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经2017年1月11日 星期三8

爱自拍的人消费能力也高吗？近日
来自美颜相机《全球自拍粉皮书》的大数
据显示：在中国，每天自拍 100 张以上的
用户，其化妆品月开销 3000 元以上的比
例高达30%；每天自拍5张以下的用户这
一比例低于10%。

金融、通信、零售、医疗、旅游、政府
管理⋯⋯如今，大数据的触角已延伸至
各个领域。作为被科学家誉为驱动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新电力”，大数据已经成
为互联网时代生产生活的重要分析工
具。那么，如今的大数据应用如何为企
业带来效益，实现点“数”成金？大数据
产业发展当前又存在哪些关键障碍？《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数据决策成共识

“如果说 2013 年是大数据元年，那
么现在则是大数据的春天。”在近日举行
的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年会上，天津
大海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一村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近
日透露，2016 年我国数据中心产业同
比 增 长 近 40.4% ，市 场 总 规 模 预 计 达
728.7 亿元。

大数据不仅是技术，更是战略资源，
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以大数据、云计算
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已全面融入社
会生产生活，并将深刻改变全球经济格
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东网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宝卫表示。

以三一重工为例，通过大数据存储
分析平台优化配件周转率，在保证服务
水平的前提下，三一重工库存下降近
50%，配件需求预测准确率提升 25 个百
分点，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信息孤岛”待消除

“我国大数据产业目前还处于萌芽
期，尚未成熟。”冯一村说，能否找到隐藏
在大数据中的有效信息，并应用于指导
各行各业实践，是当前大数据产业发展
急需翻越的一座“大山”。然而，令人尴
尬的是，很多大数据企业只重视数据采
集，忽视了数据应用。“因为认知有限，现
在我们对大数据的开发利用还处于‘盲
人摸象’阶段。”冯一村表示。

与此同时，数据资源的封闭阻碍着数
据价值的变现。“数据只有流动起来才能
打破‘信息孤岛’、释放数据价值。”杨宝卫
说，数据获取目前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
来自互联网，比如阿里巴巴的交易数据、
百度的查询数据；二是来源于政府，比如
气象数据、人口数据；三是对原有数据再
次采集，比如物联网。但目前我国信息数
据资源绝大部分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
中，如何开放共享仍有待探索。

伴随着大数据热潮，重复建设问题
也浮出水面。杨宝卫发现，全国投建了
大量数据中心，很多因为缺乏运营经验
处于闲置状态，鲜有发挥作用；但很多城
市仍在花费巨资投建新的数据中心。

此外，能耗问题也不容忽视。工信部
等部门发布的《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工

作方案》显示，近年来我国数据中心发展
迅猛，总量超过40万个，年耗电量超过全
社会用电量的 1.5%，其中大多数数据中
心的PUE（平均电能使用效率）普遍大于
2.2，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

高效应用是关键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秘书长赵国
栋认为，目前我国数据开放存在两个突
出问题：一是数据割据问题，因部门保
护、制度设计等原因，很多部门数据没有
开放，一些大公司数据割据现象尤为突
出；二是数据安全问题，由于相关法律法
规缺失，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成为
大数据产业发展“软肋”。未来中国大数
据产业若要更好更快发展，一方面要努
力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另一方面需增
强政府及企业开放、共享基础设施与数
据资源的意识，摒弃“地方保护主义”或

“自我保护主义”。
在杨宝卫看来，一个产业蓬勃发展

离不开旺盛的市场需求，现在很多大数
据产品都是企业“策划”出来的，缺乏真
正的需求作支撑，因此反馈效果不理
想。杨宝卫表示，只有深挖数据背后隐
藏的价值，为用户提供真实、急需的数据
产品，实现高效应用，大数据产业才有望
迎来爆发期。

开放创造价值 应用仍需挖掘

大数据产业期待点“数”成金
本报记者 沈 慧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徜徉在美丽
的九寨沟，游客可以在随处可见的景区交
互终端上查询景区信息，合理规划游览路
线；通过数据显示屏，即可获取景区游客
密度分布情况、附近景点、公交车站台等
信息；出行遇到危险，通过手持终端一键
报警，自动生成救援方案⋯⋯这些便利的
应用场景并非幻想，借助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开发的“卫星导航智慧景区系统”，
如今已全部实现。

