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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教主”周鸿祎变形记

哈啰出行取消赴美上市的背后逻辑
7月28日，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网

站披露信息显示，基于应用程序的打车服务
提供商哈啰出行取消了在美国上市的计
划。哈啰出行方面对外称，后续将会根据国
家监管要求和资本市场环境，适时推进 IPO
事宜。从哈啰出行递交招股书到现在宣布
取消上市，仅仅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尽管时间并不太长，但是，这三个月的
时间内发生的事件不可谓不多。除了不断
有企业赴美上市之外，国家有关部门对于赴
美上市的监管同样开始收紧。以滴滴出行、
Boss直聘为代表的赴美上市企业都遭遇到
了相关的监管，由于这些负面消息的影响，
这些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并不是太好。

因此，哈啰出行在此时此刻宣布取消赴
美上市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作为共享出行领域的后起之秀，哈啰出
行走出了一条比前辈 ofo、摩拜出行更加稳
健的发展道路。当 ofo深陷财务危机，摩拜
卖身美团之后，哈啰出行可以坚持到今天，
并且可以递交招股书，不得不说是共享出行
领域的样板。然而，随着互联网红利，特别
是资本红利的见顶，纵然是哈啰出行这样在
激烈竞争当中存活下来的企业，不得不正视
市场，选择新的发展道路。

一直以来，诸多的互联网企业都将赴美
上市看成是终极目标。原因在于，在美国的
证券市场上，互联网企业可以获得足够多的
资本支持。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
互联网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表现开始
从高潮走向没落，很多企业非但没有在美国
证券市场上得到想要的资本支持，反而被扯
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哈啰出行亦不例外。
虽然它经历住了互联网时代的洗礼和

考验，但是，如果它在赴美上市之后并未得
到想要的资本支持，那么，这样的上市，其实
是没有任何裨益的。另外，哈啰出行毕竟是
一家中国本土的互联网企业，所以，还是要
遵守中国市场的相关监管要求，按照中国的
法律法规行事，只有这样，它才能继续发展。

那么，哈啰出行取消赴美上市的背后逻
辑是什么呢？

美国资本市场已无法满足哈啰出行的
需求

一直以来，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中国
科技企业几乎都将美国证券市场看成是上
市的首选目的地。从早期的搜狐、新浪、网
易，到后来的百度、阿里、拼多多，几乎所有
头部的互联网企业都将美国作为海外上市
的首选。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在于，美国资本市场可以满足这些企业的
融资需求，帮助他们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继
续前行。

而这些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表现
同样印证了这一点。美国投资者通过投资
这些互联网企业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而中国
的互联网企业同样获得了充足的资本支
持。作为后起之秀，哈啰出行同样想要沿着
前辈们的路前进，但是，当中美关系恶化所
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让后来的企业开始在美
国上市之后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以滴滴出行、Boss直聘为代表的企业遭
遇监管，就是这一现象的直接体现。当监管
出现，它们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开始遭遇估价
破发，甚至连腰斩的情况发生。在这样一种
情况下，选择在美国上市早已失去了原始的
初衷与意义。

哈啰出行之所以取消赴美上市，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赴美上市业已无法
满足它的资本需求。与其这样，不如选择一

种更加稳妥的方式：赴港上市，抑或是等到
资本市场好转之后，择机上市。只有这样，
上市对于哈啰出行来讲，才是一个加分项，
而不是减分项。

互联网企业开始告别粗放的发展模式
提及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人们越来越清

晰地看到它们与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与
其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找到了合理的商业
模式，倒不如说，资本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几乎所有
的互联网企业都将资本市场看成是它们的
终极目标，并且通过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良性
互动来获得发展机会。

尽管资本的力量在其中助推了中国互
联网行业的发展，甚至还将互联网企业的发
展带入到了一种几何级数的增长过程当中，
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的是资本是一把双刃
剑，它虽然给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
与活力，同样让互联网行业的资源和力量开
始集中在某几个或者某些头部的企业身上。

