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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马斯克又上热搜了。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报道，推特公

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成立了一家新的人

工智能公司，打算与 OpenAI 公司展开竞

争。然而就在不久前，他还与 1000 多名

行业高管及专家签署公开信，呼吁在至少

6 个月内暂停开发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系统，并警告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社会和

人类构成潜在风险”。

对于马斯克的“打脸”行为，各界

评论不一。有人认为，他太善于利用流

量了，因此对他的发言不必过多关注，

还是观其行更靠谱；也有人认为，他是

真的对新技术又爱又恨，所以才会左右

摇摆。

事实上，业界及各国监管部门对于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也持不同看法。支持

者如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表示：“暂

停研发 AI 的呼吁并不会解决我们面临的

挑战，应该将重点放在如何最大程度地利

用 AI 技术及其所带来的发展上。”反对者

如意大利监管部门，于 3 月底宣布禁止使

用 ChatGPT，并限制 OpenAI 公司处理意

大利用户信息；随后，德国和法国监管部

门也对 ChatGPT 展开调查。

类似的分歧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

从蒸汽机时代到电气化时代再到信

息化时代，在过去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

人类用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改写了世

界经济史的进程。回顾每一次变革，身处

其中的人们无不陷入思考：新技术的运用

除了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还会引发

哪些问题？是该立刻敞开怀抱拥抱改变，

还是该冷静一下，让子弹飞一会儿？

智能化时代呼啸而来，同样的问题又

摆在了我们面前。

众所周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它基于前

三次工业革命的知识体系，能够利用信

息通信技术、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

物理系统和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的集群

优势，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实现数

字 空 间 、 物 理 空 间 和 生 物 空 间 的 深 度

融合。

从全球发展变革的经验来看，历次工

业革命的技术红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发

展机遇，也给社会治理等领域带来了改革

的契机，其中一些突破更是具有颠覆性

意义。

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规模

生产，摧毁了作坊式的手工业，以流水线

等为代表的大工业逐渐崛起。越来越多

的手工业者开始进入工厂工作，并随着工

厂扩产搬迁远离故土，进而推动了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教育体系也随之改变。相

较于此前的教育体系，通识教育的重要性

开始下降，学科教育逐步兴起，这种更加

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体系显然也与大工

业分工对应。

同样的道理，相比前三次工业革命，

这一次的浪潮呈现出更明显的“指数型增

长”态势，因而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也

更加深远。这不仅体现在技术对投资、生

产效率、组织战略、产业结构的影响，还改

变了个人经济行为模式以及企业和消费

者之间的关系：“加速迭代”的重要性直追

“标准化”，个人定制开始兴起，大数据取

代石油成为“工业的血液”，这一切都是智

能化时代新的特征。新一代信息技术正

引领当今社会朝着物理与数字、线上与线

下高度融合的方向发展。

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也带来了社会治

理的改善。基于大数据构建的多主体协

同、多元信息均衡和海量数据支持，智能

化成为社会治理的技术底色。一个典型

案例就是智慧城市建设，随着数据抓取与

分析能力不断提升，管理正在变得越来越

精细，越来越人性化，这些都是善用技术

带来的好处。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目前的社会并

没有做好充分迎接新技术的准备。

其中最受诟病的就是垄断问题。毫

无疑问的是，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必然带

来技术创新。在新技术“起飞”阶段，的确

有一批新生企业得到了激励。但是，随着

这些初创企业的发展，他们会以指数级的

速度成长为庞然大物，这种强大的科技力

量又会导向事物的反面。

比如，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微软、

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均牢牢占据行业

头部地位，这种事实上的垄断带来了经

济分配不均和新型的社会鸿沟，即便移

动互联网出现也未曾动摇其地位。换句

话说，他们往往成为抑制创新和公平竞

争的最大因素。这也是包括美国自己在

内的各国相关部门纷纷对其发起反垄断

调查或作出处罚的原因所在。

然而，如果抛开社会影响，仅从企业

自身发展逻辑来看，科技巨头垄断地位的

形成又多少存在“程序合理性”。比如，这

些企业之所以能攫取市场垄断地位，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其在新技术领域先行了一

步，从而在专利制度的保护下建起了深度

惊人的技术“护城河”，进而又形成了防御

力更加惊人的收益“城堡”。在此基础上，

基于强大的资金能力，这些企业在面对具

有竞争力的小企业时又掌握了极大的主

动权。由此，学界还提出了一个“创新射

杀区”理论，即实现技术突破的小企业在

面对拥有资本优势的大企业时，要么被收

购，要么被“射杀”。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国家安全、社会

伦理等诸多领域。可以说，如果没有相关

规则的及时“进化”，新技术突破现有秩

序，进而给社会带来不可控的影响，必然

是大概率事件。

话说回来，倒洗澡水要把孩子也倒掉

吗？辩证地看，新技术就像是小孩子，一

方面精力旺盛、活蹦乱跳，但同时又调皮

捣蛋，难免弄得满身泥巴。对于这些让人

头疼的小家伙，机械地扼杀不必也不理

智，好好教育培养才是正途。真正重要的

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用发展的办

法解决问题。

智 能 化 时 代 的 迷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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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不单是一个物产丰富的花

