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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泡沫无处不在。不过，与其

他产业相比，互联网行业的泡沫来得

更凶猛，破灭的速度也超出了很多人

的想象空间。从去年开始，不只中国

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都在见证一轮互

联网产业泡沫破灭潮，大量互联网企

业开始陷入新的困境之中。大企业

被迫继续做大做强，而中小企业则被

迫收缩，一些创业型公司则面临着无

钱可烧的尴尬。

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一大批互联

网企业的股票出现了高达20%，甚至

30%以上的跌幅。其中，在全球市场

上被称为“FANG”的四家互联网巨头：

Facebook（脸谱）、Amazon（亚马逊)、

Netflix（网飞）和Google（谷歌)，在中

国市场上被称为“BAT”的三家互联网

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都面临

着互联网泡沫破灭带来的业绩不确

定性。

可以看到，造成当前互联网产业

快速泡沫的动因并不复杂。一方面，

是互联网产业发展时间短，发展迅

速。传统产业和企业都经历长达30

年、甚至50年的发展历程，才步入产

业发展的黄金期和成熟期。而全球

范围内，互联网产业发展不过20多年

时间，中国互联网产业真正的发展期

才有10多年时间。在这么短时间内，

大量互联网企业遭遇“消化不良症

状”实属正常。

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的崛起，

就是打着颠覆传统产业玩法、模式和

手段的旗号，站在传统产业和企业的

对立面上，建立新的产业规则、商业

模式和产业边界。这是一场从无到

有的系统革命，需要建立从底层的产

业边界到上层的产业模型，从商业伦

理到最高层的产业方向和发展趋势

等一系列布局。但是众多互联网企

业只是忙于自身的快速做大做强，还

没有资源和精力投入行业可持续发

展的系统建设上。

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产业从

欧美到中国的短短10多年快速发展

过程中，大量中国互联网企业采取的

是单边模仿、复制、跟随的商业手段

和操作策略，缺乏自身的独立价值判

断和商业逻辑，就是典型的“拿来主

义”，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下企业短

期内的规模和平台做大，靠的是社会

人口红利、政策红利以及时代驱动下

的产业红利，而根本没有建立企业自

身的差异化核心竞争力。由此，一旦

产业发展进入新的拐点，行业发展遭

遇新的轨道和瓶颈，行业泡沫便随之

快速破灭。

过去几年，大量互联网企业，特

别是创业型的互联网公司普遍的玩

法，就是从来不考虑如何赚钱，而是

靠典型的烧钱来营销和驱动，以打造

生态圈的名义将“烧钱作为最大的商

业模式”创新。在完成首次A轮融资

之后，就开始进行B轮融资，B轮结束

之后就进行C轮。最后就奔着上市融

资赢得全体股民的投资。在一轮又

一轮的融资过程中，很多互联网企业

从来没有考虑如何快速赚到钱，而只

是通过持续的烧钱战略来解决企业

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这种模式，带来的最大结果就是