互联网行业的竞争活力还是下降，垄断
开始产生。我们看到的国家对相关企业发
起的反垄断调查，正是这种现象的直接体
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告别传统意义上
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通过选择一种
更加本质，更加符合商业规律的发展模式，

才是以哈啰出行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特别
是并未上市的互联网企业真正应当思考的
重要问题。

从表面上看，哈啰出行取消了赴美上
市，实质上，接下来，对于哈啰出行来讲，真
正应该思考的，或许正是如何在资本之外，
寻找一条更加适合当下市场实际的发展道
路。不过，值得确信的是，经历了共享单车
市场的大洗牌之后，特别是经历了哈啰出行
的探索之后，或许，它已经找到了一条不错
的发展模式，只不过这种发展模式不及资本
助力来得快速而已。

互联网企业的重心开始回归
尽管很多互联网企业的业务重心一直

是在国内，但是，他们的终极目的地依然在
美国市场。当互联网的发展开始告一段落，
特别当资本市场的重心开始从纳斯达克转
移到香港，互联网企业的重心同样开始发展
转移。

哈啰出行取消赴美上市之后，接下来会
选择的一个上市地点或许是中国香港。这
符合现在互联网企业回归的大趋势，同样可
以在香港获得与美国完全不一样的政策待
遇和资本支持。对于哈啰出行来讲，取消赴
美上市，不失为一次明智的抉择。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
互联网企业开始回归，特别是在美国资本市
场环境持续消极负面的大背景下，我们将会
看到更多新的互联网企业将会把发展的重
心转移到香港或者内地。由此，中国的互联
网企业将会彻底摆脱形在内，而神在外的情
况，真正将自身的发展做到形神兼备。

因此，对于哈啰出行来讲，此次取消赴
美上市或许有一定的标志意义。正如它在
共享出行竞争激烈的时代，能够杀出一条血
路，获得最后的胜利一样。当哈啰出行开始
回归香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总之，哈啰出行取消赴美上市，不失为
是一种明智之举。这是在特殊的市场环境
下做出的特殊抉择。相信对于任何一家互
联网公司来讲，他们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是，对于哈啰出行来讲，又不得不说是一
件好事。相信经历了这样一次洗礼之后，它
的发展将会更加稳健。最终，将会成为共享
出行领域里的样板企业。

不知道在你的印象当中，周鸿祎的形象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周鸿
祎一直都是一个挺特立独行的人。这一点，
从他的穿衣打扮上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一直以来，周鸿祎都被外界封为“红衣
教主”，原因大抵上与他经常身着红色上衣
出席各种活动有关。而红色，在很多时候都
被赋予了张扬、热情的颜色，再加上当年的
3Q大战，所以，很多人提及周鸿祎会自然而
然地将他与好战联系在一起。

的确，当年的周鸿祎是好战的，他敢于
以 360的体量来挑战腾讯的体量，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好战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从后
来 360在那场大战之后的表现来看，所谓的
好战，或许仅仅只是表面，好战的背后更像
是对商业的深刻理解与思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周鸿祎好像变
了，变得不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好战，或
许，他一直都不好战，仅仅只是外界以为他
好战而已。尽管他依然是一袭红衣，但，好
战却在离他远去。

伴随着好战的标签逐渐远去的，还有
360公司在发展上的跌宕起伏。

在经历了3Q大战的高光时刻之后，360

的确迎来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期。它和
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一样，
开启了野蛮生长的发展期。然而，同样是和
其他公司一样，360的发展开始受到了越来
越多的新挑战。

比如，奇安信的增长速度就超越了360，
特别是在原来 360呼风唤雨的领域里，奇安
信都表现出来了舍我其谁的发展态势。这
对于一直都处于龙头位置的 360来讲，不得
不说是一种威胁与挑战。

