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企业评论

2014年12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江金骐 郭志明 校对：燕玉 美编：王祯磊

13

邮箱：janche@sina.com

市场观察

孔见

丁是钉

万达和阿里虽然各自为战， 但“腾百

万”的出现客观上为“一山二虎”创造

了条件。

“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

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这

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经济新常态

的第一条判断。从这个基础判断出发，

不难得出这样一条推论： 小微商机将

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主

要依靠的是大资金、大项目、大投入的

推动。 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 4 万亿

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 让中国经济的

大投资依赖症变得更加严重。 各级政

府都把大项目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

神器， 习惯于采取以投资换增长的经

济发展模式， 导致了地方债务规模的

不断扩大。

国家审计署 2013年 12月披露的

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表明，到

2013 年 ６ 月底， 全国各级政府负有

偿还责任的债务 206988 亿元、负有担

保责任的债务 29256 亿元、 可能承担

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66504 亿元。 伴

随着地方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地方

债务所隐含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正在

成为危及中国经济的重磅炸弹。

依赖大资金、 大项目拉动的经济

增长模式导致了产能过剩的加剧。 凡

是产能过剩的领域，包括钢铁、煤炭、

汽车、 光伏等行业无一不是需要巨额

资金投入的领域。有关部门对于钢铁、

煤炭、 水泥等行业准入规模的门槛式

限制， 非但没有起到淘汰落后产能的

作用， 相反却让产能过剩的情况愈演

愈烈。

与此同时，依赖大资金、大项目的

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了对银行贷款的

“抽水机”效应，大量的银行贷款都被

大项目所占用，导致众多中小企业、小

微项目无款可贷。 一些关乎民生的项

目，比如医疗、保健、养老、教育等领域

的小微项目很少能够获得银行贷款，

甚至根本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另外， 由于大型项目以国有企业

投入为主， 促使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

企业超管理能力、超管理水平的扩张，

这一问题正在累积并演化成巨大的经

济风险。现在能够观察到的是，相继有

一些央企成为亏损大户， 不止是中远

集团连续多年成为 A 股亏损王， 而且

在中国 500 强企业中亏损的企业，国

企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国企高速扩张

的另外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对民间资本

形成挤出效应，窒息民间资本的活力。

从把大项目、 大投资作为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到把解决和满足“个性

化、多样化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是一个本质性的变革。不仅涉及到

发展理念的变革， 也将涉及到投融资

方式和体制的变革。 以民生项目为投

资方向，以民间资本为投资主体，这将

是“中国经济新动力” 的两大主要特

征。

首先一条就是要“以民生项目为

投资方向”。这既是满足“个性化、多样

化消费”的本意，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必然路径。 借用一个名词， 目前中国

经济领域中的一个悖论就是结构性

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 医疗、保健、

养老、 教育等民生产品存在着严重的

低端化和供给不足的问题。 北京同仁

医院一天收入过万的“号贩子”，还有

北京中关村高达 30 多万一平方米的

学区房都足以证明，“看病难、上学难、

养老难” 等民生问题里蕴藏着巨大的

商机。

以教育为例， 中国现在不仅已经

成为全球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

且还呈现出低龄化趋势。 据教育部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提供的数据，

