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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互联网，不是腾讯、阿里们的“专利”
曾经，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巨头们抢占

战略高地；现在，产业互联网是新旧玩家们
决战到角斗场。

有关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巨头们的“专
利”的预言，尚未成为定数。

一味地将产业互联网与互联网巨头绑
定，特别是将产业互联网与大型互联网平台
绑定的做法并不恰当，正确而理性地看待产
业互联网，并且将产业互联网与互联网巨头
之间的关系厘清，才是真正能够把握产业互
联网风口的前提所在。

谈及产业互联网，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
谈及腾讯。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腾讯才是产业互联
网的首倡者。

除了腾讯之外，人们还会将产业互联网
与阿里、百度、京东、美团等头部的互联网巨
头联系在一起。

此外，产业互联网的概念里有“互联网”
的字眼，于是，人们更是将产业互联网与互
联网玩家深度绑定在了一起。

仅仅只是将产业互联网与头部的互联
网巨头们深度绑定，甚至将产业互联网看成
是他们的“专利”的做法，并未真正了解产业
互联网的涵义。

真正了解产业互联网的内在逻辑，并且
以互联网之外的视角来看待产业互联网，我
们才能真正明白，所谓的产业互联网并不是
什么互联网巨头们的专利，而是真正意义上
的新旧玩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新赛道。

产业互联网的重点在产业，而非互联网
如果产业互联网的重点在“互联网”，那

么，我们断言，产业互联网是腾讯们的“专
利”尚且存在一定的逻辑。

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以腾讯、阿里为代
表的互联网巨头们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凭借
这些资源，他们可以继续在互联网领域以及
衍生于互联网的领域里继续呼风唤雨。

然而，当产业互联网的重点不在“互联
网”，而在“产业”本身的时候，一切都在发生
变化。

同外界将产业互联网概念里的“产业”
仅仅只是理解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经
济不同，笔者更多地愿意将产业互联网里的

“产业”理解为实体经济，特别是蜕变了的实
体经济。

对于业已掌握了海量资源和流量的互
联网巨头们来讲，他们所具备的优势仅仅只
是局限在虚拟经济层面的，在实体经济层
面，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

比如，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巨
头们可能掌握了海量的数据和流量，但是，
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他们需要的是将这些海

量的数据和流量与实体经济实现深度融合，
才能将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到最大。

然而，他们并不能像掌控互联网那样，
掌控以制造、物流、农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

这就意味着，他们无法按照他们的想法
和逻辑来推进产业互联网，若想要让让产业
互联网真正逻辑，还是要看以实体经济为代
表的“产业”的脸色。

从这个角度来看，产业互联网，并不是
腾讯们的“专利”。

产业互联网的终点在新产品，而非新服
务

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时代，借助互联
网的模式，用户获得的是新的服务，也可以
说是互联网式的服务，但是，用户获得的产
品变了吗？

很显然，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这就告诉我们，以互联网模式仅仅只是

改变的是信息对接的方式，而没有改变用户
获得的产品本身。

当产业互联网时代来临，特别是随着以
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新型的商业模式开始从信息的撮合
和对接，开始更多地转移到了上游的产业
端。

同互联网时代仅仅只是进行去中间化
的处理不同，产业互联网玩家在于产业端进
行了结合之后，并不是以这样一种结合为终
点的，而是以是否有新产品的产生为终点
的。

简单来讲，产业互联网的终极目的是为
了让不同的产业有新的产品的产生，而不仅
仅只是局限在信息服务上的优化和提升。

没错，互联网巨头的确在互联网时代积
累了丰富的数据和流量，可以说，他们借助
互联网技术将信息对接的服务做到了极致，
但是，他们的这种极致的服务仅仅只是局限
在信息层面，并没有真正对产品本身有任何
的改变。

这才是互联网模式走入到死胡同，而不
得不进行改变的根本原因。

那么，如何才能有新产品的产生呢？仅

仅只是有数据和流量就可以了吗？
很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将新产品生产出来，才算是真

正完整了产业互联网的全过程。
然而，互联网巨头并没有完整的产品生

产线，它们还需要将自身的资源与具备了完
整的产品生产线的制造企业深度融合在一
起，才能真正实现产业互联网的完美闭环。

从这个角度来看，产业互联网，同样不
是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头部互联网巨头们
的“专利”。

产业互联网玩家是虚实结合体，而非虚
实分离体

尽管互联网巨头们在互联网时代获得
了突破性的发展，甚至将实体经济彻底逼退
到了角落里，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的是，互
联网玩家们仅仅只是在虚拟经济层面有优
势，说白了，他们还仅仅只是一个局限于某
一种经济形态的存在。

