，随着近

年寿险行业转型进入深水期，“人海战

术”时期的低产能销售人员主动或被动

退出，销售人员专业化转型是其自身和

险企都逃不过的难题。

多位保险经纪人向记者强调，当下

保险业仍有不错的发展前景，但个人发

展的上下限相差较大，于行业深耕、专

业赋能等均为发展的关键。

新快报讯 记者刘艳爽报道 近

日，欢乐家发布公告称，其主要产品

橘子水果罐头将涨价，涨价幅度为

8%~11%。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随

着食品行业成本增加，多家食品公司

发布调价函，一些企业甚至一年内两

度提价。

受成本升高影响，今年以来多家

食品企业官宣涨价。在 10月 10日欢

乐家公告涨价以前，维他奶已经在半

年报展望中表示，“我们已经在部分

市场调高价格，并将继续选择性提

价”；9月16日，三得利也宣布涨价，公

司对乌龙茶、沁水以及利趣咖啡三个

系列的产品调价 0.5 元-0.8 元/瓶不

等，调整后的建议零售价将于10月18
日正式实施；8月 23日，A股“瓜子大

王”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

对公司葵花籽系列产品整体提价幅

度约 3.8%，并已于 8月 21日开始执行

新的价格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有超40个主

流品牌先后发布调价函，这些企业中

涉及饮料、休闲烘焙、方便食品、调味

品、乳制品等多个门类。其中如欢乐

家、洽洽食品、旺旺食品等在一年内

两度提价。

虽然食品行业涨价覆盖面广，但

多数涨价幅度不高，如刚刚宣布涨价

的欢乐家，在天猫超市一款 900G 的

橘子罐头售价约14元，按照公告显示

的最高提价比例，原价约为 12.6 元。

事实上，比价助手显示，综合各种优

惠，该产品价格近期并未变动。

在线下商超和便利店，多名店主

或负责人对新快报记者表示，可以感

觉到很多食品进货价有所提升，但由

于批发价成本上升 1 到 5 元，分摊到

每个单品可能只有几毛钱，这种情况

超市一般不会调价。

多家食品公司涨价背后，是食品

行业不断提高的成本和毛利率压

力。欢乐家在上半年半年报显示，大

宗商品价格上升导致下游产品塑料

类制品、马口铁制品等包装材料成本

上涨；此外，水果原料需求旺盛，采购

价格上升，也导致企业成本上涨。上

半年欢乐家原材料成本同比上涨

4299万元。

洽洽食品也面对同样的成本问

题，其半年报显示，占营收近七成的

葵花子毛利率 31.56%，较上年同期下

降 0.42个百分点。据公开数据，2017
年至2022年，洽洽食品的核心产品葵

花子成本持续上涨近 36%，最近的半

年报显示葵花子成本较去年同期上

涨15%。

业内人士表示，提价虽可短期

应对毛利率降低的压力，但并非万

能药。当前，大宗商品价格仍处高

位，食品行业成本压力或仍有增加

趋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向新快报记者表示，很多的行业涨

价都是由龙头企业发起，对于大企

业来说提价是一个缓解成本压力的

方式，但对中小企业来说尚存不确

定性，未来涨价潮与否取决于头部

企业能否找到合适的方式消化增加

的成本，如果消化有压力的话不排

除会继续提价。

新快报讯 记者涂波报道 在深 V
反弹后，10 月 13 日，大盘在 3000 点震

荡，信创板块掀起涨停潮。由于美国 9
月PPI数据超预期，在美股大幅跳水的

情况下，A股昨日走势依然坚挺，市场

到底部了吗？新快报记者采访并综合

机构观点认为，当前已是重要阶段性低

点，主要指数已创下年内新低。在稳增

长政策持续加码并加快落地环境下，市

场积极信号正逐步显现。

信创板块掀涨停潮
13 日,信创板块再度大爆发，并引

领数字经济、计算机等题材上攻，国脉

科技、南天信息和神州数码等十余只股

票涨停。开源证券分析称，未来五年是

“大信创”发展的关键时期。据了解，信

创产业(即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它

与“863计划”“973计划”“核高基”一脉

相承。信创产业庞大，涉及基础硬件

（芯片、服务器等）、基础软件（操作系

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应用软件（OA、

ERP、办公软件等）、信息安全（边界安

全产品、终端安全产品等）4个部分。

近年来，我国信创产业进入高速发

展期。据海比研究院预测，2022年信创

产业规模达 9220.2亿元，2021年-2025
年复合增长率为 35.7%，预计 2025年突

破2万亿元。华西证券认为，信创作为

国家战略布局，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我们