2013 年中国共有 41.39 万人选择出

国留学，留学人数继续攀升。以每个留

学生每年国外花费 20 万元人民币的

低标准计算， 仅此一项就要把高达

800 亿元的消费能力输出到国外。 相

比出国留学， 因供给不足或供需不匹

配而被压抑的教育需求数量更大。

同样重要的是“以民间资本为投

资主体”。与小微商机相匹配的肯定不

是大资本、大投入，这就决定了其必然

是民间资本。从本质上讲，民间资本是

最敏感、最活跃的，有着强烈的逐利动

力。 这就意味着民生领域的重大商机

早已被民间资本所发现。那么，为什么

没有进入？ 一是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

的管制过多，致使其很难进入，或者根

本无法进入。 二是这些领域普遍需要

长线投资，短期获得的可能性非常小。

再加上在投资期内可能发生政策和市

场的变动， 会让盈利的可能性变得更

加不确定。

重视培育和利用小微商机 , 从政

府层面讲， 一个根本的转变就是要把

精力从过度注重大项目， 转向重视商

业生态的培育上。 这里面的关节点是

加紧制定相应的政策， 为民间资本解

决进入难和赚钱难这两大核心问题。

要从根本改变旧有“卡住入口”的低水

平甚至是不作为的管理模式。

发现、重视和利用小微商机，可以

同时解决民生性需求得不满足， 以及

庞大的民间资本缺少出口两大问题。

现时，分散的、小规模的投资不但效率

更高， 也会防止大规模产能过剩问题

的出现。虽然小微商机和小微项目，从

单体来看非常不起眼， 甚至是无足轻

重， 但成千上万的小微商机和小微项

目汇聚起来， 就可以形成排山倒海的

能量，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

新动力。

把小微商机汇聚成中国新动力

“他一边泡妞，一边顺手把世界改

变了。”说的是陌陌创始人兼 CEO唐岩。

陌陌于 12月 11日晚在纳斯达克

正式挂牌了，挨过了 IPO缄默期的唐岩

也终于可以说话了。 但是，针对此前老

东家网易发声明控诉唐岩一事，唐岩并

没有在第一时间里多说话，而是以“竖

中指”的形式，在纳斯达克敲钟现场疑

似回应老东家的“炮轰”。

从网易“炮轰”陌陌，到陌陌纳斯

达克敲钟，前后也就三天时间，但整个

事件充满戏剧性。刚开始，包括前网易

职员在内的多数网民，以“一边倒”之

势批评网易：网易不大气、网易有态度

没气度、网易秋后算账不道义。当事情

进入“下半场”即陌陌正是挂牌后，面

对唐岩率性的“竖中指”动作，原来的

“对弱者的同情” 开始变成骂声一片：

有说“小人得志”的，有说“问题老板走

不远”的，还有人惊呼“约炮”也能上

市？

实话说，陌陌这次最终能够上市，

是在多数人的意料之中；唐岩“竖中指”

泄愤，也符合部分互联网精英们的江湖

气质。 但在中立者看来，唐岩高高竖起

的中指，并不能彻底洗刷掉网易对其的

道德指控，网易对其列举的“在网易就

职期间私创企业”、“涉嫌利益输送”、

“隐报个人作风”三大罪名中，只要不是

捏造、不是空穴来风，当事人都要为此

警钟长鸣。

置身于网易和陌陌的是非之外，

客观看待陌陌的成长历程，有关商业道

德的话题，确实可以在陌陌那里“借题

发挥”。 因为即使到了 2013年，在陌陌

的很多定义中，挂在公众嘴边的定义还

是“约炮工具”。在早期，这款定位于“陌

生人社交”的 APP，甚至被冠以“约炮神

器”的称号。当家人唐岩对此并不讳言，

他们半推半就地借着“约炮”之诱惑，很

有效地在早期阶段为陌陌带来了大量

的用户。 对这一“奇异”功效，陌陌运营

总监王力在 2012 年就曾经表示：“我

对‘约炮神器’这个称呼没什么特别反

感，我是 1983年出生的，那一年严打，

很多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有

更多的自由选择，这是个好事情。 我也

不喜欢谈论道德， 我只相信自由的价

值。 ”

管理层“不喜欢谈论道德”，使得陌

陌团队对“约炮”的概念表述，长时间地

呈现着矛盾和暧昧， 直到 2013 年，唐

岩和他的团队才开始否认这个说法，但

无可否认的是，在众多移动社交应用趋

向式微的时候，“约炮”概念下的道德负

性恰恰成全了陌陌野蛮地、迅速地生长

起来。如今，用户早已过亿级的陌陌，当

完成了原始积累， 一心想与诨概念撇

清，但案底在身，自己想洗白，外人却以

炮轰“炮”。

此为其一，有人借此调侃：“因个人

作风问题被警方拘留 10 天，难怪做出

了约炮利器啊！ ”

其二，对唐岩来说，公众也许不会

因为陌陌的上市而“一俊遮百丑”。具体

来说，在网易针对陌陌“临门一黑”这个

事情上，既有的 3项指控是否属实？ 如

果属实，从职业道德甚至从法律层面来

讲，唐岩确实存在道德瑕疵，尤其是“涉

嫌向亲属所在的广告公司利益输送”的

指责，有专家分析认为，如果证据充分，

当事人“不但违背商业道德，还涉嫌非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

目前的情况是， 唐岩虽然言之凿

凿地表示“要就恶意指控展开自辩”，网

易虽然也声称“保留追究唐岩法律责任

的权利”，但看不出，到底鹿死谁手。

无论出于何种情景， 从一家公司

未办理离职手续就开始个人创业，确实

存在有违职业道德的风险；在一家公司

任高管， 如果与亲属公司有经济往来，

即便亲属公司没有赚钱，也随时存在被

指控利益输送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

讲， 今天唐岩身价虽然超 8亿美金，但

之前留下的隐患，今后会不会更是“树

大招风”？

有关商业道德，核心就是“信、义”

