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以其迅猛的发展速度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经济在
未来还将上演怎样的故事引发着人们的
广泛关注。在 9 月 10 日举行的 2014 夏季
达沃斯论坛“网络经济的未来”分论坛上，
与会嘉宾围绕这种技术的未来与治理阐
述了自己的观点。

接近 400 万家的互联网站、6 亿多的
网民、13 亿的手机用户、突破 5 亿的智能
手机上网用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
任鲁炜用一系列数字说明了 20 年来互联
网在中国迅猛发展的速度。当然，网络经
济发展的“中国速度”还体现在很多方
面。比如，在世界前 10 强的互联网企业
中，有 4 家是来自中国的企业；比如，中国
电子商务年交易额突破 10 万亿元，今年
上半年同比增长 20%。

是什么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迅猛发
展？鲁炜给出的答案是：开放的政策、有
序的管理、科学的发展、企业极强的创新
能力。“还要有一大批互联网精英的集
聚。在互联网企业里，他们顺应中国改
革开放的步伐、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适
应了互联网的规律、探索了互联网的规
律、把握了互联网的规律，让互联网更多
地方便着人们的生活。”鲁炜说。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总干事安娜·
布罗维特认为，互联网日益移动化，全球
现在约有20亿人可以通过移动设备上网，
由此搭建起了具备连接性、可获得性特征
的平台，这是互联网繁荣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迅猛速度的背后，安全性、可
靠性、网络犯罪、网络战争等问题成了网
络经济发展中必须迈过的坎儿。更重要
的是，互联网无边界的快速传播给现行的
治理结构提出了严峻挑战。

“目前，我们面前最大的机会，是确立
21 世纪的治理模式。而这需要各个国家
之间达成共识，然后通过这种共识来规范
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
分配机构首席执行官法迪·切哈德说。

在高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保

罗·雅各布看来，互联网的解决方案需要
从全球层面入手、需要各国技术人才间
的沟通交流，因此，在一个互相信任的环
境中达成共识、寻求解决方案就显得尤
为重要。

“我们对互联网的未知远远大于已知，
要想形成一个新的治理空间，最重要的是
求同存异，把分歧搁置下来、把共同点集
中起来。”鲁炜还具体说明了“同”的内
容，包括互联网应该造福人类、互联网信
息传播虽没边界但管理却有疆域、无论国
家大小都要尊重其互联网主权、要把国际

公共秩序与尊重每个国家的法律相结合等。
“再好的汽车都要有刹车。”在鲁炜

看来，重建互联网治理架构是必须的，
但是必须建立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他
用 6 个字阐述了自己对互联网治理原则
的理解：“多边”，互联网一定是多边的
而不是单边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合作
的力量；“民主”，互联网的发展是在世
界范围内共同讨论决定的，而不是某个
人、某个国家、某个利益群体说了算
的；“透明”，互联网的治理规则必须让
全世界知晓。“只有符合‘多边、民主、

透明’的原则，才能使互联网发展从共
识到共治、从共享到共赢，互联网也才
会成为阿里巴巴的宝库，而不是潘多拉
的魔盒。”鲁炜说。

关于中国对其他国家互联网企业来
华发展抱有怎样的态度，鲁炜也做出了
回应。“我们要建设的是和平、安全、开
放、合作的互联网。因此，中国的开放
政策不会变，只要守住了维护中国的国
家利益、维护中国消费者的利益这两条
底线，我们欢迎所有的互联网企业到中
国来发展。”

“ 再 好 的 汽 车 都 要 有 刹 车 ”
——嘉宾热议“网络经济的未来”

本报记者 牛 瑾

技术发展水平如何重新定义全球竞
争力？供应链数字化将给商业模式带来
何种影响？嘉宾们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
烈讨论。

数字化趋势，让发展中国家获得了
“蛙跳式”发展的机会。

尼日利亚 CWG 集团董事长奥斯汀·
奥克尔说，尼日利亚刚刚发行了身份识别
卡，卡中有个芯片，人们可以通过芯片进
行银行交易。“这样可以确保银行服务的
包容性，使得更多的人可以享用移动银行
的服务。”

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
陈哲表示，数字化带来的机遇超乎想象。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问题，医

疗、治理或者是为公民提供服务等方面需
要应对的问题非常多，这些技术的数字化
将会带来海量的应用解决方案。在数字
化进程中，发展中市场与发达市场的区别
将会越来越模糊。”

