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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 年前北京保福寺桥银谷大厦
到望京卷石大厦，再到现在的五彩城写
字楼等多处办公楼，一路走来，无限感
慨。”4 月 6 日，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这
样在微博上写道，那天，是小米创立 7
周年的日子。

作为中国第一代“程序猿”，雷军
的名字曾经长期与金山软件联系在一
起，但真正让他被戏称为“雷布斯”
闻名遐迩的还是小米。7 年里，这个从
零起步的品牌扩张成一个庞大的生态
链，其中的产品从单一的手机拓展到
电视、路由器、空气净化器、智能手
环 ⋯⋯ 甚 至 皮 肤 衣 、 体 脂 秤 和 平 衡
车。也正是在这 7 年里，伴随智能手机
市场整体趋向饱和，以及包括华为、
OPPO 等“追赶者”的后来居上，小米
手机也经历着从风生水起到屡受质疑
的巨大波动。

“小米在 2016 年主动降速调整，目
前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雷军给 2017
年小米定了一个“小目标”：整体收入
破千亿元。

小米“一战成名”的撒手锏是性价
比，但伴随着消费升级的大趋势，现在
雷军却更喜欢用“新国货”来定义自己
的产品。“把产品真正做好，包括工匠
精神，包括品质。这是小米倡导的。谁
有本事把这个做好，谁就是新国货。”

小米在变。过去专注电商的小米开
起了线下店，去年 51 家“小米之家”
线下店每平方米的销售是 26 万元。它
大张旗鼓地进入了印度市场，2017 年
在印度市场的手机销量有望超过 1800
万部。它甚至做出了自己的芯片，成为
苹果、三星和华为之后，全球第四家同

时研发手机终端和核心芯片技术的科技
企业。

在 雷 军 看 来 ， 小 米 要 变 成 什 么
样？“新国货”这条路又将怎么走下去？

“第六个馒头”

“你吃到第六个馒头的时候吃
饱了，不能说前五个馒头就是没用
的吧？”

雷军用这句话来形容国产手
机的不断突破。“中国有巨大的
本土市场，让国产手机厂商‘先
在国内练兵、再去全球征战’；
整个手机供应链几乎全部在中
国，产业链上的巨大优势是国
产手机得以崛起的核心因素，

这就是中国的工业基础，制造基
础。”
小米也因此崛起，但从制造到产品

再到核心技术，中国制造总要向中国品
牌、中国创造转型，想吃饱，总得还有

“第六个馒头”，也就是常被雷军称为
“黑科技”的技术突破。

“小米要想酷，就必须坚持核心技
术创新，当然，投入核心技术有一点点
特别，它不是你一投入就有产出，今天
投入，可能大后天都没有动静。但那也
要不断投入。”雷军此言不虚，从研发
到量产，小米的首款自主芯片松果处理
器澎湃 S1的研发成本超过 10亿元。

雷军告诉记者，在立项决策研发松
果芯片之前，他向业内专家咨询，对方
表示，做芯片是 10 亿起步、10 年结
果，成本高、风险高。“2014 年 10 月份
松果电子成立时，连开业典礼都没搞，
静悄悄地开张了，这就像一群特种部队
要冲向手机芯片的迷雾，大部分人不知
道冲出去是死是活。”

在雷军看来，小米的优势在于既做
手机，又做芯片。“如果是独立芯片厂
商，很难说服手机厂商拿着你测试版的
图纸就开始研发终端产品，纯芯片团队
其实有时候不知道手机公司到底要什
么，怎么把它做成整机，两者结合，是
我们省时间的关键。”

9 个月之后，雷军迎来了“造芯”路上
的第二个困难时刻。2015 年 7 月 26 日，
小米完成芯片硬件设计并做第一次“流
片”。“一次花费就是几百万美元，到底能
不能用，心里七上八下。9 月 19 日，样片
回来了，过了四天，能拨通电话了，9 月
26日，我记得是夜里一点多钟，他们告诉
我，屏幕点亮了。那天晚上，我心澎湃。”
雷军对一个个日期如数家珍。小米研发
出的第一款芯片也因此命名。

