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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腾讯们的解药
很长时间没有过对一个概念如此追捧

的景象了。现在，这样的景象正在元宇宙的
身上发生。除了资本市场对元宇宙推崇备
至之外，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头部巨头们对
元宇宙的深度布局。国内以腾讯为代表，国
外则是以Facebook为代表，它们用不同的方
式表达过对于元宇宙的喜爱之情。

很显然，资本和科技巨头在元宇宙的身
上交汇，于是，这个概念想不火都难。看到
这个势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到元宇宙
的领域里，试图通过加持元宇宙来找到新的
发展机会。一场以元宇宙为噱头的新战局
开始拉开了序幕。

的确，在互联网红利见顶，流量瓶颈尽
显的大背景下，我们是需要像元宇宙这样的
概念来开启新的发展的。这不仅符合人们
对于元宇宙的理解，而且还顺应了行业发展
的潮流和趋势。所以，如果有人说，元宇宙
就是一个被生拼硬凑出来的概念，我是绝对
不会赞成的。

尽管元宇宙符合行业发展的潮流和趋
势，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只是以此来断定
元宇宙是万能解药，更加不能将元宇宙看成
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存在。我认为，在元宇宙
被过度被追捧，过度被神化的当下，我们更
加需要的是用客观、冷静的视角来看待它。

一
提及元宇宙，很多人首先会将它与区块

链联系在一起，甚至还有人干脆就把元宇宙
看成是区块链的一个分支。在这种思想的
影响之下，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区块链
从业者开始投身到元宇宙行业的景象。

对于那些喜欢了炒作概念的区块链玩
家来讲，他们的确需要一个像元宇宙这样的
概念来延续他们以往的发展方式，因为当区

块链行业被监管，特别是当以区块链为噱头
的发币或者 ICO被明令禁止之后，他们用区
块链来实现爆富的梦想彻底被击破。这个
时候，他们便可以假借元宇宙的方式来延续
他们在区块链身上尚未完成的爆富迷梦。

区块链从业者的疯狂涌入让我们看到
了越来越多的区块链项目开始假借元宇宙
的概念进行包装和宣传，并且将区块链看成
是元宇宙的唯一。如果元宇宙是区块链的
延伸，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地对
元宇宙进行深度的研究和探讨了，只需要将
区块链的那一套照搬照抄过来即可。

然而，元宇宙，并不是区块链的延伸。
因为区块链并未跳出虚拟的牵绊，我们在谈
及区块链以及区块链相关的一切的时候，通
常会将它看成是虚拟世界的存在，抑或是数
字世界的存在。但是，元宇宙却是一个联通
了虚拟与实体的存在，它旨在突破的是虚拟
世界与实体世界的界限。

仅仅只是将元宇宙看成是区块链的延
伸的做法，恰恰是暴露了玩家们的本质，即
他们仅仅只是那些在区块链行业败下阵来
的玩家，他们仅仅只是想要假借元宇宙的概
念来延续他们的迷梦而已。简单地将区块
链与元宇宙深度相连，甚至将区块链看成是
元宇宙的做法，非但无法促进元宇宙的发
展，甚至还将会元宇宙带入到发展死胡同
里。

可见，元宇宙，不是区块链的救命稻草，
只是那些区块链玩家将它看成了救命稻草
而已。其实，相对于将元宇宙看成是区块链
的救命稻草，我更加原因将它看成是区块链
的解药。服下了元宇宙这副解药，区块链才
能摆脱以发币或者 ICO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进入到一个真正良性、健康的发展阶段。

二
除了区块链的从业者之外，我们看到的

是头部科技巨头们对于元宇宙的关注和青
睐。在我看来，这些玩家对于元宇宙的关
注，更多的是因为元宇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
突破现有发展模式，打破现有发展瓶颈的方
式和方法。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视频主要谈的
是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当中，哪一家最像元宇
宙的公司。分析到最后，国内最符合元宇宙
特质的公司是腾讯。之所以会说腾讯，主要
是以为腾讯涵盖了社交、游戏、娱乐等诸多
与元宇宙相关的产业。

尽管元宇宙的应用的确与娱乐、游戏、
社交等行业有着很大的联系，但是，如果仅
仅只是将这个原因看成是互联网巨头们投
身到元宇宙的洪流里的根本原因，并且以此
来断定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元宇宙公司的
话，未免有些太过简单和武断了。