来自法国的阳狮集团董事长利维赞
同陈哲的观点，他说，“在基础设施方面，
有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之间的鸿沟，
而现在电话就是一个小电脑，不仅可以
用于通话，也可以掌握信息并获取所有
重要的数据。移动系统不需要那些笨重
的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跨越
式的发展。”

数字化趋势，让商业模式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我们经营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头。”利维说，许
多传统行业会失去就业岗位，因为没有持
续动力保持他们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

“传统的旅行社没有什么买卖可做了，许
多消费者直接在网上、在手机上预订航班
旅店，旅行计划自己就可以做。”他建议，
要打开大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允许这些
传统的行业发掘新的经营模式，同时帮助
人们准备好接受这种变革，在线上不断地
学习。

利维表示，在数字化的今天，合作变
得至关重要。“创作新的东西不可能光靠
自己，企业间将既竞争又合作，未来没有
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单独地提供产品。分

享将是未来的关键词，分享各种信息将会
是未来工作的关键。这对新公司是机会，
对老公司是挑战。”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总裁李瑞麒也
表示，“价值链的拆解是我们 20 年来一直
在讨论的热门话题，能够无缝地分享信
息，就越能够吸引更多单位来加入到新的
生产体系。各公司应该考虑是价值链的
哪一环，怎么样跟其他的环节进行很好、
很有效的合作。”他表示，以前是通过实体
产品来了解这个世界，现在要通过新产品
包括感应技术来了解这个新的世界。“每
次系统更新都带来新的附加值，例如 3D
打印技术不仅仅改变数码世界，也会改变
我们的实体世界。”

重 新 定 义 全 球 竞 争 力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本届夏季达沃斯，组委会推选格力
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成为 2014 夏季达沃
斯论坛青年导师，与美国高通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保罗·雅各布、印度塔
塔咨询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
陈哲等坐在了一起。

在与听众两个小时的交流中，她不
断强调“吃亏”两个字，这是她以“青
年导师”的身份与大家交流和分享的第
一课。格力电器属于传统制造业序列。
在董明珠看来，这个序列中的一部分企
业很不争气，为了占据市场采用了价格
竞争的手段。这样的结果要么亏本，要
么偷工减料。既坏了名声，又累及其
他。中国制造如果要再创辉煌，一定要
立足长远，不怕眼前“吃亏”。

这一点，董明珠自己做到了。即便
是家电行业价格战打得最惨烈的时候，
格力电器都没有放弃最根本的质量保
证，对一个部件的标准要求甚至精确到
了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为此，她曾
经失去了很多市场份额。但随着空调
技术和质量的提升以及极低的返修率
保证，这些失去的市场份额又慢慢回到
了格力手中。董明珠举例说，安哥拉的
一位经销商一年卖了上百万台格力空
调，没有一台返修过，这不仅为企业节
约了大量的维修成本，还牢牢占据了当
地市场。

“制造业不能哪个好赚钱就去做哪
个。格力就要吃点亏，从微利的低端产
业链走出来。”秉承这个理念，董明珠对
技术创新的追求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在她眼中，研发经费没有上限，研发人员
有求必应。目前，格力已拥有 4 个研究
院，5000 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已经成
功申请了 14000 多项专利，成为全球空
调技术的领跑者。

今年，格力电器创造了 1100 个大学
生就业岗位。董明珠和他们做了 3 次深
度交流。她说自己喜欢和年轻人交谈，
培训后还一直保持微信联系。她认为这
是格力电器未来的骨干和核心。在格力
申请的 14000 多项专利里，最重要的 1
赫兹技术、双级压缩机技术、变频离心机
技术、光伏空调技术等都是这些 80 后挑
大梁研发出来的。

董明珠说，“我的目标是让世界上所
有人享受我们先进技术带来的改变。这
是我的价值所在。”

图为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董 明 珠 的 价 值 所 在
本报记者 朱 磊

智能科技是本届夏季达沃斯的焦点话题之一，论坛
上，前沿技术已从天马行空的创意，变为实实在在的便利。

美国适特宝科技公司 CEO 斯科特·哈桑派出了爱
将“beam”机器人，“代表”身在加州的他参加天津夏季
达沃斯。

适特宝研发的这款机器人每台造价 1.6 万美元，
外观差不多一人高，连接无线网络后，使用者便可用
软件远程遥控它的走动，行动速度与普通人散步无
异。借助摄像头和显示屏，使用者还能与周围人进行
即时沟通。

