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阿里巴巴集团赴美上市，不

仅创下了美股 IPO 的最高纪录，更是有

望冲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至此，阿里、百度和腾讯这三家所谓

的“BAT”阵营全部完成了上市，名正言

顺地成为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前三强。

基于海量的用户和丰厚的资金支撑，它

们衍生的大量二级三级业务正在给其他

互联网公司带来越来越多的压力。

这种背景下， 如何打破 BAT 三巨

头强者通吃的局面，正在成为各互联网

公司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以奇虎 360、乐

视、 雷军系和刘强东为代表的“3L”梯

队，已然从整合细分领域产业链的角度

站稳了脚跟。

空间压缩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空间正在得到

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是留给大量互联网

公司的空间却不多了。 至少在目前可以

看到的细分领域， 无一不闪现着 BAT

三巨头的身影。

近年来，分别作为中国最大搜索引

擎、中国最大的电商、中国最大的即时

通讯， 在自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BAT

相继拓展了从电商、游戏、地图到支付、

社交等系列的子产品线，与这些细分领

域的公司直接竞争。

中国互联网一直崇尚马太效应，前

期长达数年不求盈利， 只为吸引用户，

当然这需要持续不断地融资来保持运

营。而无论是用户，还是资金，BAT 都具

有天然的优势。

公开资料显示，BAT 三家公司中，

每家的用户都是以亿计的，随便导入一

项新业务，都可在一夜之间吸引千万级

别的用户；这已经为新业务省去了大笔

的营销成本， 况且 BAT 还有大把的流

动资金可以进行扶植。

不容否认，像阿里入股新浪微博这

样， 近年来 BAT 在业务拓展的方式上

也更加开放，逐渐从原来的推出自有业

务到投资或者收购第三方公司，包括阿

里投资高德地图，腾讯将搜索、地图、电

商业务分别与第三方合并，百度收购爱

奇艺、糯米网等等。

这虽然让一些公司有了进一步发

展的机会， 但仍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

即：在 BAT 的阴影下，一家公司想要做

大是难以想象的。

垂直玩法

这不是说 BAT 在跑马圈地的过程

中没有碰墙的时候， 最为明显的是，它

们至今都未能成功地切入对方的业务。

阿里今年相继推出搜索产品“神

马”和即时通讯产品“往来”，目前一直

表现平平；腾讯和百度试图分食电子商

务，前者还能做到阿里的零头，后者则

完全宣告失败；当然，腾讯的搜索产品

最终也被迫并于搜狐旗下的搜狗了。

在其他一些垂直业务方面，BAT 也

面临着失败。 例如在安全领域，百度、腾

讯的安全产品始终未能突破奇虎 360

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手机领域，随着互

联网公司做手机浪潮的集体消退，BAT

只能望小米手机兴叹。

另一方面，即使在阿里已经一家独

大、 腾讯和百度都未能切入的电商领

域，一些中小公司却通过对用户细分需

求的挖掘开拓了新的市场。 像主打名品

特卖的唯品会， 股价一度高达 200 美

元，此外还有化妆品电商乐蜂网等几家

细分领域电商也已崭露头角。

对比正反两方面的案例不难发现，

如果对细分领域深耕到位，构建有效的

竞争壁垒，而不只是停留在融资———烧

钱买用户的层面上， 即使是面对 BAT

这样强势的对手，也仍然有发展壮大的

机会。

实际上，与 BAT 相对应，中国互联

网已经出现了以垂直模式为特征的

“3L”格局，即奇虎 360（3）、雷军系（L）、

乐视（L）和刘强东的京东（L）。

“3L”阵营

安全产品起初并不在 BAT 的主要

关注范围，主要原因可能是早期通过软

件销售来盈利的模式不符合互联网公

司基于流量拓展商业模式的思路。

直到 2010 年，360 和腾讯间爆发的

一场“3Q”大战，BAT 和互联网行业开

始意识到安全产品在互联网格局中的

重要性。 此后，腾讯和百度作为 360 的

主要竞争对手，相继投入巨资研发和推

广自己的产品。

但在那个时间，360 依靠免费模式

已经占据了中国绝大多数网民的桌面，

并且基于安全产品研发了安全浏览器、

安全导航等系列主打安全的互联网产

品，后来甚至推出了安全搜索，把战火

烧到了百度和腾讯的后院。

与 360 类似， 乐视在视频网站的

基础上， 搭建了一套“平台 + 内容 +

终端 + 应用”的生态模式，引领了中

国互联网电视的潮流； 小米则依托互

联网手机， 创造了一个包含社区、产

品、粉丝的“米粉”经济；而京东则依

靠 3C 产品产业链的把控， 以极低的

价格、 较高的质量和忠实的用户，生

生地在阿里占据垄断地位的电商领域

撕开了一个口子。

当然，3L 并不是一成熟的概念，目

前 3L 所取得的成绩与 BAT 也不在一

个重量级，比如，小米还停留在硬件层

面，应用生态是短板；乐视生态比较完

善，终端用户却不过千万；360 和京东的

地位有了， 业务模式相比 BAT 还是过

于单一。

但在 BAT 三巨头笼罩的中国互联

网领域， 其他互联网公司如何突围，3L

为代表的垂直模式的玩法无疑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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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手里有三张牌———用

户、流量和资金，三张牌一出，很少有对手能抗衡。 但

随着互联网进一步地向传统产业渗透，跨界、融合和

垂直产业链的整合能力会成为新的竞争指标， 而这

恰恰可能是互联网下一代演进的趋势。

3L（360、乐视、雷军、刘强东）所代表的互联网新

生力量所具备的冲击动能， 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

中国互联网格局松动已经出现端倪。未来的垂直产业

链整合上，有机会酝酿出新的“霸主”。 会是 3L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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