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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财报显示，行业整体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互联网企业打造增长新引擎
本报记者 李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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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临界发电有什么超能力

跨界企业要注意新产品对于母品牌价值的影响，既要发挥好母品牌的影响力，实

现品牌价值最大化，也要重视跨界产品的品牌培育、运行，推动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做

强。跨界前，要做足市场调查，找准用户群体，根据其消费需求研发产品，制定有针对

性的营销策略。

近日，贵州茅台推出冰淇淋产品，引发市场

关注。实际上，茅台不是第一家跨界冷饮的白酒

品牌，此前五粮液与喜茶推出过酒味冰淇淋，泸

州老窖与钟薛高、江小白与蒙牛等都合作推出过

酒精雪糕。

白酒企业为何频频跨界？贵州财经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龚征旗认为，企业跨界首先是出于拓展

用户群体、扩大品牌影响力的考虑。“白酒行业

用户群体主要是成年男性，虽然用户基数大，但

用户数量增长乏力，跨界进入新领域，可以增加

品牌曝光度，有利于吸引潜在消费者。”龚征旗

表示。

年轻人已不再是白酒消费的主力。有调查显

示，仅有 38.6%的年轻人选择白酒。年轻消费者

的流失影响了白酒产业的持续发展。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白酒产量在 2016 年达到峰值后开始进

入下降通道，2021 年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生产白

酒 716 万千升，较 2016 年产量几乎腰斩。

如何扩大消费者群体，尤其是如何吸引年

轻消费者，成为白酒行业的一大课题。茅台此

次的跨界，背后也凸显了其对年轻消费群体的

关注。

“开辟新的增长点是白酒企业纷纷跨界的重

要原因。”贵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乐欣表示，经过多年快速发展，白酒行业发展

格局趋于固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大品牌产

品线已趋于饱和，开辟新赛道成为白酒企业迫在

眉睫的事。

白酒企业跨界，为何看重冰淇淋、雪糕等冷

饮行业？有专家指出，他们大多是看重冰淇淋赛

道的增长机遇。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冰淇淋市场

规模已超过 1600 亿元，位居世界第一，从人均

年消费量来看仍有较大上涨空间。同时，冰淇淋

等相关产品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交属性和情感需求

附加值，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加上冰淇淋的季

节属性日渐模糊，全年吃冰已成为年轻消费者新

消费趋势。况且，冰淇淋原料成本不高，制作工

艺不复杂，产品本身又具有较高利润，因此，冰

淇淋赛道成为近年来各种品牌跨界、创新的“试

验田”。

相关专家也表示，白酒企业跨界迈出第一步

容易，但要在一个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站稳脚跟

并实现发展，还需长期谋划、下足绣花功夫，否

则就很可能是昙花一现。

龚征旗建议，白酒企业跨界迈出第一步之

前，一定要做足市场调查，找准用户群体，根据

其 消 费 需 求 研 发 产 品 ， 制 定 有 针 对 性 的 营 销

策略。

同时，跨界的步伐要稳健，要有系统规划布

局、完备生产标准和高质量服务体验。“尤其要

注重产品质量，不管什么口味、什么牌子的产

品，首先得是一款合格乃至优质的产品，能满足

消费者基本功能需求。没有优质产品和一流服

务，跨界就是在砸自家品牌。”龚征旗表示。

周乐欣认为，跨界企业要注意新产品对于

母品牌价值的影响，既要发挥好母品牌的影响

力，实现品牌价值最大化，也要重视跨界产品

的品牌培育、运行，推动两者相得益彰，共同

做强。

硬科技投入持续加大，业绩增长由虚

转实，数字经济加速布局⋯⋯随着互联网

企业 2022 年一季度财报陆续公布，阿里巴

巴、腾讯、百度、京东、拼多多等几家大

型互联网企业的业绩情况备受瞩目，行业

呈现出的积极结构性变化也成为市场关注

热点。

增速放缓 质量提升

财报显示，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

收 2040.5 亿元，同比增长 8.9%，非公认会

计 准 则 净 利 润 197.99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24%；腾讯控股一季度实现收入 1354.7 亿

元，同比持平，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下净利润 255.5 亿元，同比下降 23%；百度

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一季度实现营

收 284.11 亿元，归属百度的净利润 （非美

国通用会计准则） 达到 38.79 亿元；京东集

团 一 季 度 净 收 入 为 239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8.0%，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 30 亿