园。它安静、枝繁叶茂、绿树成荫，却不是

圣地。这是行星上最好的战场，为生存每

分钟都在进行着残酷的战争。”这是作家

坎迪斯米勒德在《疑惑之河》写下的话。

亚马孙就是这样一个花园。

从地图上看，亚马孙河如一棵大树横

陈在巴西北部的绿地上，蓝色的支流形成

了大树的枝丫。

我坐在直升机上，沿着亚马孙河低空

飞行，脚下绵延的雨林呈现出青黑色。那

是各种植物在光影斑驳下呈现出的不同

色彩交杂在一起混出来的别样色调。那

一刻的观感，仿佛飞机成了时空机器，穿

越到了远古时期的丛林，翱翔于几亿年前

的地球上。

亚马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

几乎成了巴西的一个国家标志。这里也

是地球上自然环境最为原始的地区之一。

欣古河是亚马孙河较大的一条支流，

在葡语中被称为 Rio Xingu。这里植被

种类极其丰富，还生活着树懒、金刚鹦鹉、

蜂鸟等珍稀动物。欣古河

这个名字的具体来

源 不 得 而

知，不过巴西很多诗歌、艺术都常以欣古

来 命 名 ，可 见 这 条 河 在 巴 西 人 心 中 的

地位。

我们此行的中转站是欣古河畔的阿

尔塔米拉市。这座城市不大，还不到 16

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仅有 10 万人，平均每

平方公里只有 0.6 人。这里也没有什么像

样的工业，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农业种

植、渔业和航运业。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阿尔塔米拉

与其说是座城市，其实更像是隐藏在丛林

中的部落。大地是绿色的地毯，上面的黑

色沥青路、红色土路以及蓝色河流，都是

地毯上的花纹。河流两岸，是一眼望不到

边的树木，单调地兀自壮丽着。我们仿佛

也被这层层叠叠的绿催眠了，刚开始还很

兴奋，后来渐渐陷入半梦半醒的奇异状

态，仿佛醉氧了一般。

在阿尔塔米拉市下了飞机，还要换乘

汽车，沿着 116 号公路行驶 100 多公里，再

上土路才能到达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入夜不久，突然暴雨如注，车子几乎

无法驾驶。漆黑的夜里，闪电划破苍穹，

稍闪即逝的强光勾勒出天边森林的曲线

和压在森林上空的云的轮廓，复又漆黑，

如梦似幻。

我们的车依旧在不知疲倦地狂奔，只

有车灯照到的一小段路面是亮的。土路

上沟沟坎坎不断，车身起起伏伏，身在其

中的我们也摇摇晃晃。恍惚间，我们的车

子仿佛航船，航行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看不清前路，更看不见归路，只有前行成

了唯一的信念。

雨林里的雨下得一惊一乍的。时而

“噼里啪啦”地砸在车窗上，那是头顶飘来

了一片云；突然间又安静了，仿佛什么都

没有发生过。对当地情况无比熟悉的司

机告诉我们，这是旱季经常发生的情况，

至于雨季，一言难尽。在热带雨林，下雨

才是常态，但你无法预测天气，因为谁也

不知道哪片云会来，什么时候会来，它飘

过来是带着一场雨，还是单单为了遮住一

缕阳光⋯⋯

进入雨林，人们的标准装备是连身

裤，戴上能够裹住脖子的帽子、长手套、护

目镜。穿着这样的服装，在潮湿闷热的雨

林里，莫说行走攀爬，就是动都不动待上

几分钟也会汗如雨下。但这是我们保护

自 己 不 被 毒 蜘 蛛 、毒 蛇 等 咬 伤 的 唯 一

办法。

向导告诉我们，以他多年穿越丛林的

经验看，这里的动物和国内的差别就一句

话：“反着来，大的变小了，小的变大了。”