“基于大数据等现代信息科技手段，
中国电科打造了我国第一个基于卫星导
航的智慧景区位置服务系统。”中国电
科卫星导航智慧景区系统专家王珏介
绍，该系统不仅可以供游客查询，景区
管理者还可根据游客通过 APP 反馈的
信息，有针对性地实行人员疏导、车辆
调度，从而解决景区精细化管理和服务
快速响应等问题，为游客提供更高效、优
质服务。

中国电科推出卫星导航智慧景区系统

大 数 据 导 游 ，靠 谱 ！

中资20.8亿美元收购麦当劳中国业务——

洋快餐迎来“中国合伙人”
本报记者 王 晋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全面融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并将深刻改变

全球经济和安全格局。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战略资源。我

国大数据产业当前却面临着重复建设、数据封闭等发展瓶颈。因此，

未来产业发展一方面要解决制度设计、数据开放等问题，另一方面也

要深入挖掘市场需求，实现大数据产品高效应用——

“洋快餐”麦当劳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主特许经营商换
人了！这起20.8亿美元的收购案让业内大吃一惊。1月
9 日，中信股份、中信资本控股、凯雷投资集团和麦当劳
联合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并成立新公司，该公司将成为麦
当劳未来20年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主特许经营商，同时
也是麦当劳在美国以外的最大特许经营商。

截至2016年底，麦当劳在中国内地的直营和特许经
营餐厅超过 2400 家，在香港超过 240 家。目前，麦当劳
在中国拥有 12 万余名员工，每年服务超过 10 亿人次顾
客，是中国内地排名第二、香港排名首位的快餐连锁店。

早在2016年3月份，麦当劳中国宣布计划引进战略
投资者。“我们高度重视麦当劳中国的发展策略，不断寻
求变革，以加速业务发展，更贴近顾客和社区。”麦当劳全
球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伊斯特布鲁克表示，“引进
战略投资者是麦当劳在中国内地市场的重要举措，实现
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将提升我们的决策效率、提高市场渗
透力，为顾客提供卓越的就餐体验”。

抛出橄榄枝的麦当劳曾迎来多家资本追逐，最终花
落中信。麦当劳中国公共关系副总裁许颖婷说：“快餐市
场增速放缓，但仍在成长，麦当劳中国公司过去5个季度
实现了正增长。麦当劳在三四线城市还有空白，接下来
我们会考虑如何更好地渗透。”麦当劳发现，三四线城市
消费者需求存在差异。“一线城市生活节奏快，人们在麦
当劳逗留的时间一般很短。三四线城市消费者更多是家
庭出游。在三四线城市，我们有很多生日派对等活动，有
更多游乐设施，与消费者更多互动。”她透露，未来5年麦
当劳要在中国市场新开1500家店，需要强强联合。

此次中信控股麦当劳中国，看重的是麦当劳强大的
管理体系、品牌影响和网点优势。中信集团方面表示，公
司正在内部征集创意，如何把中信的产品与服务跟麦当
劳协同起来，带动其他业务发展。

当前，跨界经营成为行业变革新特征。许颖婷说：“中
信没有餐饮业经验，这正是麦当劳的核心能力。中信和凯
雷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竞争优势，比如地产网络、政府
资源或对中国市场的把握等，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王洪涛认为，餐饮业近
年来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发展潜力很大。餐饮行业未
来有两大趋势：一是快餐化，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快
餐仍然有不小发展空间；二是专业化、个性化，营造个性
化空间，提升消费者体验。“中信控股麦当劳中国后，将会
为消费者提供本土化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加快创新速度
和决策效率。虽然快餐在一二线城市部分区域呈现饱和
态势，但在三四线城市还有很大空间。中信资本进入后，
会加快麦当劳渠道下沉速度。”王洪涛说。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居民在休闲和餐饮方面的消费
将持续增加，三四线城市的市场潜力尤为巨大，预计西式
快餐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