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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电没「电」了
继连续冲击 IPO未果之后，小电再度传

出了裁员 2000人的消息。曾经风靡一时的
共享充电宝，再一次走在了崩溃的边缘。从
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共享充电宝就备受争
议。即使是在被资本追捧的年代里，依然有
人表达过对于共享充电宝的质疑。比如，
「国民老公」王思聪就曾经说过，共享充电宝
要是能成，我就吃翔。当前，共享充电宝行
业正在遭遇的这场寒冬，似乎正在印证着王
思聪对于它的看法。

尽管我们可以找出上百种理由来说明
共享充电宝的创新，但是，它依然无法逃脱
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特别是诞生于共享经济
风靡的大背景下的现实。当以共享单车为
代表的诸多共享经济的概念业已被证明是
一个伪命题的当下，共享充电宝能够走到今
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然而，能够坚
持到今天，并不代表它可以坚持到明天，当
资本和流量的红利不再，共享充电宝的明天
依然是不容乐观的。

作为共享充电宝行业的头部企业，小电
正在遭遇的窘境，无疑是共享充电宝行业的
真实写照。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小电不做出
改变，那么，它的未来无疑是不可预知的，更
为严峻的情况是，我们很难保证共享充电宝
不会像共享单车那样，成为城市的另外一种
堆积成山的「垃圾」。

共享充电宝何以至此？
不得不说的是，共享充电宝的确在某种

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的充电难的问题，甚至在
某一个时期内，曾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
利。但是，同其他类型的互联网模式一样，
仅仅只是以烧钱补贴来建立规模优势，进而
对用户进行疯狂地收割，或许，同样注定了
这样一种商业模式无法走得长远。

共享充电宝是典型的互联网模式。所
谓的典型的互联网模式，其实就是以收割资
本和流量的红利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资
本充沛的年代里，共享充电宝玩家们通过不
断地融资，不断地扩大规模来收割资本的红
利。等到借助资本的力量建筑起来了庞大
的规模优势之后，它们再借助强大的规模优
势和生态壁垒来收割流量红利。

很显然，这样一种类型的互联网模式，
仅仅只是在资本和流量都丰沛的大背景下
有生长的土壤，一旦资本和流量的红利不
再，一切都将从头开始。对于共享充电宝何

以至此？或许，最为确切的解释是其将互联
网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但却没有跳出互联网
模式的牵绊，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这是几乎所有的共享经济模式都会犯
下的问题。玩家们口中所谓的「共享」，仅仅
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他们并不了解真正共享
的涵义，说到底，他们仅仅只是把「共享」当
成了互联网的代名词。表面上，他们说在做
共享经济，实质上，他们依然在做互联网。

然而，纵然是在做互联网，共享经济的
玩家们依然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真正要做的
是要为用户提供足够多的便利，真正做到用
户第一，才能让用户心甘情愿地买单。如果
他们仅仅只是把用户看成是可以反复收割
的流量，那么，等到他们收割的程度超过了
用户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候，用户就会选择
用脚投票。

如今，以共享充电宝为代表的共享经济
玩家们正在遭遇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状态。
严格来讲，现在的充电宝已经不再是一个可
以给用户带来便利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互联
网平台收割流量的工具，并且收割的程度正
在超过用户的限度。

当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再加上资本和流
量红利的消逝不再，有关小电的上市之路遇
阻，有关小电的裁员，便成为一种无可避免
的现实。当小电没「电」了，我们或许需要反
思的是共享经济本身，甚至还需要更多地去
反思互联网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真正
适合共享经济的未来发展之道。

共享充电宝的未来在哪？
当我们看到小电面临今天的窘境，或许

更多地想象到的是，当初的摩拜单车投身到
美团的怀抱是多么地明智。然而，现在或许
很难再能够找到一个像美团这样的一个「接
盘侠」。因此，我们或许需要更多地从另外
的角度来思考和探索共享充电宝的未来发
展之道。

共享充电宝应当回归「共享」的本质。
笔者始终认为，以共享充电宝为主导的共享
经济模式，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困境之
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仅仅只是以共享
经济为噱头，并未真正从事共享经济的买
卖，才是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所在。

何为「共享」？我所理解的共享，主要包
含两个方面。第一，「共享」更多地是出于公
益的性质，正如我们现在在每一座城市都可

以看到的公共自行车一样，它应当是一个以
政府为主导的存在，并且它是一个偏公益性
质的存在，而不是一个以盈利为终极追求的
存在。只有真正让「共享」回归公益的性质，
它才能跳出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怪圈，真正找
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新模式。

第二，「共享」更多地是处于闲置资源的
再利用与最大化应用。比如，我们所看到的
顺风车，共享民宿等。它是一种个人对个人
的服务形式，而不是一种平台对个人的服务
形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台仅仅只是扮演
的是信息的发布的功能和角色，而不是服务
的提供方。当个人对个人的方式，取代平台
对个人的方式，成为共享经济的主导，共享
经济才算是真正回归到了它的本质。