让所有人都将互联网作为“淘金圣

地”，都想打着互联网的旗号和创业

者的身份到这个领域来进行短期投

机。最终，导致大量的投机者与投资

者鱼龙混杂，不仅造成了互联网行业

一时的泡沫高涨，还误导了大量创业

者，认为烧钱才是互联网的主流模

式，认为不烧钱的项目就不是好项

目，认为商业的创新与变革就是要

“钱生钱”，而不是传统商业那样需要

找到回归商业本质和市场轨道的经

营和变革。

可以预见，在整个经济发展趋于

平稳，市场竞争步入正轨时，互联网

泡沫快速破灭，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

互联网企业，都需要回归产业的本质

和商业的根本进行创新与变革。那

就是，任何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本

质上都要解决降低行业交易成本、提

高行业交易效率，缩短交易流程和时

间，真正建立起企业与用户的直接沟

通关系。而绝对不是一些互联网企

业此前通过烧钱就能解决的，必须回

归每个产业发展的根本特点和属性。

当然，这一轮的互联网泡沫破灭

并非没有价值，这是任何一个产业从

青涩走向成熟，从探路走向引路的必

经之路和重要周期。特别是，可以让

大量的互联网企业以新的思维和角

度，来思考在新的经济环境和产业环

境下的发展模式和手段。同时在关

注自身发展同时，还需要考虑关注外

部经济环境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轨道，

避免因为资本遇冷而无法支撑互联

网企业的持续发展，从而造成大量企

业的生存困境。

【反思互联网产业之三】

互联网泡沫破灭，
烧钱战略走进死胡同

沈闻涧

我们正在亲眼见证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

那些以生态为名义，以烧

钱方式存活却迟迟找不到

盈利模式的大量互联网企

业，已经走进发展的死胡

同。现在，众多互联网企

业是时候停下脚步来思

考，接下来应该靠什么生

存与发展了。

为保障春节期间网络消费市场秩序，保障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海淀工商中关村西区工商

所提前着手，加大对辖区内各大网络平台促销

活动以及两大电子市场的监管力度，规范春节

期间线上线下促销活动，全面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一是召开电商绿色通道联席会议，进行消

保工作部署。明令禁止先涨价后降价、以次充

好以假乱真等欺骗消费者行为。二是加强对两

大电子市场的巡查和排查。针对消费者投诉举

报集中地商户，依法责令商户暂停营业。并联

合市场主办方，要求春节期间营业商户签订《市

场诚信经营承诺书》，督促市场商户诚信守法经

营。三是加强网上和入户巡查，打击虚假广

告。依据新《广告法》，对各网站进行横向排查

和纵向抽查，对商品服务促销宣传广告，执行具

体、严格的下架标准。四是联合消费者协会，发

布春节购物提醒。提醒消费者与商家就售后服

务等相关事项进行充分沟通、选择规范的平台

商户以及截图商家活动页面作为凭证等具体事

项，帮助消费者理性消费、保护自己。五是及时

公示，强化违法行为曝光力度。加大对销售假

冒伪劣商品、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实施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力度，适时通过媒体向社

