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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定义“美好生活”

希望和梦想
在我们的肩上

昨天，美好生活节的现场，迎来了一位财经大咖！
知名财经自媒体“秦朔朋友圈”的主人、《第一财经日报》创始人秦朔的主

旨演讲，让科探中心的会场全场爆满。演讲结束之后，观众们仍意犹未尽，纷
纷围上去与秦朔攀谈了起来……

秦朔对于“美好生活”有什么独到见解？他对宁波又有怎样的印象？

在演讲的开场白里，秦朔告诉
大家，他刚参观完美好生活节展
位，在展出的“智能家居”“5G通
信”里，他看到了宁波对美好生活
的定义。

不过，秦朔提醒大家，中国非
常大，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像宁波一
样。“富有也会限制你的想象力，你
无法想象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怎
样一个贫困、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
状态。很可能我们认为正常化的
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未来向往的
美好生活。”

秦朔说，虽然我国的GDP总
量排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仅为
日本的五分之一，依然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好在我们正处于“高质量
发展”阶段，社会的存量即将带来
更大的产出，只要做得好一点、精
一点、专一点，就有很大的动力，更
值得肯定的是，“在中国，有很多人
都在努力改变命运，为美好生活奋
斗。只要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永无
止境，中国内在增长的潜力和动力
就非常磅礴！”

所以，秦朔认为，美好生活究
竟是什么，“取决于你自己的内心，
是否相信未来会通过努力变得更
美好。”

演讲中，他引用了他最喜欢的
一句话：“希望和梦想在我们的肩
上，可是我们有肩膀吗？”

饭圈女孩、佛系养生
新圈层呼唤新消费

秦朔提到，如今国内社会面临五个“结构性变化”，而
创新的力量，恰恰蕴含在这些变化之中。哪五个变化呢？
一是服务消费增长，人们对无形服务的需求超过了对有形
商品的需求；二是1980年后出生的人口近7亿，超过了改
革开放前出生的人口数；三是乡村人口仍有5.77亿，占人
口比重41.5%；四是60后和70后的市场庞大，他们比40
后、50后更愿意消费；五是信息技术的变革，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和AI的出现，让消费的圈层分化更加明显。他认
为，第五个变化是重中之重，“不是市场萎缩了，而是市场
有了新的变化！”

“滑雪市场很小众，但小红书的创始人告诉我，这一块
可以卖得很好！还有男性的美妆，很多男生比女生对这个
更加热衷，这就是市场的变化……”

“饭圈女孩、佛系养生、懒癌晚期、有矿家庭、肥宅快乐
族……这些圈层里，有追求小清新小确幸的‘本真消费’，
有注重调理和治愈的‘修复消费’，有看了美妆博主推荐后
开始买买买的‘种草消费’。所以，一款‘毒APP’可以爆
火，一款美国街头潮牌Supreme可以卖空……”

“我们总希望从变化中看到红利和新的可能性。创新
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不创新就落后。人有两种思维，一种
是成长型的，要改变要挑战要尝试；另一种是固定思维，觉
得现在都挺好不想做改变。”秦朔认为，要想拥抱未来的机
会，就得用变革的精神打造新的能力。其中，一个典型的
例子就是“小米”。它一开始并不是以某个技术为原点去
突破，而是“用户为王”，用极致性价比满足大家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再“横向跨界，纵向集成”，走出一条薄利多销的
路子。

“马云说，变革是痛苦的，但要是我们不变革，未来就
会连痛苦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这句话说得深刻，只有现
在让自己不舒服，未来才可能舒服。我认为中国的企业，
也要从过去的追求规模，向追求价值变革，从大到强，再到
伟大。”秦朔还认为，虽然时代在变，但“永远不变的，是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不变的是主人翁精神的重要性，是
互联网的一代+数据驱动+模式革新的大趋势。”

记者 严瑾

“中国的国运还在路上”

“希望和梦想在我们的肩上”

秦朔在美好生活节上作演讲，现场座无虚席。 记者 崔引 摄

在演讲中，秦朔提及频率最高
的话，就是“中国的国运还在路
上”。对此，他从人口和城镇化率
两个角度做了分析。

“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用
尽了，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18年
为8.97亿，首次开始下降。但是，
你换一个角度看呢？我们的人口
数量红利没有了，但质量红利仍有
提高——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已经增加到了14年，这说明
以后的劳动生产率仍可能提高，还
是有高质量发展的可能性。

“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去年的
城镇化率，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
18%，增长到了将近60%。这意味
着，已有数以亿计的人从农村到城
市、到工业、到服务业，这就是GDP
总量增长的动力。这一进程仍在
继续，大概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
率会到70%，届时将有超过10亿
人住在城市。

“过去王健林曾说，他们在宁

波一个很偏的地方开了一个商业
广场，可是今天，这片区域成了
一个商业中心，这就是一个最好
的例子。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2018年
《财富》杂志排名世界500强的企
业中，中国有120家，逼近美国的
126家，而进步最大前10家企业
里，就有8家在中国；我们还能看
到，2008-2017年，中国社会商品
零售增加2倍多，而美国的retail
（零售）和 food service（餐饮服
务）只增加了不到30%。

“我们再来看全球主要国家
GDP占全球GDP的权重。二战期
间美国的占比是最高的，因为它建
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全
世界的规则由它制定。而中国呢，
曾长期像平底锅的锅底，但在改革
开放之后就有了漂亮的曲线，未来
5-10年还将继续增长，从‘全面小
康’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所以
我认为，国运还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