对于像小电这样的共享充电宝玩家来
讲，或许，更多地要扮演的是公益以及平台
的角色，告别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
况。通过真正让共享充电宝回到到「共享」
本质，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正确的发展模
式。

共享充电宝应当找到新的商业模式。
正如上文所讲的那样，我们所看到的共享充
电宝的玩家，其实就是互联网玩家，只不过
互联网玩家以共享经济的概念来吸引用户
和资本而已。因此，如果我们来寻找共享充
电宝的商业模式的话，说到底，它依然还是
互联网式的商业模式。

当资本和流量的红利不再，共享充电宝
再去利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来延续自身的
发展，势必会陷入到困境之中，这是共享充
电宝之所以会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
欲要破解共享充电宝的困境和难题，必然需
要跳出互联网式的商业模式。

笔者认为，共享充电宝应当成为未来，
特别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数据入口的角
色。通过共享充电宝，我们更多地是获得用
户相关的数据，并且用这些数据来进行新的
变现。当然，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个过
程当中，我们要关注的是数据的安全，特别
是个人隐私数据的安全，避免大数据杀熟。
真正让共享充电宝在获取数据之后，能够将
这些数据更好地服务用户，而不是更好地收
割用户。

因此，共享充电宝的玩家们在获得了用
户的数据之后，应当更多地将这些数据资源
转变成为能够辅助相关产业的数据，然后，

让相关产业借助这些数据来实现自身产业
的升级换代，最后，再去用业已升级的产品
和服务更好地服务用户。我想，这才是共享
充电宝真正跳出互联网式的商业模式的关
键所在。

共享充电宝应当成为巨头们回归实体
的「接口」。当下，一场数实融合的新发展浪
潮正在上演。越来越多的玩家，特别是互联
网玩家，开始寻找自身回归实体，服务实体
的正确方式和方法，放弃互联网时代的以收
割用户和流量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对于共
享充电宝来讲，或许更多地需要步共享单车
的后尘，通过成为头部巨头的一份子来找到
的新的发展可能性。

可能有人会说，摩拜单车在投身到美团
的怀抱之后，并未见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甚至还成为拖累美团的「拖油瓶」。如果将
投身到巨头的怀抱，看成是共享充电宝的未
来的话，未免有些太过简单和武断了。对
此，笔者并不认同。我认为，摩拜单车之所
以没有给美团带来改变，很大程度上在于摩
拜单车还是在延续以往的发展模式，摩拜单
车仅仅只是投身到了美团的怀抱，但它的内
在的商业逻辑并未改变。这才是导致摩拜
单车会成为美团的「拖油瓶」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要通过改变共享充电宝的内
在的商业逻辑来寻找巨头们回归实体的方
式和方法，通过寻找新的商业模式和逻辑来
承担起头部互联网企业实现数实融合的「接
口」的角色，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将互联网巨
头们看成是一个避风港，依然还延续以往的
发展模式，而并未真正跳出原有的发展困
境。笔者认为，共享充电宝应当成为一个数
字经济时代，特别是物联网时代的数据接口
的角色。然而，这需要一个前提，即共享充
电宝放弃现有的以收割用户和流量为主导
的发展模式，真正回归公益与资源共享的本
质。

小电的大规模裁员，再一次将人们关注
的焦点聚焦在了共享充电宝行业的身上。
在我看来，共享充电宝之所以会走到今天，
或许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这样一种宿命。对于共享充电宝行业来讲，
真正回归共享经济的本质，真正告别互联网
式的商业模式，并且找到它们在数实融合的
新时代的新定位，才是属于它的新未来。

京东，逆流而上
能够在如此的市场环境下，交上这样一

份财报答卷，对于京东来讲，多多少少是有
些不容易的。正如京东总裁徐雷所言，京东
能够达成这样一份财报，体现出来的是京东
作为新型实体企业商业模式的极强韧性。
新型实体企业，或许是京东财报之所以亮眼
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互联网式的平台经济模式开
始越来越多地失去原有的魔力，这一点，我
们可以从阿里、美团们的财报身上看出些许
的端倪。如果一定要给这样一种发展状态
寻找一个注脚的话，过度地聚焦虚拟经济和
平台经济，缺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无疑
是一个主要原因。而京东则不相同。从一
开始，京东就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台型企
业，看看京东物流，看看京东自营，我们就可
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这一点。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可以让京东穿
越周期，表现出来越来越强的增长韧性。或
许，正是因为如此，刘强东才会在持续亏损
的情况之下依然全力投资物流和自营。这
个曾经被视作京东短板的存在，正在越来越
多地给京东带来极强的增长韧性。

透过京东财报，除了看到耀眼的数据之
外，我认为更加应该深度思考的是造就这一
切的内在原因。因为这些才是真正保证京
东之所以会逆流而上，不断穿越周期的关键
所在。

虚实结合，京东正得到回报
在那样一个平台经济风靡的时代里，能

够坚持自建物流，多多少少是需要勇气的。
但是，京东在刘强东的带领下却一直都在这
么做。如果现在今天这样的视角，再来看待
京东自建物流这件事，我们就会发现，这是
多么一件明智的事情。如果一定要给京东
自建物流寻找一个代名词的话，虚实结合再
合适不过了。