然而，当产业互联网时代来临，真正能
够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的玩家，并不仅仅只
是具备单一的素质就可以的，若想要在产业
互联网时代有所作为，必须是一个“综合型
选手”。

同互联网玩家仅仅只是需要在很短的
时间内便可以建筑起巨大的规模优势不同，
他们在产业端若想要建立起相应的优势，必
然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同互联网玩家需要耗费长时间才能建
立一整套的产业链条不同，有关互联网技术
的应用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那些业已
具备了产业链基础的玩家，可以在极短的时
间内建立起强大的技术优势，快速实现技术
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从而达成比传统的互联
网巨头还要完备的结合体。

产业互联网玩家需要是一个虚实结合
体，而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则
是一个虚实分离体，抑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虚拟经济体。

同时，互联网巨头们想要建构一套虚实
结合体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要比那些实体
经济玩家将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系统，并且建
构一套虚实结合体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要
多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产业互联网，同样不
是腾讯、阿里们的“专利”。

产业互联网的目的不是维护互联网，而
是消灭互联网

回顾腾讯提出“产业互联网”的概念，仅
仅只是看到了互联网回归实体经济的大方
向，为了适应这种大方向，维持业已获得的
规模优势，于是，他们便开始用产业互联网
标榜自己。

后来的阿里、腾讯、美团等巨头，无一不
是如此。

事实上，产业互联网的终极目的，并不
是为了维护互联网，更不是为了维持互联网
巨头现有的地位，而是为了消灭互联网，特
别是告别互联网时代以平台和中心为主导
的底层逻辑。

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产业互联网的
目的仅仅只是为了维持互联网的地位，甚
至像阿里巴巴那样，试图借助新零售的概
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 S2B模式试图进一
步维持自身的地位，那么，显然低估了产
业互联网的作用，更曲解了产业互联网的
内在含义。

笔者认为，产业互联网更像是一场校正
互联网式的发展模式的过程，它不是为了维
持互联网的地位，而是为了彻底打破互联网
的优势，从而让行业的发展进入到一种良
性、健康的发展轨道里。

然而，那些互联网巨头们在看待产业互
联网的问题上，仅仅只是站在维持自身地位
的角度来看待的，而不是站在自我革命，自
我重塑的角度来看待的。

同互联网巨头们沉重的历史包袱不同，
业已被逼退到角落里的实体经济的玩家们
并没有太多的包袱，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全
身心地参与到产业互联网的战役当中。

无论是在探索新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
合上，还是在落地和实践新技术对于产业的
深度改造上，几乎都是如此。

如果互联网巨头们可以放下历史包
袱，站在与传统实体经济玩家同一条起跑
线上来看待产业互联网，并且真正将产业
互联网看成是一场深入而全面的自我革
命，甚至找到一条与实体经济结合的正确
方式和方法。

通过反哺实体经济，拥抱实体经济，解
决了自身实体经济偏弱，虚拟经济偏强的先
天不足，我们同样可以说，他们在产业互联
网时代，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产业互联网，同样不
仅仅只是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头部互联网
巨头们的“专利”。

不可否认的是，产业互联网的市场是庞
大的。在产业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产业都会
产生诸多类似腾讯、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
头。

需要明确的是，产业互联网并不仅仅只
是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们的

“专利”，而是一个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身处
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新赛道。

在这条全新的赛道上，究竟谁是最后的
胜利者，一切都还没有定数。

Kindle大面积断货？网传Kindle要退出中国，真可能吗？
最近几天，一则消息引爆了整个中国互

联网科技圈，这就是亚马逊旗下大名鼎鼎的
著名科技产品 Kindle要退出中国市场了？
消息一出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亚马逊真的要
退出吗？我们到底该怎么看Kindle在中国
市场的从兴盛到式微呢？

一、Kindle要退出中国了？
IT 之家 1 月 4 日消息，据网友反馈，

Kindle 在中国内地的产品线出现了变动，京
东京东 Kindle 自营店突现大面积无货，
Kindle paperwhite 显示无货，仅剩一款电子
书阅读器在售卖。此前 Kindle 淘宝店铺已
经关闭。

凤凰网财经记者咨询京东客服后得到
回应称，只是商品缺货而非下架，什么时候
有货还需等通知。新京报贝壳财经报道，亚
马逊中国官方对此事做出回应称：我们致力
于服务中国消费者，消费者可以通过第三方
线上和线下零售商购买Kindle设备。亚马
逊提供的高品质客户服务和保修服务不会
改变。