同这个视频里的观点不同，我认为，之
所以会腾讯会对元宇宙如此热衷。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元宇宙真正让腾讯看
到了实现全真互联网的方式和方法。

全真互联网是早年马化腾提出的一个
概念。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主要是
因为以线上平台为主打的经典意义上的互
联网模式走到了尽头，而阿里巴巴提出的则
是产业互联网的概念，由此来呼应新零售、
新制造、新金融、新物流等产业新模式。

无论是全真互联网，还是产业互联网，
其实它们的内在逻辑是相通的，即，他们都
是要打破传统互联网模式的局限，实现的是
虚拟与实体的有机融合，从而让互联网行业
更好地反哺实体经济，从而实现虚拟经济与
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尽管全真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概念
提出已久，但是，迟迟无法取得突破。我认
为，之所以无法取得突破，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在于，技术的发展并未真正发展到能
够落地和实践的阶段，最终所导致的结果便
是全真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无法深度破
局。

而元宇宙之所以会此刻火爆起来，其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技术的发展业已进
行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无论是VR/AR技术，
还是大数据、云计算，甚至是区块链、人工智
能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些技术
之间的深度融合与联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
商业应用，最终让元宇宙的概念火爆了起
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头部的互联网巨
头们来讲，更像是一副解药，让他们可以突
破原来无法突破的界限。需要明确的是，元
宇宙对于这些互联网巨头们来讲，同样不是
救命稻草。因为纵然是不借助元宇宙的概
念，这些头部的互联网巨头同样可以获得持
续的发展。元宇宙并不是谁的救命稻草，更
不是什么万金油，而是一副医治互联网玩家
顽疾的解药。无论是对于区块链玩家而言，
还是对于腾讯、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巨头
来说，都是如此。所以，我们不妨将元宇宙，
看成是以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玩家医治自
身顽疾的一副药，有了它，腾讯们才能找到
实现全真互联网的正确方式和方法。

如果仅仅只是看到了元宇宙被热捧之
下的投机机会，而忽略了元宇宙的现实意
义，那么，元宇宙就真的成了概念。客观、理
性地看待元宇宙，并且真正找到元宇宙与现
实商业之间更多的联系，才是真正实现元宇
宙破局的关键所在。

美团被罚的内在逻辑
美团因垄断被调查的靴子终于落地。
10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
还独家合作保证金 12.89 亿元，并处以其
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1147.48亿元 3%的
罚款，计34.42亿元。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向美团发出《行政
指导书》，要求其围绕完善平台佣金收费机
制和算法规则、维护平台内中小餐饮商家合
法利益、加强外卖骑手合法权益保护等进行
全面整改，并连续三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
自查合规报告，确保整改到位，实现规范创
新健康持续发展。

【一】美团被罚解读大打折扣
对于有关部门对于美团的处罚，已经有

了很多的解读，但是，这些解读多半聚焦在
美团被罚 34.42亿元上面，并未真正将关注
的焦点聚焦在《行政指导书》上。如果仅仅
只是站在美团被罚34.42亿元，而忽略了《行
政指导书》，那么，对于这一事件的解读，就
大打折扣了。

众所周知，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加大了
对平台经济良性发展的监管，以规范和促进
平台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对于平台经济
和广大的消费者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情。此举有助于让平台经济朝着更加有利
于用户和行业的方向发展，校正平台经济野
蛮生长期出现的诸多问题和弊端。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国际通用
的一些规则，比如，此次对美团处以34.42亿
的罚款；比如，早前对阿里巴巴处以 182.28
亿的罚款。另外，谷歌、Facebook、微软等科
技企业都曾经因为涉嫌垄断的行为受到过
类似的处罚。所以，对涉嫌垄断的企业进行
罚款，基本上是国际上通行的规则。

我们应当更多地注意到的是，和这个处
罚一起发出的《行政指导书》。这个《行政指
导书》，其实富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透
过对于美团的《行政指导书》，我们可以看
出，美团需要完善平台佣金收费机制和算法
规则、维护平台内中小餐饮商家合法利益、
加强外卖骑手合法权益保护等进行全面整
改，连续三年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交自查
合规的报告，确保整改到位。

透过市场监管总局对于美团的处罚决
定，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平台经济的监
管措施，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找到一
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平台经济监管道路，最
终，让对于互联网平台的监管不仅仅符合国
际现行的规则，更加富有中国特色。