软硬件供应链的安全，另一方面有利于

我国核心软硬件企业的发展，助力核心

数字产业升级壮大。

创业板、科创板换手率处历史底部
目前的交易指标显示，市场情绪低

迷，市场到底部了吗？中信证券指出，

主要宽基指数动态估值已调整到了过

去几轮熊市末尾的水平，北向和公募的

重仓股估值创下年内新低。主要宽基

指数估值分位数均为 2010年以来 30%
以下的较低水平，半导体、新能车、医药

绩优股当前动态估值更接近年内前低。

从换手来看，A股整体换手率已回

落至2020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创业

板、科创板的换手率已位于板块推出以

来的历史底部区域。场内杠杆方面，9
月两融交易额占两市成交比重回落至

6.4%的水平，市场平均两融维持担保比

例也回落至255%的水平。前海开源基

金杨德龙表示，A股核心资产已跌入价

值区，近半年北向资金已累计净买入

788亿元。建议投资者暂时还需多看少

动，静待市场形势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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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更新扩容的App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现在随

便一个常用的手机App安装包都有几

百兆，而它们在“诞生”时，大小一般不

超过 50 兆。不仅如此，有些 App 在下

载、安装过程中还会解压，自动写入更

多信息，这就意味着手机需要更大空间

来保证App安装成功。而随着使用时

间增加，App又会“膨胀”，一些缓存数

据使得App占据的内存空间越来越大。

手机 App 为何越用越膨胀？有业

内人士表示，首先是由于技术、功能更

迭，满足用户新的需求。比如一款手机

App支持人脸识别登录，就需要进行版

本升级，而功能的增加，多少会增加安

装包大小。这些变化，更多是满足用户

使用“刚需”而存在的。

其次，用户产出与缓存内容的需求

逐渐变大。在手机功能多样化的趋势

下，激发了用户的分享欲，图文、视频等

内容不断被产出并储存于手机里，长此

以往手机的内存自然是不够用的。同

时，手机软件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

一定的缓存，大部分缓存涉及生活与工

作的资料，用户不敢随意清理，这也加

剧了手机的内存负担。

再者，一些更新造成手机App越来

越大。很多用户都有这样的体验，使用

频次较高的手机App都伴随着频繁的

更新，每一个都是功能齐全的“庞然大

物”。但一些更新后的功能与App定位

可能并不相符，但开发者为了抢夺和留

存用户，依然会“闭着眼睛”上新一些

“创新”功能。于是你能看到，主打短视

频的抖音、以“种草”出名的小红书都有

了群聊功能；音乐软件QQ音乐有“弹

一弹”游戏；购物软件拼多多的页面底

部有了“多多视频”……有用户就吐槽，

“我打开音乐软件就为听会歌，老让我

打游戏干啥？”

如今，手机存储已不再是问题，不

少手机厂商产品都是 128GB 起步，甚

至达到1TB，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

一些App开发者更加“肆无忌惮”，用户

花更多钱买大存储手机，进而为这些用

不上的“创新”功能买单。

三招缓解手机存储焦虑
手机App“膨胀”已是现状，有业内

人士建议，作为用户，如果预算有限无

法购买大存储空间的版本，那就只能养

成定期清理手机存储空间的习惯了。

现在很多 App 的设置中都自带缓

存清理空间，如果遇到手机空间不足的

情况，可以先通过App清理一下没用的

缓存，聊天记录、视频等等。我们也可

以把手机上的一些不常用的大文件以

及照片、视频等备份到电脑或移动硬盘

上，进一步提升手机的可用存储空间。

另外，用户还可以通过云存储来缓解

手机的存储压力。现在很多手机都配备

了云服务，可以将本地视频、照片、音乐等

全部上传到云端，需要的时候再从云端下

载即可。

最后还有一个终极大招就是：备份

手机上的重要资料，包括通讯录、照片、

聊天记录等等，备份完成后直接恢复出

厂设置，重新激活使用。毕竟手机用久

了后，很多App的缓存是无法彻底删除

的，只能恢复出厂设置来彻底清除。

从“小而美”变“大而全”

App越用越“膨胀”
如何缓解手机存储焦虑?

优增计划“接踵而至”险企和代理人“双向奔赴”

A股到底了吗？市场积极信号正逐步显现
“大信创”板块爆发，机构预计2025年产业规模突破2万亿

多家食品企业悄然涨价
未来成本压力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