从短期看，自建物流是得不偿失的。因
为它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在进行物流相关
模块的搭建。一方面会耗费巨大的时间和
精力，另一方面会耽搁核心业务的发展机
会。这是以阿里为代表的电商公司一开始
选择不自建物流的根本原因。然而，自建物
流的方式却可以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长期的
发展效益，甚至还可以成为自身新的增长
点。

这一点，在京东身上得到了证明。或
许，正是因为在这一方面尝到了甜头，我们
看到京东开始在虚实结合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无论是京东自营，抑或是京东京造，我
们都可以看到京东一直都不仅仅只是想要
去只做一个平台，而是更多地去寻找虚实结
合的新的可能性。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
京东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电商平台，
而是一家虚实结合的新型企业。

长期的虚实结合让京东开始得到回
报。现在，京东有关新型实体企业的定位或
许正是得益于此。有了前期的积累，再加上
当下开启的数实融合的新风口，我们完全有
理由相信，京东可以在未来带给我们更多地
惊喜。如果说，虚实结合给曾经的京东带来
了不同，那么，虚实结合给现在的京东则正
在带来强大的增长韧性和空间。

触达下沉市场，打开京东新的增长极
互联网时代，一二线城市是主战场。可

以说，一二线城市决定着互联网玩家们的今
天，而下沉广场则决定着互联网玩家们的明
天。透过京东财报，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
觉到，下沉市场正在成为京东新的增长极。

对于下沉市场来讲，其他的玩家通常同
由上而下，抑或是由下而上的单向的打法来
获得发展机会。不可否认的是，借助这样一
种单向的打法，下沉市场的优质的农产品得
到了上行，来到了一二线城市消费者的面

前，下沉市场的消费者的消费潜能得到了激
活，为电商平台带来了新的交易量。但是，
这种单向的发展模式，仅仅只能在单一的玩
家手中实现。现在，京东正在通过自身的努
力打开双向布局下沉市场的新方式。

借助京喜，下沉市场的消费潜能，正在
被一点一点地激活，借助京东物流，下沉市
场的优质农产品，正在被运送到一二线城
市。曾经，我们以为，下沉市场仅仅只能是
一个平台做单向的商业模式，现在，京东则
正在通过自身的实践为我们打开激活下沉
市场的新模式——双向协同的新模式。

新型实体，京东正重塑自我
在京东财报当中，让人最感到意外又在

情理之中的就是它对于自己有关“新型实
体”的定义。对于京东来讲，对于自己的这
一定位，无异于正在重塑自我。值得注意的
是，京东对于自己的这一新的定位，再一次
将自身和其他的玩家拉开了差距。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互联网行业正在经
历一场转型和升级。但是，它们对于自己的
定位，要么是新型的数字经济体，要么是数
字赋能者，说到底，它们依然还没有彻底摆
脱对于虚拟经济的执念。不可否认的是，这
样一种转型的确可以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
但是，如果依然对虚拟经济抱有侥幸心理，
不去寻找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方式和方
法，纵然是再精妙的定位都无法摆脱现在的
发展困境。

同其他玩家的拖泥带水不同，京东则开
始用新型实体企业来定义自己。这预示着
京东开始彻底告别传统互联网式的专注于
虚拟经济的做法，开始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
实体经济的怀抱。对于京东来讲，这样一足
够彻底，足够全面的改造，无疑再一次开启
了重塑自我的序幕。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
京东将不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数字经济

体，而更像是一个虚实深度融合的新型实体
企业，从而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

布局新技术，京东正打开新引擎
当下一场以新技术为主导的全新发展

浪潮正在上演，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将关注
的焦点聚焦在了新技术上。对于京东来讲，
它同样开始将更多的关注点聚焦在新技术
的身上。可以说，京东正在开启新的增长引
擎。

透过京东财报，我们同样看出这样一种
发展端倪。无论是利用新技术实现京东库
存周期的缩短，还是不断开展深度学习的造
就，抑或是京东与高校开展的合作，我们都
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京东正在通过新技术
的布局来打开新的增长引擎。

现在，京东在人工智能，边缘计算以及
区块链等技术上的研究和探索，不仅为京东
开启了新的想象空间，同样借助这些新技术
的应用，重新塑造着京东新的发展模式和机
会。今年春晚，京东技术支撑起来的强大的
互动需求，无疑是对京东在新技术布局上的
一次尝试。

相信未来我们还将会看到更多新技术
在京东身上出现，它们不仅将会打开京东的
发展新空间，而且还会给京东注入新的发展
活力。可以预见的是，当越来越多的新技术
因素开始成熟，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
景象的出现，以此为开端，京东将会改头换
面，实现自我进化与自我蜕变。

在互联网玩家正在深度调整的大背景
下，京东财报为我们展示出来的是一种“逆
流而上”的发展状态。找到实现这样一种

“逆流而上”的内在原因，并且将其与京东以
往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明白导致这
一现象出现的根本逻辑。这是成就京东的
昨天的关键，同样是成就京东的明天的开
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