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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大调整背后，新流量时代来了
最近几天，有关字节跳动调整组织架构

的消息一度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同字节
跳动调整组织架构一起发生的还有另外一
件事，即刘润的年度演讲。乍一看，这是两
件完全不搭界的事情，但是，如果深度分析，
就会发现，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有着内在的
联系和共通之处的。

这个内在联系点和共通之处在于，他们
都将流量当成是焦点与核心，并且都在强调
流量的重要作用。

从今日头条看，根据字节跳动CEO梁汝
波的公开信，我们可以看出，字节跳动将实
行业务线BU化，成立六个业务板块：抖音、
大力教育、飞书、火山引擎、朝夕光年和 Tik
Tok。

在这次调整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莫过
于将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搜索、百科以及国
内垂直服务类业务均纳入到抖音的版块之
下。很多人将此次调整，看成是今日头条在
继续做大抖音的举措，虽然这种说法有一定
的道理，但是，如果相对于横向上的做大，我
更加认为，字节跳动的这一次调整更像是在
纵向上持续做深。

就在字节跳动宣布调整组织架构之前，
刘润开启了他的首次年度演讲。在演讲当
中，我们看到的是刘润对于商业的洞察以及
他对于未来商业进化的理解。如果一定要
为这场演讲找到一个主题词的话，我认为，
流量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无论是他对于新流量生态时代即将到
来的判断，还是演讲当中提及的代表性案
例，我们都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
关注纵向上的做深，做精，而不再关注横向
上的无限拓展。

透过这样两个一前一后的事件，我们可
以非常明确地看出，无论是从商业观察者的
角度，还是在企业实操的角度，人们都开始
将关注的焦点从传统意义上的横向的边界

拓展，转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纵向上的做
深。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的是，流量的新时
代由此开启了。

提及流量，可能有人会说，这个词汇已
经过时。在他们看来，流量是互联网时代的
产物，而在互联网时代业已远去的大背景
下，如果我们再去谈论流量，显然已经过时
了。

对此，我并不赞同。
我认为，流量并不仅仅只是存在于互联

网时代，它同样也不是互联网时代的专属。
纵然是在互联网时代尚未真正来临的时代
里，我们依然会围绕着流量去做生意，只不
过那个时候的流量并不是将流量而已，而是
更多地成为客户。

当互联网时代落幕，它更多地为我们展
示的以互联网模式为主导的商业模式的退
场，而流量却始终都会存在，只不过它存在
的方式早已发生了深刻改变而已。

正如刘润在演讲当中所说的那样，在互
联网时代，我们所提及的流量通常是公域的
流量，即外部的流量，那些并不属于我们的
流量。为了持续不断的获得这些流量，我们
就需要不断拓展自身的业务边界，不断丰富
自己的业务类型，以便于将更多地公域流量
纳入到自己的生态体系当中。我们看到的
任何一家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遵循着这
样的脉络发展起来的。

当互联网对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影
响开始变得深入和全面的时候，这种以横向
上的边界拓展为主导的流量获取模式开始
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境和难题。一方面，整
个大环境当中的流量基本上被瓜分殆尽，每
一个行业，每一个场景，我们都会找到相应
的互联网企业和相对应的解决方案。在这
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用传统的方式来拓展
流量，势必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和难题。

我们现在所看待的流量获取成本的不
断攀升、各大企业之间的乱战，基本上都是
流量大环境业已发生深刻改变所导致的。

另外一方面，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都已
经形成了自己的流量池子。在这样一个流
量池子里，他们可以对流量提供相对应的产
品和服务，以让这些流量可以在自己的池子
里成长。对于外来的竞争者而言，想要进入
到他们的流量池子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一堵隐形的高墙已经被建筑了起来。

然而，并不是说业已在瓜分公域流量的
战役里获胜的玩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
需要的是如何将现有的流量激活，实现现有
流量的转化与成长。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新的流量时代业
已拉开了帷幕。

我认为，字节跳动的此次组织架构调
整，正是印证了这样一个新流量时代的来
临，真正开启了做深、做精自身私域流量的
新时代。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字节跳动称为“APP
工厂”。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这一个个
的APP，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APP，都是一
个获取流量的入口。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字
节跳动不断拓展了自身的流量边界。