在雷军看来，“造芯”所代表的核
心技术突破，是手机行业下半场，国

产手机厂商抢占淘汰赛“高地”的关
键。“除了研发芯片，小米还在研究屏
幕、相机等在内的多个核心器件，在
屏 幕 设 计 和 相 机 上 都 有 非 常 多 的 专
利 ， 小 米 去 年 一 年 申 请 了 7000 项 专
利，未来 3 年到 4 年，小米手中的专利
就会超过 1 万项。这并不意味着小米要
自己制造屏幕和相机，而是要和供应
商更好地合作。”

面对未来，雷军最看好的是人工
智能，他甚至将其称为中国的“时代
机遇”。“一是因为人工智能背后是云
服务和大数据，中国在移动互联网的
领先优势，通过云服务和大数据很快
会转换成人工智能的优势。二是中国
比较重视数学这样的基础教育，人工
智能的核心就是算法，因此我们拥有
大量人才，这几年有 43%的人工智能
方面的论文是中国人撰写的。”他还透
露说，“小米去年设立了探索实验室，
投入了非常多人力在做人工智能方面
的研究，未来半年我们就会有一个人
工智能重量级产品发布。可能只需要
三四年，每个人都会享受到人工智能
带来的乐趣，就像现在人们通过智能
手机享受到移动互联网的乐趣。”

“不一样”的手机店

F 码。很多消费者是因为购买小米
产品才第一次听说这个词。这一串代
表着缺货时也能买到产品的号码背后
是两层含义：一是小米产品曾经在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需 要 靠 “ 秒 杀 ” 来 获
得，小米也因此被扣上“饥饿营销”
的帽子，二是那时小米完全依靠电商
渠道销售。

“从效率革命上来讲，小米首先选
择了电商模式，因为电商模式效率最
高，但电商模式在手机领域只占整个市
场的不到 20%，哪怕全是我的，单靠电
商也很难排到前三位。”雷军这样解释
小米开始开拓线下渠道的原因。确实，
随着一二线城市智能手机“换机潮”的
结束，三四线城市消费者正在成为新的
购买主力，OPPO 和 vivo 正是借助强大
的线下渠道崛起。

在雷军的计划里，小米的线下店叫
“小米之家”，全部是小米直营，出售小米
和小米生态链公司旗下产品。2016 年
小米之家开了 51 家，2017 年的目标是
250家。

但雷军并不希望“小米之家”只是
传统的手机销售门店，他更愿意称之为

“新零售”。“新零售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线上零售和线下零售相融合，用互联
网电商的模式和技术来帮助实体零售店
改善用户体验，提高销售效率，从而推
动更多质优价廉的产品走入千家万户，
推动消费升级。通过实践证明，小米之
家的效率接近电商，可以实现线上线下
同样的产品一个价。小米之家的坪效是
国内一流水平的 20 倍，每平方米的销
售达到了 26 万元。”雷军甚至用“离
谱”来形容小米在北京五彩城购物中心
的“小米之家”，“整个购物中心 10 万
平方米，小米之家 250 平方米，占地 1/
400，但我们开业 10 个月，就占到五彩
城年营业额的 1/14”。

小米之家的高坪效不仅来自于线上
线下的融合，也来自于小米生态链企业
所提供的丰富商品品类。“如果只有手
机一个品类，那小米手机 1000 元成本
也要卖 2500 元，但小米之家 250 平方
米的店里有 20 个品类，这就能支持你

的忠实粉丝，每个月来一趟，品类的丰
富是小米之家保证效率的核心。”

雷军也透露说，小米还将在国际市
场上试水新零售。“小米一直是高效率
性价比电商流派代表的手机厂商，但小
米不会固守电商，而是要把它演化成新
零售，我们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实践也
会被用在国际市场上，除了电商之外，
尝试在国际市场上试水新零售。”

