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势 A19
2018年12月28日

THINK TANK智库THINK TANK智库A18
2018年12月28日

论势

责任编辑 雷军虎 美编 雷林燕 照排 陈科 校对 诸新民

当然，数字经济发展的主体还是企业。因此，政府在
制定规划的同时，要注重企业个体的作用。

“从杭州的发展、阿里的发展来看，政府不能过多干预
新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向与具体产业。而是要出让更多的创
新资源给企业与市场，政府则做一些基础性的服务。”裘涵
说，就比如制约宁波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要素，资本问
题。政府就需要建设产业引导基金与风险投资基金，在基
础技术研发的前期给予企业帮助，再适时退出，帮助企
业、创客度过前期社会资本不愿进入的阶段，扶上马，送
一程。

从企业角度来说，同样是要解决认知上的问题。宁波
的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发展最快的群体，但许多工
业企业的思维仍然是停留在规模生产扩张的时代，仍然停
留在要做行业头牌的时代。做头牌就意味着要集聚行业资
源，意味着竞争与零和博弈。

而数字经济时代是利他的时代、共赢的时代，应该拿
出资源共享，赋能他人、做大市场。阿里巴巴就是个最典
型的例子，其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自己搭台给
别人唱戏；如今的阿里云平台建设，也是为企业搭建基础
的网络与服务，让企业更好地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最后阿
里云也自然而然地从中获利。

其次，企业要解决的是生态建设的能力问题。在数字
经济时代，企业一定要有生态思维。

“亚马逊的生态构建就是行业中最为出色的案例之
一。”他说，

FBA业务、AWS云服务以及Prime会员服务被称为
亚马逊的三大业务支柱，其所构建的的生态系统也是世界
顶尖水准。

FBA （Fulfillment by Amazon），就是指卖家把
自己在亚马逊上销售的产品库存直接送到亚马逊当地市场
的仓库中，客户下订单，就由亚马逊系统自动完成后续的
发货。

除了在线零售商的角色外，亚马逊突出平台职能的典
型 事 例 是 ， 2007 年 引 入 了 FBA （ 亚 马 逊 物 流 ，
Fulfillment by Amazon）服务，即亚马逊将自身平台开放
给第三方卖家，将其库存纳入到亚马逊全球的物流网络，
为其提供拣货、包装以及终端配送的服务，亚马逊则收取
服务费用。

而 亚 马 逊 AWS （Amazon Web Services
（AWS））是亚马逊提供的专业云计算服务，于2006年推
出，以Web服务的形式向企业提供IT基础设施服务，通常
称为云计算。其主要优势之一是能够根据业务发展来扩展
的较低可变成本来替代前期资本基础设施费用。

亚马逊网络服务所提供服务包括：亚马逊弹性计算网
云 （Amazon EC2）、亚马逊简单储存服务 （Amazon
S3）、亚马逊简单数据库（Amazon SimpleDB）、亚马逊
简单队列服务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以及Amazon CloudFront等。

现今的市场里面，有不少初创业务市场的初期规模太
小，大公司觉得这些业务不值得做，小公司又没有足够的
精力去开发这个市场。亚马逊则选择通过自己本身的需求
去开发跟自己相关的小众细分市场。亚马逊让自己的业务
直接面对市场的考验，让每一个业务都面临着市场的冲
击，进而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产品。

亚马逊把自己的每个业务都像一个机械上的模块一样
单独发展，这样的好处就是为亚马逊上的商家提供无数与
其对接的接口，不仅仅让Prime业务更加超值，也让在亚
马逊平台上的商户们更加离不开亚马逊，进而能够让亚马
逊的飞轮转得更快。这就是构建生态的意义。

此外，企业需要有极客思维，也就是极致创新的思
维，需要有狂热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钻研。阿里巴巴、海
尔都是这样的企业。

当然，在宁波也有这样的企业，比如博洋，近几年孵
化出了艾夫斯、果壳、德玛纳等细分品牌。对于这样的企
业，媒体应该多宣传，政府应该多引导。

“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数字经济需要的是认识、是思
维、是共识。需要全社会一同参与、投入、分享与获得。”
裘涵说。

发展数字经济
宁波有哪些瓶颈？
记者 乐骁立

从浙江省到宁波市，数字经济都被列为“一
号工程”，但这个工程具体要怎么做？如何看待数
字经济这一概念？宁波发展存在哪些瓶颈？如何
解决？

为了找寻答案，记者本周专访了数字经济领
域的专家——阿里巴巴商学院副教授、浙江省现
代互联网研究院执行院长裘涵博士。作为宁波
人，他对宁波数字经济该怎么发展，提出了一些
独到的见解。