这才是有关美团涉嫌垄断的处罚决定
公布之后，我们真正应该关注和思考的地
方。

【二】美团被罚的内在逻辑
好，我们回到美团涉嫌垄断被处罚的话

题。
一直以来，几乎所有的“互联网+”模式

都是以规模和效率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
种商业模式有一个特点，即借助资本的力量
快速扩张，并且建立起规模优势，最终实现
的是对于用户的疯狂收割。

这一点，在美团身上同样有比较直接的
体现。

以美团所处的外卖行业为例，现在，美
团在外卖市场占据的市场份额为 66.7%，而
排名第二的饿了么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为
27.5%。透过这一数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
地看出，美团在外卖市场是占据着绝对的优
势的。

美团凭借着其在外卖市场的绝对优势
地位，走向了较为经典的互联网模式。根据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出
一些端倪。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消息是这么说的：
经查，2018年以来，美团滥用在中国境内网
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实
施差别费率、拖延商家上线等方式，促使平
台内商家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并通过收
取独家合作保证金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
段，采取多种惩罚性措施，保障“二选一”行
为实施，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妨碍了
市场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削弱平台创新动力
和发展活力，损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构成《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
（四）项禁止“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
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行为。

可见，美团的的确确是在利用自身所确
立起来的市场优势地位，对用户进行伤害
了。这种典型的“互联网+”模式，最终所导
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用户成为了砧板上
的鱼肉，互联巨头们可以对用户进行肆无忌
惮地伤害。很显然，这样一种发展模式，非
但是对用户的一种伤害，而且对于整个行业
的发展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我们有
必要对经典意义上的以规模和效率为优先
的互联网模式进行反思、纠偏和调整。

【三】美团被罚的深层次意义
互联网模式与生俱来的问题，最终导致

了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平台都会走向垄断，而

一旦走向垄断，市场运行便会失去活力。这
是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互联网玩家之所以会
对资本和流量如此依赖的根本原因。

尽管这种模式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讲是
非常有利的，但是，对于用户和行业来讲，则
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看到的逼迫商家进行

“二选一”，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等诸多现象
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

从本质上来看，正是以规模和效率为主
导的互联网模式，才真正导致了这些乱象的
出现。所以，透过美团被罚这件事，我们应
当更多地去思考互联网模式本身存在的问
题和弊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市
场监管总局对于以美团、阿里巴巴为代表的
互联网平台涉嫌垄断进行调查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如此，我并不认为，有关部门
对于互联网平台进行监管是一件坏事，而是
认为，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

回顾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
非常明显地看出，野蛮、粗放等字眼伴随其
中。无论是从早期的千团大战，还是到后来
的千车大战，几乎都是如此。在这个过程当
中，互联网在深度影响和改变了人们传统的
生活方式的同时，同样也养成了资本至上、
流量主导的怪毛病。

这种怪现象的持续蔓延所导致的一个
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互联网平台并不去思
考如何去创新模式，更不是去思考赋能行
业，而是更多地将关注点聚焦在如何获得资
本的关注，如何尽可能多地将流量牢牢掌控

在自身的系统里，最终导致了流量被收割，
用户被圈养。

于是，互联网的发展始终都浮于表面，
陷入到了资本和流量循环往复的死循环。
乍一看，这种发展模式对于互联网平台是非
常有利的，他们可以借助自身的优势，进行
躺赚，但是，如果互联网仅仅只是流于表面，
而没有真正与行业深度融合，更没有对实体
经济做支撑，那么，这样一种表面繁荣的发
展模式，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此番对互联网平台进行监管，恰恰可以
对以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问题进行纠偏，真
正让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真正回归到一种良
性、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挤出以往发展过程
当中的不良泡沫，从而开启平台经济发展的
全新周期。可以说，无论是对于美团来讲，
还是对于其他的互联网平台来讲，都是一种
良性的促进。

当有关美团涉嫌垄断被调查的靴子落
地，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有关美团被罚的失焦
的解读。有人仅仅只是将问题完全归结到
美团身上，有人开始关注对美团处罚的数
额，还有人干脆将其与阿里巴巴牵扯在了一
起，而没有真正了解对于美团处罚的中国特
色，以及国家对于规范平台经济发展的良苦
用心。最终，让这场有关美团被罚的事件，
仅仅局限在了美团本身。如果真是这样，那
么，所有的解读都是没有意义的。

或许，这是“若赞美不自由，则批评无意
义”最真实的一种体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