“跑步前进”去印度

国 际 市 场 研 究 机 构 Strategy
Analytics4 月 7 日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
显示，小米成为 2017 年印度安卓智能
手机用户换机的首选品牌，在 2000 位
受访者中，选择小米的占 26%，排名
第二的三星只有 12%。在 2016 年第四
季度，小米跻身印度三大手机制造商。

在中国手机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印
度，小米眼下看起来表现良好。但小米
的国际化并非没有跳过“坑”。“3 年前
我们比较着急，一上来开了 7 个市场，
结果遇到各种困难，损失惨重。全球化
急不得，一着急里面就都是坑。在一个
国家想迅速成功是不可能的，必须一个
市场一个市场地做。”雷军表示，在过
去两年中，小米聚焦在印度，希望将印
度做成小米“出海”的样板。

不过，雷军并不认为，小米在印度
的表现良好是单纯因为价格优势。“中
国有全球最大制造基地，有全球最大的
市场，有成熟的技术团队，依靠这些利
好条件，中国手机企业靠品质，靠设
计，靠体验，整体水平在过去的 5 年里
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小米和同行们也一
起努力干掉了更加便宜的山寨机，这个
过程也将在很多国家复制，未来的 5 年
到 10 年是中国手机企业在全球大放光
彩的 5年到 10年。”

3 月底，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网络
上晒出了一张他和雷军以及小米印度
总经理杰恩·马努的合影，雷军来新
德里参加 2017 年全球商务峰会，他在
演讲中表示：“2015 年我们在印度的第
一家工厂投入使用，率先实现了‘印
度制造’，目前我们在印度销售的手机
中超过 95％都已经是‘印度制造’，与
富 士 康 合 作 的 第 二 家 工 厂 也 已 经 开
工。”在接受印度 《经济时报》 采访
时，雷军则透露，小米在印度市场的
短期目标是抢占印度线上手机市场一
半的份额。“未来 2 年到 3 年，中国的
线上和线下销量将分别占到小米手机
销量的约 50%。随着时间的推移，印
度市场也将达到这种平衡。小米今后
将在印度继续扩大制造生产，以解决
当地供应短缺问题。”

随着样板成功，小米又开始将目光
投向更多国家。“比如我们在印尼也实
现了本地制造。到今年年底，我们在印
尼、俄罗斯、乌克兰、越南等新的重点
国家很有可能取得突破，现在要开始发
力了。”雷军如是表示。

今年两会，雷军还带来了一份有关
“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他告诉记
者，他希望能在“一带一路”的重点国
家、重点城市设立更多办事处，甚至孵
化器。“给出海的中国企业提供当地的
政策、商务环境、法务、税务等基础支
持，使他们能够快速地完成对一个陌生
市场的认识和了解，迅速把业务拉起
来。我觉得这能抓住‘一带一路’机
遇，帮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助力中国
品牌在世界立足。”

人物小传

雷军，1969 年 12 月份出生于湖北仙桃，现任小米科技董事长兼 CEO，同时兼任多家上市公司董事长。2013 年 2

月份，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作为中国互联网代表人物及全球年度电子商务创新领袖人物，雷军曾获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及十大财智领袖人物、

中国互联网年度人物等多项国内外荣誉，并当选 《福布斯》（亚洲版） 2014年度商业人物。

雷军雷军：：

小米七年小米七年，，走好新国货之路走好新国货之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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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的5年到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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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助

力中国品牌在世界立足

“ 纸 匠 ”艾 影
26 岁的艾影，生于云南省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芒

团自然村的造纸世家。从五六岁起，她就跟着母亲学习
手工造纸，并深深地爱上了这门古老的技艺。岁月的洗
磨、家庭的浸染⋯⋯年轻的艾影已成为当地公认的“纸
匠”。一张张构树皮，一朵朵美丽山花，在艾影的巧手
创新之下，就能化成如艺术品般的“芒团纸”。

古老的技艺，成了如今芒团村民致富的帮手。目
前，全村年产白棉纸 100 多万张，产值约 200 万元，村
里家家户户都盖上了小洋楼。艾影也因她的贡献，被国
家旅游局授予“中国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称号。