元；拼多多一季度总营收 237.94 亿元，同

比增长 7%，净利润 26 亿元，去年同期净亏

损 29.05 亿元。

总 体 来 看 ， 互 联 网 企 业 增 速 有 所 放

缓。“互联网企业业绩与实体经济高度关

联。”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麒牧表

示 ， 当 前 我 国 数 字 经 济 占 GDP 的 比 重 为

40%左右，大部分依附于传统产业，在实体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互联网企业

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互联网企

业今年以来面临的内外部政策环境趋紧。

但国家强化监管力度的本意是引导互联网

企业由此前快速的外延式规模扩张转换为

内生式增长，让行业回到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上来。

此外，受疫情反复的影响，消费受到

较大制约，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38142 亿元，同比下降 0.2%，互

联网企业业绩进一步承压。

然而，积极的结构性变化也让人眼前

一亮。从各大互联网企业财报来看，行业

整体收入结构持续优化，脱虚向实趋势明

显。一季度，腾讯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板

块 单 季 营 收 增 至 427.6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占总营收的 32％，成为腾讯主要收

入增长引擎。

“拼多多选择把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入到

数 字 技 术 、 农 业 科 技 和 农 产 品 物 流 等 领

域。”拼多多董事长兼 CEO 陈磊表示，目

前来看，重仓技术和农业已渐见成效，这

更加坚定了拼多多长期致力于农业数字化

的决心。

回归本心 强化创新

今年以来，互联网企业虽然总体增速

放 缓 ， 但 对 研 发 的 投 入 力 度 仍 在 持 续 加

大，成为一季度财报的一大看点。尤其是

大型互联网企业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努力

寻找增长新引擎，为未来长期发展不断积

蓄势能。

2022 年 一 季 度 ， 腾 讯 研 发 支 出 达

153.83 亿元，同比增长 36％；百度一季度

核心研发投入达 51 亿元，连续六个季度占

百度核心收入比例超过 20%；快手研发费

用快速增长，由 2021 年一季度的 28 亿元涨

至 2022 年一季度的 35 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给互联网企业敲响了警

钟 ， 许 多 企 业 开 始 重 新 审 视 自 身 发 展 模

式：当下一个公共事件来临时，如何经受

住考验，继续在市场上活跃下去，持续为

客户提供价值？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数字

化转型成为必须要做的事。”胡麒牧分析。

为提升穿越经济周期、抵抗外部风险

的 能 力 ， 互 联 网 企 业 积 极 寻 找 增 长 新 引

擎，整个行业发展逻辑正从“高速度”转

向“高质量”。

“阿里巴巴集团致力于高质量增长，并

进一步明确了面向未来高质量增长的一系

列路径：服务好高质量的消费者群体，持

续建设高质量的数字商业基础设施，通过

高 质 量 的 科 技 创 新 挖 掘 云 计 算 的 广 阔 潜

力。”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张勇表示，一季度，消费、云计算和全

球化三大战略下的多引擎增长，保障了阿

里巴巴的平稳健康发展。

百度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业务。一季度

百 度 智 能 云 营 收 同 比 增 长 45% ， 在 制 造

业、水务、能源、金融和政务等领域已打

造出诸多云智一体的标杆性案例；百度旗

下萝卜快跑一季度订单量达 19.6 万单，继

续夯实全球最大自动驾驶服务商的地位。

京东不断优化供应链基础设施。截至

3 月 31 日，京东物流运营约 1400 个仓库，

包含京东物流管理的云仓面积在内，仓储

总面积超过 2500 万平方米。扎实的供应链

基础设施提升了全产业链效率，一季度，

京东物流总收入 274 亿元，同比增长 22%。

胡麒牧表示，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

必然要面临阵痛，要花时间去积淀，这也

是行业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政策调

控下，互联网企业积极布局多元化业务，

努力寻找第二、三增长极，科技创新正重

新成为行业发展强劲引擎。

承担责任 行稳致远

今年以来，互联网企业更加强调社会

责任感，增强为社会做实事的能力。

腾讯关注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一

系列助力和帮扶计划。比如，微信支付通

过降费让利、“烟火计划”等多项行动扶植

小微企业及个人经营者；小程序、企业微

信、社群等工具打通了众多社区小店与用

户的连接，帮助小微企业生意不断档，重

燃“烟火气”。

阿里巴巴通过数字化的用户触达，商

品 和 服 务 供 给 的 有 效 组 织 ， 使 得 新 零 售

业 务 成 为 消 费 者 获 得 生 活 必 需 品 的 重 要

途 径 。 比 如 ， 盒 马 、 大 润 发 、 淘 鲜 达 、

天 猫 超 市 、 饿 了 么 、 菜 鸟 等 多 个 业 务 参

与 到 涉 及 疫 情 城 市 的 民 生 保 供 中 ， 在 不

确 定 的 疫 情 态 势 下 ， 确 定 性 地 保 障 供 应

链和物流畅通。“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定推

行 多 引 擎 增 长 战 略 ， 强 化 建 设 数 字 商 业

基 础 设 施 ， 聚 焦 高 质 量 增 长 ， 为 客 户 、

股 东 和 生 态 中 的 其 他 权 益 人 创 造 长 期 价

值。”张勇表示。

百度不仅关注自身发展，更积极参与

行业和社会共同成长。作为一家创新科技

型企业，百度连续第四年在 AI 专利申请量

和授权量方面位居中国第一，并承诺在五

年内为社会培养 500 万 AI 人才，目前已完

成超过 200 万。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

彦宏表示，虽然受疫情影响业务承压，但

相信新的 AI 业务将推动企业长期增长，并

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作出贡献。

“互联网企业一头连着供应端，一头

连 着 产 业 端 ， 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 ， 尤 其 在 疫 情 期 间 ， 通 过 助 力