“首先要认识到数字经济是一场战役，不是
简单的一次潮流，决不能只把它当做一个产业来
规划与发展。”裘涵首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
性做了定义。

他表示，从门户时代到微博时代，到团购时
代，再到移动互联时代衍生出的020等行业领
域，互联网一直在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并重新
配置资源。在这一个个发展阶段，宁波似乎都没
有取得太大的成绩，但这并不妨碍宁波在数字经
济大潮来袭时，跟上这个大时代，这是宁波能否
再搭上发展快车的关键。

发展数字经济，政府层面要先有长远的顶层
设计与规划。而制定作战蓝图前，先要解决几个
瓶颈问题。

首先是认识上的瓶颈。要认识数字经济，什
么是CT（通信技术Communications Tech）、
什么是IT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什
么是DT（数据技术Data Tech）？

从电报发明开始，人类的信息沟通效率有了
质的飞跃，因此进入了CT时代。而IT互联网来
临之后，信息走出了单人单企业的边界，全社会
全球互通了，因此诞生了信息爬虫与信息搜索之
王 Google、社交网络 Facebook、社交媒体
Twitter、商务社交Linkedin等等。

IT负责的是连接，当越来越多的事物被连
接，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在DT时代，数据将同
水、电、石油一样成为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同
时，数据改变人类对物理世界认知的方法与程
度，如同人类从认识分子到原子，再到夸克一
样。

许多政府把数字经济仅仅看做
一个产业，这是对数字经济认识上
的不足。因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
的数字经济正打破传统的供需公式
和经济学定论，衍生出更加共享、
普惠和开放的经济生态，推动社会
高质量发展。

比如，智慧医疗把原本有限的
医疗资源无限放大，改变了农村或
偏远地区看病难。又比如，智慧教
育将名师搬到了每一个孩子的家
中，才有了 《屏幕改变的命运：
248所学校直播名校课程，88人考
上清华北大》这样的新闻。再比如
基于大数据的地理空间系统正在引
导交通、物流，AI会综合路况与
无数司机的经验，配置交通资源。

“数字经济的发展将许多社会
问题变得容易解决，比如浙江比较
优秀的政府工程‘最多跑一次’，
通过数据跑代替了脚步跑，就是数
字经济发展大战役中打赢的一场小
战斗。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还有
无数的小战斗会迎刃而解。”裘涵
说，“当我们认知不够准确时，也
会出现很多麻烦，比方现在许许多
多城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但却没
有解决数据互通互联的问题，因此
智慧城市成了摆设，成了形象工
程。”

因为数字经济所涉及的领域无所不
在，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各个领域具有
互联网思维的人才。

裘涵认为，从面上看，人才需要通
过建设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来获得，但
更深入来看，一座城市是否能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本质上需要城市变
得更加“性感”。

城市是否性感首先来自于其人文生
态。在互联网时代，任何的内容、产
品、服务得以传播，绝不仅仅取决于技
术，而是取决于这个产品、这个内容是
否有温度，是否能引起人们的互动与共
鸣，是否能击中人们内心的向往与需
求，城市也是一样。

这些年来，许多人说宁波不如杭
州，赶不上杭州的发展速度，表面上指
的是GDP、产业、人口流入。但从更深
层次看，杭州通过多年的打造、经营，
首先成为的是一座人文城市、宜居城市
与有温度的城市。

“作为宁波人，我深知宁波有着悠久
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可挖掘的文化内
容，但在网络上，宁波的宣传总是比较
骨感、刻板，不够性感。”他说。

其次，一座城市的性感与温度来自
于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如同柏拉图
写的《理想国》中所描述的“乌托邦”，
他的目的不在于创造“理想”的城市，
而在于追求“公正”的城市。当然宁波
本身就做得很好，但数字经济的发展会
使资源的配置、社会的管理更加趋向于
公正。

同时，一座性感的城市应该是快速
发展、蓬勃向上的城市。裘涵有自己的
一套名为“三力模型”的理论——分别
是趋势力、竞争力、差异力。

趋势力，就是城市应奔向未来发展
的方向。如今，未来的方向很明确，就
是数字经济，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着可
循的轨迹——“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
化、城市数字化。”

竞争力，就是城市最核心的优势。
宁波核心的优势是港口与制造业，应思
考如何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好地运
用港口资源，数字赋能港口的同时，让
港口与城市发展更好地互动起来。同
样，制造业如何借助数字经济更好地建
设自己的供应链，更好地推广自己。

差异力，就是要看到与杭州、苏
州、南京、无锡等同线城市的比较优
势。比如杭州在C端互联网有了先发优
势，而互联网下半场将集中在B端，恰恰
拥有大量民企的宁波就是产业互联网发
展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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