除了同行之间的竞争之外，我们还看到
了360的宿敌腾讯在数字化安全上的亮眼的
增长态势。除了1500多项的技术专利之外，
腾讯安全更是在 10多个行业拥有不可比拟
的竞争优势。同样杀入到360的势力范围的
还与阿里，阿里云在安全上的布局同样是不
显山不漏水，大有闷声发大财的味道。

在腹背受敌的大背景下，360的发展可
想而知。单单从2020年的财报上，我们就可
以看出一些端倪。总营收同比下降9.5%，净
利润同比下降51.3%。这些大的数据背后透
露出来的是，360的日子并不好过。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原本慷慨激昂的
周鸿祎变了，变得不那么张扬了，变得不那

么具有攻击性了，开始更多地审视自己，开
始更多地反思自身，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
360未来的发展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向
现实主义者转型过程当中，必然会经历的。
早前，周鸿祎之所以会如此张扬，四处出击，
主要是因为他的心目当中还有一团浓烈的
理想之火，所以，他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赴
汤蹈火。

现在的周鸿祎之所以会如此务实，主要
是因为他对于商业的理解更深了，对于 360
的未来看得更加清楚了。所以，他才会卸下
自己的铠甲，学着与这个世界，特别是商业
世界和平共处。

从360的私有化，到360的重组上市，再
到引入国资背景的战略投资人，我们都可以
看出，周鸿祎开始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向一
个现实主义者的转型。

如果我们将 3Q大战时候的 360看出是
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的话，那么，现在
的 360更像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温度
的建筑。

当这一发展业已成为现实的时候，身为
360的掌舵人，周鸿祎如果再不改变，那么，
他的 360或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非议。所以，
周鸿祎开始变了，开始变得实际。那个张扬
的“红衣教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朴素、
务实的“邻家大叔”。

对于360来讲，周鸿祎的改变是必要的，
也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以安全起家的 360，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能为别人提供安
全服务。如果连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的
话，它还怎么去为别的公司和企业提供安全
服务呢？

所以，最近两年，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
听到，周鸿祎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站在民
族大义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做的公司，360
所做的业务。周鸿祎开始把360的命运与国
家安全、网络安全，民族大义深度绑定在一
起。

对于周鸿祎来讲，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

大的进化，对于360来讲，这不得不说一次极
大的进步。

当周鸿祎和 360站在全新的角度，而不
仅仅只是商业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来定义自
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待
它，不能仅仅只是把他看出是一个商人，不
能把 360简单地定义成为一家商业化公司。
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周鸿祎有一个
全面而又客观的认识。

尽管我们依然无法确信周鸿祎与360的
这一次转型是不是正确的，但是，单单从他
们站在民族大义、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出发，
将网络安全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就
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进化。

反过来想，事实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
是个人客户的安全，还是政企客户的安全，
归根到底，还是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只有真
正将自身业务与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深度绑
定在一起，或许，才是一家企业真正应该去
做的。

对于 360来讲，这不得不说是一次个人
定位的大的提升与拔高。经历了这样一种
定位的校正之后，360未来的发展，或许再一
次走到了其他同样，甚至外围竞争对手的前
面。从现在的情势来看，对于周鸿祎与他的
360或许有式微的味道，但是，如果我们站在
长远的角度，甚至是站在网络安全的角度来
看，周鸿祎和他的 360不得不再一次找到了
自己明确的定位。

的确，当初的那个“红衣教主”再也不是
我们看到的那个四处论战的“刺儿头”，而是
开始找到了在当前的情势之下，最适合自己
的定位。对于周鸿祎来讲，这不得不说是一
次变形，对于360来讲，同样如此。

无论周鸿祎的变形是否成功，是否能被
更多的人理解，但是，单单从他对于网络安
全的理解，对于企业使命的理解上，我们都
要向他竖起大拇指。

周鸿祎变了，变得不像以前的自己。这
不是偶然，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江湖早就已经
变了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