等到公域流量被瓜分殆尽的时候，再去
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获得流量，抑或是实现商
业上的变现已经没有可能。于是，我们需要
一种全新的模式。这种全新的模式就是基
于现有的流量，也就是私域流量的模式。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早前以一大批互
联网大佬们的退休。其实，并不没有那么多
的内幕，更多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他们需要
新鲜的血液来适应这样一个时代。

说到底，还是流量的生意变了。
所以，当字节跳动的组织架构调整的消

息一出，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分析和解读。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分析和解读，的确是有

着自己的逻辑和道理在的，但是，在这些逻
辑和道理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
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流量的性质变了，与之
相对应的，我们也要把流量的打法变一变。

所以，相对于业务层面的深度解读，我
更加愿意将其与流量结合在一起看。

同时，我也更加愿意将字节跳动这件事
与外部的因素联系起来看。特别是和刘润
的年度演讲联系起来看，因为在我看来，刘
润在观察了那么多的企业之后，其实是有一
套自己的方法论和视角的。所以，当我听完
了刘润的演讲，我的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
一个词——流量。

再对标到字节跳动的组织架构调整这
件事上，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加清晰的答
案。无论是做大抖音也好，无论是一切以业
务为主导也罢，其实，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为
了更好地服务客户，服务流量的。

当我们把刘润的年度演讲与字节跳动
的组织架构放在一起讨论，其实是有着一定
的现实意义的。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出一
个全新的时代的来临，而这个时代的主角依
然是流量，只不过流量的本质变了而已。

总结起来，一句话，字节跳动大调整背
后，是新的流量时代来了。

刘慈欣与扎克伯格的元宇宙
有关元宇宙的讨论仍然还在继续，并且

不断有新的人物加入进来。
早前有杰克-多西、扎克伯格，现在有刘

慈欣、罗永浩。
或许，正是由于不断有人加入到元宇宙

的论战里，所以，才会让人们对于元宇宙的
看法变得愈加清晰。这是好事，我们应当支
持。

透过人们对于元宇宙的讨论，我们可以
看出两条道路：一条是基于商业层面的，一
条是基于哲学层面。

如果我们将那条基于商业层面的道路，
看成是理科道路的话，那么，基于哲学层面
的道路，则是一条通往文科的道路。

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甚至还可以说两
者之间相互促进。

基于商业层面的讨论，不断为基于哲学
层面的套路提供实践支撑；而基于哲学层面
的讨论，则不断为基于哲学层面的讨论提供
理论支撑。

但凡是厚此薄彼的看法，都不能够真正
明白元宇宙真正内涵，更不能够找到元宇宙
的正确发展道路。

一
从商业角度来看，以元宇宙为主导的新

发展时代，的确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
流。

以 Facebook为代表的科技公司之所以
如此激进地投身到元宇宙的洪流里，更多地
是对于历史的一种顺应，而不仅仅只是为了
迎合资本这么简单。

在互联网时代落幕已然成为定局的大
背景下，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加持元宇宙来
找到更多新的发展机会。

互联网何以落幕？我认为，更多地是行
业环境以及用户需求业已发生了深刻改变
所导致的。我们经常能听到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抱怨互联网，我们经常能看到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远离互联网。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联网
已经无法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甚至在某种
情况下还成为了一种障碍。

大数据杀熟、垄断的产生等诸多衍生于
互联网情境之下的矛盾和问题，正在越来越
多地困扰着行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促进
行业发展的一种动力，而是变成了一个障
碍。

行业需要一种新的驱动力，实现自身的
变革，打破互联网时代业已形成的诸多矛盾

和弊端。
无论是 Facebook，还是其他的科技公

司，都需要这样类似元宇宙这样一种新商业
的出现。这是以 Facebook为代表的科技公
司开始布局元宇宙的根本原因。

如果仅仅只是将元宇宙看成是一个独
立的事物，很显然是不正确的。

我认为，元宇宙应当是与互联网一样的
全新的生活方式。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下，理应有
新的技术，新的商业以及由它们组成的全新
的生活方式，如同我们正在经历的互联网时
代一样。