两个字。 信指诚信，诚信是做商业最基

本的道德； 义指做利益分配要兼顾国

家、股东和员工三者。

作为一个刚刚成立三年的公司而

言，陌陌今天能够成功登录纳斯达克，

多少有些少年得志。上市后，唐岩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要尽力对股东实现

最大的回报。 相信这是唐岩的肺腑之

言，但既然公司已经上市，即为公众企

业，今后除了担负“回报投资者”的责

任， 还要厘清商业与道德之间的责任

构成。

商业是天然逐利的， 中国市场经

济的扩大， 导致整个社会对利益的追

逐， 没有法律的规范和道德的要求，商

业道德很容易滑坡。 对企业家而言，如

今已经进入了微博微信时代，信息传播

从未有过如此的对称和快捷，在这样的

一个时代，“走正路、行正道”的先贤训

示，今天看来并不多余。只要走正道，各

种优势资源不怕集中程度高，也不怕聚

合速度快， 也就不必担心“临门一黑”

了。

网易轰“炮”利于匡正商业道德价值

12 月 12 日零时， 国内成品油价

将再次迎来调价窗口。 由于本周期内

国际油价大跌， 市场预期国内油价或

将迎来今年以来降幅最大的一次调

整。 上一次油价下调因调整消费税搁

浅， 而本轮油价下调能否落实也便成

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油价的“内外差”，已经不是什么

新鲜话题了。道理大家也懂，成本价和

零售价之间，自然不能画上等号，还有

各种价值附加，比如加工与流通环节、

比如仓储与管理环节。 但眼见国外油

价便宜得让人“不明觉厉”，且今年各

种简政放权、 减税养鱼的行政作为也

不少，所以大家都想问一声：我们的油

价，还有没有“挤水分”的空间呢？

油价“九连跌”期间，适逢《广州日

报》记者在美国采访。 周二，芝加哥的

常用汽油标价是 3.45 美元每加仑，1

加仑等于 3.78 升，每升油折合人民币

价格为 5.6 元， 与广州油价的差价为

21%，而芝加哥被公认为是美国油价较

高的地区之一。同样零售价，差别如此

之大， 当然有税负的考量， 但刨除税

负，就没有别的“差异”了吗？以中国石

油的财报为例， 其前三季度管理费用

高达 630 亿元， 营业费用高达 452 亿

元，两个数据加总之和，已超出 960 亿

元的当期净利润。税负暂且搁置不议，

管理与营销成本是否“虚胖”呢？

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譬如面对

当下中美油价的差异， 中石化广东分

公司认为，“国际原油价格不是一下子

就跌到 70 美元的，企业进口、采购原

油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之前几个月不

断进口的油品， 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说法当然都能理解，生产与销售，

有个合理的流程， 原油价格不可能即

时反映到终端价格上来。 但接下来两

个问题就来了：其一，按照这个说法，

油价高低的时候，都有采购行为，那也

就意味着，将来国际油价反弹之后，国

内油价还应该有个“降价期”才对。 不

然，降价滞后、涨价及时，机制是正反

都有理？ 其二 ，11 月 27 日召开的

OPEC 部长会议决定，保持石油生产目

标每天 3000 万桶，不减产。 在这样的

背景下， 国际市场上低价油的供给不

成问题。按理说，作为石油消费大国的

中国，正利用油价下跌的机会，在市场

上积极购进原油。那么，巨头们的石油

储备充足与否？ 会不会出现民众所担

心的“买高不买低”？

瑞穗银行数据显示， 油价跌 30%

很可能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提高 0.3 至

0.5 个百分点。 不少经济学者甚至认

为，油价持续走低，可以缓释中国输入

性通胀的压力， 从而为央行的进一步

宽松政策创造更大空间。

国际油价大跌的利好， 但愿能不

打折地传递到中国油价的数字中来。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油价大跌的利好堵在哪条路上了？

当成千上万的小微商机和小微项目汇聚起

来， 就能汇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

的新动力。

谈起万达集团，我们就容易联想到王健林、王思聪，

而他们也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物。 近日， 随着万

达商业地产港股 IPO 的进程加快， 万达再度成为市场关

注的焦点。

据悉，万达商业目前拟定于今年 12 月 5 日启动全球

路演，或将于 12 月 19 日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与此

同时，在今年 11 月 28 日，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终于从中国证监会手上拿到了核准批文，并有望成为国