会公布违法经营及交易违法典型案例。六是建

立多元消费投诉受理渠道，及时受理快速处

理。七是建立应急预案，积极应对消费者纠纷

和突发事件。对各电商和市场商户从货源、物

流、后台到客诉等各环节预案进行专业指导和

备案。

海淀工商强化春节市场监管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一家言

（上接第六版）

据悉，此次啤酒行业的老大和老

二交易，分别需要英国、比利时等地的

审批。根据通报显示，预计在2016年

下半年交易将完成。这桩世界最大啤

酒收购案也在搅局中国市场。

对此，方刚认为，双方如果合并，

在中国市场份额将超过35%，必将面临

在中国市场的反垄断审查。而SAB米

勒拥有雪花啤酒49%的股份，此次两巨

头合并后，有可能会被要求出售SAB

米勒所持49%华润雪花的股权。届时，

中国啤酒市场也将面临变局。

早前市场一直有传言称嘉士伯或

将接手这49%股份。梁铭宣表示，以嘉

士伯第三季度的业绩亏损状态来看，

嘉士伯很难去完成并购，且嘉士伯表

示将减少在中国的费用，可见受业绩

的影响，嘉士伯承接华润雪花的热情

并不高。

原本可以通过并购提升中国市场

业绩，但目前来看这一传言或很难达

成。实际上，嘉士伯在中国虽然拥有

多个小啤酒品牌，但是其在中国的市

场份额只有 7%左右，百威英博收购

SAB米勒将进一步冲击嘉士伯，嘉士

伯在中国的日子愈发难过。

国内啤酒市场收缩，竞争却在加

大，中国的啤酒市场进入寡头时代。这

种压力即使是国内前几大啤酒品牌都

能感受到。目前，全国前五大啤酒品牌

华润雪花、青岛啤酒、百威英博、燕京啤

酒、嘉士伯的份额已经达到80%。未

来，就如国外一样，啤酒行业会越来越

集中，市场能容纳的巨头不会超过三

个，即使是前五大，也存在危机感，没有

进入前五的啤酒品牌生存更难，即使很

知名的外资品牌也不例外。

梁铭宣表示，巨大的亏损规模让

嘉士伯已经很难通过收购去拓展市场

份额。不仅如此，未来嘉士伯或会被

逼无奈出售旗下众多啤酒品牌，甚至

是整个中国业务。嘉士伯或许也会走

上强强联合之道，寻求与华润雪花、青

岛啤酒等啤酒厂商的合作。

嘉士伯迷途：中国啤酒业进入淘汰赛

近日，中石油在微信公众号上称

美国油价比中国便宜的关键是税制，

使油价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文中主要阐述了国内油价不降

的几个理由：一是美国技术先进，原

油供应稳定性高；二是人少油多；三

是去除税款的实际价格基本与美国

持平。文中还列举了油价比中国高

许多的德国、韩国、挪威三个国家，强

调美国只是个“例外”，中国的油价只

是看上去“贵”。

中石油的解释无非想说油价高

是因为税，与自己无关，目前的油价

其实已经中偏低了。

油价真的只是看上去“贵”吗？

其实不然。以中石油提到的三个国

家为例，德国的成品油消费税虽然为

57%，高于中国的48%，但德国的人均

月收入为 3100 欧元，折合人民币

22512元，而中国只有4275元；韩国

的成品油消费税为52%，人均月收入

26.3 万韩元，折合人民币为 22440

元。挪威虽然油价几乎比中国高两

倍，但人均月收入达7000多美元，折

合人民币45700多元，是中国的10倍

多。

另外，中石油强调生产技术落后

造成成品油成本较高，这虽然是因素

之一，但不应成为理由，也不应该存

在。沙特、伊朗等国的生产技术并不

比中国先进多少，但生产成本却能控

制在10美元/桶左右，比我国整整低4

倍。其中有几分是能力问题，又有几

分是虚假水分？

其次，我国发改委的成品油“价

格熔断”机制也值得商榷。事实上，

自2014年下半年起至今，国际油价一

路下滑，最低时跌至近26美元/桶，且

远不是终点。当下美国的油价已降

至每升2元人民币以下，而国内油价

却依然坚挺。“熔断机制”意味着国际

油价低于每桶40美元时，国际油价下

跌似乎跟我们永远没有关系了。

按发改委的说法，继续随国际市

场下调国内油价有损国家能源安全，

必须保证2亿吨国内原油生产（正好

是我国年产量），而我国原油生产成

本略高于40美元/桶。换句话说，就

是要确保国内原油生产企业的利润。

中国经济要与世界接轨，为何油

价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

议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的说法，在国内成品油市场这一

块能落实吗？成品油市场可以例外

的特殊性在哪里？价格设定在油价

每桶 40 美元以上、130 美元以下区

间，其根据又是何在？

笔者认为，油价并不只是看上去

“贵”。成品油生产企业应该在降低

成本、提高技术含量、提升创新能力、

完善管理等方面下工夫、使狠劲。任

何企业都是在市场上通过激烈竞争

打拼出来的，而不是靠政府定价保护

“养”出来的。

同样，政府定价保护只会让企业

惰于竞争、腿脚萎缩，最终会在激烈

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倒下。

市场竞争不是坦途，需要跋山涉

水的耐力和克服高山险峻的魄力。

中国油价真的只是看上去“贵”吗？
金开平

成品油生产企业

应该在降低成本、

提高技术含量、提升创

新能力、完善管理等方

面下工夫、使狠劲。任

何企业都是在市场上通

过激烈竞争打拼出来

的，而不是靠政府定价

保护“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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