报道中还提到，亚马逊中国内部多个信
息源透露，公司Kindle硬件团队已于去年11
月被裁撤，亚马逊在降低对Kindle研发部门
的投入。而在中国市场，Kindle淘宝店铺很
早之前就已关闭，如今京东直营店又出现大
面积缺货，亚马逊或许也在缩减对中国市场
的投入。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亚马逊Kindle是由
亚马逊Amazon设计和销售的电子阅读器。
第一代Kindle于 2007年 11月 19日发布，并
于2013年6月7日进入中国。

二、Kindle到底是怎么了？该咋看？
说实在看到这则新闻，让人最大的感觉

是赶快把自己的Kindle拿出来看看，到底还
有没有电了？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认真
用Kindle读过书了，作为曾经Kindle的拥趸
看到这样的情况，不禁让人唏嘘感叹不已，
让人不禁想问 Kindle到底是怎么失宠的？
Kindle退出中国真的有可能吗？

首先，Kindle从红火到失宠其实不是一
天两天的事情了。想当年Kindle刚刚崛起
的时候，2007年亚马逊刚刚推出Kindle的时
候，在那个智能手机的初级阶段，整个市场
为之一振，甚至于很多消费者排队抢购
Kindle，记得自己当时为了买一台Kindle专
门找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去熬夜给自己买，然
后人肉背回来，当时是稀罕的不行，一度
Kindle是我最喜欢的阅读器，当时经常混迹
在各大Kindle论坛甚至成为了不少论坛的
版主，为的目的就是更好的找到图书资源。
从公开市场的资料显示，Kindle巅峰时期在
2011年共销售了 2320万台。而且Kindle进
入中国之后也在市场快速崛起，很快到了
2016年底，中国就成为亚马逊Kindle设备销
售全球第一大市场。仅用了五年时间，
Kindle 在中国市场就累计销售数百万台。
但是，从 2016年之后，Kindle就像王小二过
年一样，一年不如一年，这可能才是当前
Kindle失宠的最核心原因所在。

其次，Kindle失宠的原因其实是多种多
样的。一是极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从墨水屏
电纸书的角度来说，Kindle其实并不是一个
高配置的产品，由于墨水屏不需要太高的刷
新率，再加上本身功能又比较单一，仅仅是
读书而已，所以只要比较低配置就可以符合
用户的需要，所以低配置也就导致了市场的
低门槛，包括方正、盛大文学、爱国者、纽曼、

台电、博朗等数十家企业集体涌入电子阅读
器市场，这让Kindle无论是性价比还是本身
的市场竞争力都逐渐落于下风。

二是智能手机对于市场的替代，其实对
于当前看书来说，Kindle的优势是单纯的电
子书，但是这是前智能手机时代的需求了，
当时大家对于移动电子产品的需求量不大，
所以市场比较认同Kindle的电子书，然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看书变得越来越容易，特别
是大屏智能手机的出现，智能手机这种通用
性的产品对于Kindle这种专用性产品的替
代是不可阻挡的，很多人一开头都在用电子
书，但是时间一长就会发现手机看书似乎更
方便。

三是短视频对于休闲方式的完全替
代。我们看到我们如今已经进入了一个完
全的短视频的时代，大家对于内容的消费方
式已经逐渐从传统的文字消费向视频消费
的方向转变，单纯的读书变得越来越少，内
容消费的视频化趋势之下，电子书的优势越
来越少。

四是免费对于电子书的强势冲击。其
实，除了我们之前说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
问题是收费与免费，虽然Kindle本身的盗版
资源很多，但是相比于直接可以用的盗版资
源，Kindle本身的购买其实对于中国市场来
说或多或少都会出现问题，如今越来越多的
人稀罕免费的产品，Kindle这种收费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必然会不断下降。

第三，Kindle会完全撤出中国吗？从长
期发展的角度来说，Kindle完全撤出中国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在硬件端，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的夹击之下，单纯Kindle这
种电子书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极限压缩，没有
生存空间的话，撤出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在
内容端，电子书单纯的文字阅读已经不再被
语音、视频所主体的新型阅读方式所接受，
Kindle的内容也就显得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了。因此，Kindle撤出中的可能性其实还是
蛮大的。不过电子书阅读器的市场却不会
就此衰落下去，我们看到这些年越来越多的
电子书阅读器品牌开始崛起，特别是国内的
知名电子书阅读器品牌其实越来越多，特别
是科大讯飞、掌阅、文石阅读等品牌也快速
崛起，给电子书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中国阅读市场其实还在不断壮
大，特别是数字阅读市场的空间也在不断提
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Kindle即使被市场
所抛弃也不会改变数字阅读趋势的变化，会
有更多的国产阅读器企业开始出现，从而进
一步填补Kindle所遗留的市场空白。

不过，无论是Kindle有没有退出中国市
场，数字阅读趋势的改变已经势不可挡，
Kindle如果想要留下的话，必须要学会如何
适应中国市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