内院线的第一股。

万达上市，确实会引来不少的眼光。 但是，随着万达

帝国的扩张野心逐步膨胀， 其核心竞争者阿里， 也同时

加快展开其帝国版图的扩张速度。

事实上，阿里的上市进程并不比万达轻松。继之前阿

里从港股退市后， 今年以高调的姿态在美国纽交所成功

挂牌上市。

根据数据统计，继阿里巴巴赴美上市至今，阿里巴巴

的市值规模已经扩张至 2700 多亿美元。 与此同时，马云

的身价继续水涨船高， 并超越王健林， 成为了中国的新

一届首富。

万达与阿里的野心都很大，但是面对“首富”宝座，都

表示“对‘首富’不感兴趣”，潜台词是：我要坐地干活，干

完活再说！

以万达为例， 自其 2006 年开始涉及文化产业以来，

至今已经拥有了电影产业、舞台演艺、电影娱乐科技、主

题公园、连锁儿童娱乐、连锁量贩 KTV、报刊杂志、艺术收

藏等多个领域。 同时，自 2012 年以来，万达的帝国版图

已经逐步打通国际化的路线， 其海外扩张之路明显提

速。

至于阿里，即使其已实现赴美上市的目的，并创造出

多项的神话，但是对马云而言，并不满足于此。 未来，或

将之前从阿里分拆出去的支付宝推到 A 股市场， 完成其

上市融资的目的。 再者， 阿里的国际化扩张路线已逐步

成熟，并以高姿态进军国际市场，争夺国际市场的份额。

显然，对于万达而言，其成功的根基在于与地方存在

良好的合作关系，加上庞大的产业、资金等优势，为其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后者，阿里有 95%以上的会员属于中小企业，而

其 B2B 模式也适应了中国的特殊国情， 为大量的中小微

型企业解决了渠道、资金等困难。 与此同时，其合伙人制

度适应了阿里的长远性发展， 优秀的团队也最终促使阿

里走向辉煌。

多年来，万达与阿里存在或多或少的竞争关系。特别

在最近两年， 随着阿里电商模式的全面推行， 也直接冲

击了万达传统的发展模式，实质上也倒逼万达的转型升

级。

2014 年 8 月 29 日，万达、腾讯及百度在深圳联合召

开发布会， 正式宣布在香港注册成立电子商务公司。 其

中，一期总投资额高达 50 亿元人民币，万达持股 70%，腾

讯和百度各自持股 15%。

显然，“腾百万”的合作，既是当时的社会焦点，也意

味着“二虎同林”也成为可能。 但是，二者在高调合作的

背后，客观上也在冲击着阿里电商的“一家独大”。

一直以来，业内普遍认为，腾讯拥有着客户流、百度

拥有着技术信息流， 而阿里则拥有着电商基因， 至于万

达，则拥有着庞大的线下商圈优势及庞大的线下消费人

群。

然而，在实际中，阿里与万达却属于典型依赖于流量

的超级大户。 而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就在于， 前者主要以

线上流量为主导， 而后者却以线下流量为主导。 由此可

见，从本质上，两者属于流量竞争的关系。

如今，“腾百万”的出现，实质上就是为了实现三者之

间的资源互补，以此打造全国最大的 O2O 模式，并借此冲

击阿里电商的“独大”格局。

对于阿里而言，也并非没有作出提前性的防备。 早

在今年 3 月底，阿里巴巴就以 53.7 亿元港币的价格对银

泰商业进行战略性投资，随后，阿里还出资 10 亿元人民

币联手银泰建立电商平台。

显然，银泰与阿里的合作，一方面能够有效解决其

客户大数据转化等核心问题，并有利于强化双方的切身

利益； 另一方面， 此举促使银泰走出传统百货行业的发

展瓶颈， 并借助阿里的优势， 回避了类似王府井这类封

闭式的电商发展模式。

对此，“阿里与银泰”的发展模式与“万百腾”O2O 合

作模式， 两者并非存在完全的较量。 退一步来说， 即使

“万百腾”能够在未来做出一定的成绩，也未必能够真正

取代阿里的电商地位。 但是，在各自的“野心”驱使下，或

许能造就两大巨头的比肩辉煌。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万达与阿里

“一山可容二虎”

江金骐

邓海建

以陌陌为代表的少年得志企业， 如果忽视

巨大成功后的商业道德，那么商业越成功，

破坏性可能就越强。

郭施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