杨茂芳摄影报道

艾影在河边清洗浸泡过的构树皮。

任正非从美联航想到了什么

杨开新

“华为，会不会是下一个美联

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前些天提

出的这个问题，持续受到企业界人

士的关注。

因 屡 屡 曝 出 的 暴 力 逐 客 事

件，美联航近期招致批评，品牌

受到很大影响。受困于此，美联

航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尼

奥 斯 将 不 再 自 动 获 得 董 事 长 头

衔。更有消息表示，其今年的薪

酬也可能低于往年。

华为与美联航，看似八竿子

打不着，但归根结底都是从客户

那里“找食吃”。在社交网站能以

几何倍数放大事件效应的当下 ，

谁 也 不 能 打 包 票 说 在 消 费 者 眼

中，就能一直“独得恩宠”。大企

业的管理者能够引以为鉴，做到

“终日乾乾、夕惕若厉”，避免出

现“店大欺客”现象，既是对客

户的权益负责，长远而言，也有

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任正非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杞

人忧天，体现出的是战略眼光和忧

患意识。管理者的站位高度决定了

企业发展的前景，尽管华为发展成

绩丰硕、势头良好，但也没有骄傲

的本钱。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大企

业老板不如小老板们过得滋润，因

为在别人看来“一览众山小”的时候，也很可能“站得

更高、摔得更惨”。要安然度过汛期，就需要在晴天修

屋顶。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个人规划是这样，企业开拓

也如此。更进一步讲，人有了深谋远虑并不断精进，方

能少些近忧。任正非自己提出问题，又自己给了不变成

美联航的答案，那就是“我们以客户为中心的文化，要

坚持下去，越富越要不忘初心”。真正把客户的体验放

在第一位，企业家才不会躺在成绩单上睡大觉，企业品

牌也才能越擦越亮。

艾影将采摘好的鲜花拼接到纸张中。

别具一格的芒团纸和制作它的匠人艾影。

新 国 货 该 有 哪 些 标 配
胡文鹏

7 年之前，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小米

能斩获今日之赫赫战绩。正如此刻也

很 少 有 人 能 精 准 预 测 新 的 “ 中 国 制

造”7 年后将走向何方一样。但这并不

妨碍人们对新国货的憧憬与期待。

回望来路，或许能将新国货的前

路看得更加清晰。伴随中国改革开放

而勃兴的国货，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愈

发 引 人 注 目 ， 长 期 以 来 却 难 以 摆 脱

“跟跑”“廉价”的标签。近年来，这

一状况正在明显改变：智能手机、中

国高铁、高端装备⋯⋯多个领域的国

货 迅 速 奠 定 了 中 国 制 造 高 大 上 的 形

象 ， 也 为 新 国 货 的 标 配 勾 勒 出 了

轮廓。

标配之一，是原创。经过改革开

放近 40 年的积淀，中国拥有了更加丰

厚 的 工 业 基 础 、 更 加 完 备 的 生 产 链

条、更加优质的技术人才。在专利申

请、专利拥有乃至国际标准制定等方

面 ， 也 都 占 据 了 有 利 地 位 。 可 以 说 ，

中国企业不仅有意愿更有能力以更多

自主创新、原创首发的新国货，在激

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标配之二，是智能。谷歌旗下公

司开发的阿尔法狗，令人们对人工智

能 深 度 学 习 原 理 印 象 深 刻 。 殊 不 知 ，

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积累，已

让人不敢小觑。数据显示，在近年国

际 学 术 期 刊 发 表 的 人 工 智 能 论 文 中 ，

有 43%是由中国人完成的。不仅如此，

百度、小米等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人

工智能应用化。正如雷军所言：“可能

只需要三四年，每个人都会享受到人

工智能带来的乐趣。”

标配之三，是体验。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新国货定要更加注重用户体

验、互动。这不仅是中国企业获得更

佳用户口碑的必然路径，也是国货发

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品质追求。

在过去的 7 年里，以小米为代表的

新 国 货 带 给 了 国 人 和 世 界 许 多 惊 喜 。

人们期待着，越来越多企业走上这条

注定艰辛却充满希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