这不，哈桑在“beam”的“脖子”上挂了自己的胸
卡，透过屏幕与其他嘉宾交谈并交换二维码名片，这

“替身”机器人俨然是斯科特的本尊。
通过“beam”的显示屏，记者跟远在美国加州的哈

桑聊上了。哈桑说，有了“beam”这个得力干将，他可
以弥补无法赴会的遗憾，通过机器人出席各项论坛、与
人交流，好似身临其境。

提到与其他视频即时通讯技术的不同，哈桑一笑，
操纵“beam”灵活地扭动身子前进后退，“瞧，它能四处
走动，让我结交新朋友，这是与社交工具最大的不同。
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人士，它能实现游走世界的心愿。”
中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给哈桑留下深刻印象。科技在
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定式的同时，也孕育着无限商
机。哈桑很看好中国市场，期望能借此次论坛，让更多
人了解、分享科技带来的便利，并进一步开拓公司在中
国的领域。

这次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适特宝共带来 8 台
远程呈现机器人，这是“beam”首次登陆达沃斯，也是
中国首秀。说话间，哈桑看了一下会议议程，他最感兴
趣的“探索机器人革命”讨论会即将开始。打了个招呼
后，他便操控“beam”迈向会场了。

“替身”机器人

首秀达沃斯
本报记者 潘笑天

作为国内最大的海洋主题公园运营商，海昌控股
因在今年做了不少“创新”的事而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关
注度和曝光率。本报记者在达沃斯论坛上采访了该公
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王旭光。

记者：今年暑假，海昌控股携手上海淘米动画打造

了“海昌小小魔法师摩尔庄园大冒险”系列活动。海昌

为何选择网络科技公司淘米进行跨界合作？

王旭光：对于海昌控股而言，此次活动的意义远不
仅限于活动本身及其带来的经济收益，更是公司发力
文化的一次成功尝试，无论活动的题材与形式，均带着
浓浓的文化产业特征，充分体现出海昌控股拓展文化
旅游产业链、打造文化旅游行业标杆的信心与决心。

淘米网络科技是一家面向儿童寓教于乐的领先儿
童娱乐媒体公司，其资源是海昌控股所需要的，携手淘
米可以帮助海昌在合作中迅速吸取经验、积累资源。
而海昌控股多年来在主题公园运营等领域的积累，同
样可以帮助淘米更好实现文化的“落地”，在其经营领
域从线上延伸至线下、从虚拟走进现实的过程中起到
极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记者：今年 8 月底，海昌与美国电动汽车厂商特斯

拉附属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大连区域内建

设超级充电站。海昌此举的目标是什么？

王旭光：特斯拉之所以会选择与海昌控股进行跨
界合作，主要是基于双方共通的“环保”核心理念，两家
企业在环保电动汽车的前景与旅游产品的发展趋势上
面有着极高的共识度。双方的合作将从多方面产生积
极影响。首先，作为国内首家被特斯拉选中的主题公
园运营商，特斯拉将为海昌的主题公园带来良好的广
告效应，大幅提升海昌主题公园的知名度，更有利海昌
品牌的进一步推广。而且超级充电站入驻海昌主题公
园，必将为其带来更多高消费能力的客户群，有利于二
次消费的提升。同时，与特斯拉的合作将吸引更多跨
国企业对海昌主题公园的关注，从而带来新的商业机
会，促进商业模式的优化。

记者：海昌还与哪些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王旭光：除此之外，海昌控股与西班牙团圆集团、
德国柏林动物园、香港海洋公园等多家知名场馆建立
了合作关系，携手在动物繁殖保育、园区运营管理、票
务销售等方面进行了大量专业创新，并正在与英国
Merlin 集 团 、美 国 Sea World 探 讨 战 略 合 作 的 可
能。可以说，通过合作而进行创新探索的运作模式已
成为海昌控股的“必杀技”，几乎在其每次外延拓展的
尝试中都会用到，且每每取得良好的效果。

海昌的跨界合作
本报记者 佘惠敏

“网络经济的未来”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牛 瑾摄

论坛嘉宾与适特宝公司的“替身”机器人互动。

本报记者 潘笑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