因此，仅仅只是将元宇宙看成是VR/AR
的专属，抑或是仅仅只是将元宇宙看成是区
块链的衍生，都是不正确的。

真正的元宇宙，应当是一个以新技术为
底层支撑，以新商业为外在表现，以新生活
为根本形态的全新时代。

除了行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元宇宙的出
现之外，用户新需求的转变，特别是以 Z世
代为主导的新用户的产生，同样需要我们用
新的商业模式来满足用户的这些新需求。

相对于传统互联网的线上和线下为主
导的二元的发展模式，用户开始对三维的、
立体的新体验充满期待。而这正是元宇宙
真正要达成的。

人们之所以将VR/AR等新技术与元宇

宙深度相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
于，它们真正提供了这样一种三维的、立体
的新体验方式。

但是，仅仅只是体验上的提升仅仅只是
开始。

只有将这些体验放映在商业上，并且真
正形成一个有意义的商业闭环，元宇宙的存
在才有意义。

无论是Facebook主打的元宇宙社交，抑
或是将来元宇宙与更多的商业形态产生联
系，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商业实践探索的角度
衍生而来的。

二
同商业层面上基于现实的实践进行探

索不同，元宇宙的另外一条道路，同样正在
发生着。

这一类有关元宇宙的讨论更多地是基
于哲学、社会学层面的，他们认为，基于商业
上对于元宇宙的探索只会把元宇宙引入到
死胡同里。

最近几天以来，有关刘慈欣对于元宇宙
的看法同样被众多人所追捧，并且还有人借
此来抬高刘慈欣对于元宇宙的认识，贬低扎
克伯格这一类科技玩家对于元宇宙的认识。

如果仅仅只是以这样一种浅薄的、简单
的逻辑，仅仅只是以这样一种单一维度的看
法来衡量他们在元宇宙上的探索与思考，很
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我认为，他们仅仅只是在商业之外的角
度为反驳扎克伯格的做法找到了借口，而并
未真正理解元宇宙在哲学层面的真正内涵
和意义。

同他们的看法不同，我更加认为，扎克
伯格们在商业上对于元宇宙的探索和实践
是对哲学层面的元宇宙的一种印证和补充。

正是有了商业上的实践，我们才会明白
元宇宙更高层面的哲学意义。

现在，在谈及元宇宙的时候，我们经常
会将现在的元宇宙玩家同脑机接口、人工智
能以及深空探索的玩家相提并论。

他们认为，元宇宙的玩家更多地是短视
的，而那些玩家才是长远的。对此，我并不
认同。因为如果没有短期的积累和沉淀，哪
里会有更加长远的探索和突破呢？

换句话说，纵然是我们实现了他们所认
为的那些他们所认为的长远的实践。

譬如，我们找到了适宜人类居住的星
球；再譬如，我们实现了脑机接口，实现了人
类永生……

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依然还停留在传
统的状态下，那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留白
依然需要元宇宙去填充。

由此来看，哲学上有关元宇宙的讨论与
商业上有关元宇宙的讨论是不冲突的。

三
每一个新事物的产生，总是有人欢呼雀

跃，总是有人戴着审视的眼镜看待。对于元
宇宙，同样如此。

在扎克伯格宣布全力加持元宇宙的时
候，就已经有人开始质疑了。

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未找到一个合
适的理由而已，现在，当刘慈欣开始对元宇
宙质疑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一根救命稻
草，并且以此来寻找证明元宇宙在商业上探
索不成功的说辞。

很显然，他们并未真正明白商业上的元
宇宙与哲学上的元宇宙之间的内在联系，更
没有了解元宇宙的真正内涵与意义，他们仅
仅只是以个人偏好来评判元宇宙，并且总是
在寻找着印证自身这样一种评判的答案。

寻找元宇宙的两种道路的天然联系，并
且由此找到一条更加适合元宇宙的正确发
展道路，才能真正让元宇宙不再仅仅只是一
个有人追捧，有人诋毁的存在，才能真正达
成一种共识。

在这样一种共识机制的驱动下，元宇
宙，才能像互联网一样，成为下一个世代的
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