广 大 中 小 微 企 业 恢 复 元 气 、 保 供 居 民 生

活 所 需 ， 互 联 网 企 业 为 稳 定 国 内 市 场 、

助推内循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胡麒牧

表 示 ， 近 期 国 家 加 大 宏 观 政 策 实 施 力

度 ， 推 出 了 一 系 列 提 振 有 效 需 求 、 加 强

供 给 保 障 、 支 持 平 台 经 济 发 展 的 实 招 硬

招 ， 从 经 济 基 本 面 看 ， 随 着 政 策 效 应 逐

步 显 现 、 宏 观 经 济 将 快 速 企 稳 回 升 ， 互

联 网 企 业 业 绩 将 会 随 之 增 长 ； 从 发 展 空

间 看 ， 我 国 数 字 经 济 占 GDP 的 比 重 约 为

40%，相较于发达经济体的 60%以上，未

来还有很大的增量空间。

近日，在“中国这十年”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王

志刚两次点赞超超临界发电技术。

“超超临界”这个拗口的技术名词

顿时火了起来，成为关注焦点。

什么是超超临界发电？

超超临界是应用于火电的概

念。我们所熟悉的火力发电，是利

用煤炭等燃料在锅炉内燃烧，将水

加热成高温高压的水蒸气，推动汽

轮机高速旋转，再带动发电机发

电。按热力学原理，水蒸气的压强

和温度越高，发电效率就越高。1 个

标准大气压下，水从液态变为气态

的沸点是 100℃，想要提高水蒸气温

度 ，就 要 增 大 压 强 以 提 高 沸 点 温

度。在 22.115 兆帕压强、374.15℃温

度下，水蒸气密度与液态水一样，

到达临界状态；当温度和压强都超

过了临界值，水会处于超临界状

态。用超临界状态的水蒸气来发

电，叫做超临界发电技术，而超超

临界发电则是比超临界发电技术更

高的阶段。

目前，超超临界与超临界的划

分没有国际统一标准。我国“863

计划”项目“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

术”中，将超超临界参数设置为压

强≥25 兆帕，温度≥580℃。

超超临界发电有什么超能力？

一是它先进可靠，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国产化设备。

其实，超超临界发电并不是

新概念。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美

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就开始了超超临界发电技术的

研发应用。我国起步晚，1992 年

才开始兴建超临界机组，但利用

国内巨大市场，多家公司长期发力，已具备自主研发能力

和相关知识产权，实现了超超临界机组的国产化。2006 年

11 月，由中国能建集团设计的华能浙江玉环电厂投产运

行，这是中国首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发电机组工程。迄今

为止，我国已连续 15 年布局研发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高效

发电技术，供电煤耗最低可达到 264 克每千瓦时，处于全

球先进水平。目前，该技术已在全国推广，占煤电总装机

容量的 26%。

二是它基础深厚，立足于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禀赋。

中国的电力发展有力支撑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火电功不

可没。我国 2021 年总发电量达到 85342.5 亿千瓦时，其中火

电发电量为 58058.7 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68%。而我国

化石能源资源特点是“富煤、缺油、少气”，煤电在火电中

占比最高。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要发展实体经济，能源的

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以煤为主的能源禀赋决定了煤

电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承担保障我国能源电力安全的重要作

用，意味着我们不能轻易抛弃煤电。

三是它前景可期，站上了实现双碳目标的时代风口。

众所周知，虽然煤电的缺点是污染大、排放高，但清

洁能源发电在稳定性、消纳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煤电是

我国能源安全的主要担当。如何用更少的煤发更多的电，

达到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减少排放的目的，成为亟需解

决的问题。超超临界发电技术正是对煤炭资源的清洁高效

利用，既可建设新机组，也可

用 于 改 造 老 旧 机 组 ， 把 煤 炭

“吃干榨净”。

碳达峰、碳中和双目标是一

场能源革命，正在推动人类由工

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超超临界

发电技术的超能力，就在于它集

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成功要素。

作为火电节能减排的主要技术之

一，超超临界发电技术将助推我

国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月 9 日，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的湖州东博丝织股份有限公司内，工人们正加

紧赶制一批发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丝织品。近年来，当地丝绸企业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将先进理念“请进来”，带着产品和文化“走出去”，生产的丝绸产品深受沿线国家和地区

消费者的喜爱。 张 斌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