美洲豹，本以为它是丛林霸主，得有多威

猛，可他只见过一只不大点的，也就和家

养的大狗差不多身形。蜘蛛、蚂蚁、蜥蜴

等，本以为是小动物，等靠近才发现，人家

体格一点都不小，至少比它们在国内的同

类大上许多，看一眼就能被吓出一身冷

汗。在雨林里，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久久

凝视着是很正常的事，很可能真的就是某

种生物在盯着你。不过，大多数时候都不

用紧张，因为它盯着你并不意味着会发起

攻击。其实就和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看它

们一样，它们也会对人类好奇。

和动物相处也是门学问。生活在这

里的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即便见到了猛

兽也能保持冷静，但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

到的菜鸟，一切就没那么容易了。比如有

一天，在回村的路上，车子突然停了，原来

是一条碗口粗的蟒蛇横在马路上。司机

看起来一脸淡定，只有我僵成了石头，无

法控制的思绪已经自动脑补出了一部《狂

蟒之灾》的电影。等这条花绿相间的庞然

大物慢悠悠地“咕唧咕唧”走了，冷汗才从

毛孔里奔腾而出⋯⋯

有人说，亚马孙是一个能让你重新思

考自己的神奇地方。

在这里，人不再强大，哪怕一只蚊子

也能让你痛彻心扉；人不再特别，在猛兽

的眼里，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行走的

肉排”；人也不再高贵，就算迎面走来的只

是 一 只 野 猫 ，你 也 最 好 低 眉 顺 眼、让 路

为先。

把高傲放下，把身段放低，人与动物

平等相处、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或许就是

亚马孙想告诉我们的。

营销是什么？这似乎不成其为一个问

题。然而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对营销应该有

更深层面的理解。

最近，一本已经畅销全球 50 年的商业书

籍第 16 次再版了，书名为《营销管理》，作者

是有“现代营销学之父”之称的菲利普·科特

勒——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持续不停地

更新、完善着对营销的观察与思考。

“企业必须积极地创造并滋养市场。”“优

秀的企业满足需求，杰出的企业创造市场。”

这些都是科特勒的著名论断。其背后的逻辑

是全球已经进入“产品过剩”时代。当前的问

题并不在于供给层面，而在需求层面——过

多的产品正在追求过少客户的青睐。唯一的

出路是突破现有认知框架，创造并培育一个

新市场。

举例来说，当谷歌（Google）认识到人们

需要更快、更有效地访问互联网信息时，便创

建了一个可以对查询结果进行分类和排序的

强大搜索引擎。当宜家家居（IKEA）注意到

人们想要以足够低的价格购买优质家具时，

便推出了可拆卸家具。

两家公司都展现出了高超的市场营销能

力，将需求转变成了可盈利的商业机会。

简而言之，好的营销就是“有利可图地满

足需求”，它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门艺术。

因此，把营销等同于销售，是一种严重的

误读。实际上，销售只是市场营销的冰山

一角。

著 名 管 理 理 论 家 彼 得 · 德 鲁 克 曾 说

过 ：“我们可以假定，对销售的需要总是存

在的。但市场营销的目标就是让销售变得多

余。市场营销的目的是去很好地认识和了解

顾客，让产品或服务适合顾客并实现自行销

售。理想情况下，市场营销的成果是使顾客

产生购买意愿。之后所需要的就只是提供足

够的产品或服务。”

谷歌和宜家的成功就是如此。这其中，

零售商出色的销售技巧并不是主导因素，对

消费者、竞争者以及所有影响成本和需求的外部因素做了认真的功课，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正确的产品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基于这个结论，科特勒还为企业重新下了一个定义：企业本身就应

该是一个营销组织。这意味着，营销并不单单是销售人员的工作，而是

整个企业组织运营的核心。

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个场景：

一家大型航空公司的营销总监希望提升公司的客流量。他的策略

是提供更美味的食物、更干净的客舱、更训练有素的乘务员和更低的票

价，以此提升顾客满意度。但是，一般情况下营销人员在上述方面都没

有权限，即便他的职位是“总监”。

结果怎么样呢？大概率是没有结果。餐饮部门继续采购低成本的

食品；维保部门继续使用廉价的清洁服务；人力资源部门在招聘员工时

依然用的是原先的标准；财务部门则两耳不闻窗外事。

如果希望达成既定目标，营销总监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向公司高级

管理团队寻求帮助，在得到认可和授权后，再去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也

就是说先达成纵向一致，再寻求横向一致。

管理层的参与是这一整合营销努力的核心，只有他们有能力动员

并激励所有员工——从票务预订员、维保人员、餐饮部员工到乘务

组——让所有人共同努力，重振航空公司提供优质服务的使命。

换句话说，只有在所有部门为实现客户目标共同努力时，营销才会

成功。这一切有赖于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更依赖于高级管理团队的

共识。最完美的状态是，企业家本身就应该是一名优秀的首席营销员。

这一观点也回应了本文开头引用的两个案例。如果不是谷歌的创

业团队很早便达成共识，将关注焦点集中在搜索引擎上；如果不是宜家

的高级管理团队及时达成共识，将业务重点转到“可拆卸”这 3 个字上，

这两个营销学上的经典案例就不会存在。

这就是本书所要表达的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个层次，营销和销售

根本不是一码事。真正顶级的营销是创造市场、滋养市场，进而拥有市

场。只要营销做好了，销售就是水到渠成的。第二个层次，企业要想做

好营销，首先需要达成共识，然后将这个共识推广至整个企业，将其变

成所有部门共同的指南针。

打破传统的营销局限，让真正的营销引领转型，或许才是企业更好

的生存之道。

让营销成为企业共识

﹃
指南针

﹄

肖

瀚

□ 陈希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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