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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已度过至暗时刻
华为正在用过去一年的成绩向外界诠

释着它的韧劲。事实证明，所谓的制裁并未
压垮华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了华为
再度启程的「引擎」。华为的财报，为我们清
晰地证明了这一点。据华为最新发布的财
报显示，2021年，华为经营稳健，实现全球销
售收入 6368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1137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75.9%。不得不说，在经济
大环境极其不确定的大背景下，华为能够取
得如此的成绩，还是值得称赞的。

和华为财报让人眼前一亮的另外一则
消息，更加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则消息显
示，华为成为2022年全球最有价值电子电器
品牌第三位，品牌估值712亿美元，位居苹果
和三星之后。

如果要为以上两则消息找到内在原始
注脚的话，我想，华为持续不断地在研发上
的投入，才是保证其利润与品牌价值共同发
展的关键所在。据有关消息显示，华为的研
发投入连续五年入选全球前10，成为唯一一
家连续入选的中国公司。值得注意的是，
2021年，华为的研发投入 1427亿元，位列全
球第二位。

种种迹象表明，华为正在度过所谓的至
暗时刻，正在迎来黎明前的曙光。对于华为
来讲，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但是，它同
样昭示着的是，华为正在开启一场全新的发
展。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着华为的韧性逐
渐显现，我们还将会看到它给我们带来更多
的惊喜。

一
不得不说的是，制裁给华为带来的影响

是相当深远的。但是，当所谓的制裁给华为
关上了一扇门的同时，我们又看到了华为正
在打开一扇窗，并且透过这扇窗，阳光正洒
进来。芯片的断供，的确让华为的手机业务
遭受到了困难和挑战，但是，这同样让华为
在寒冬期，开始储备更多的能量，以为未来
春来的来临积蓄能量。

透过华为的财报，我们可以看出一丝端

倪。根据华为的财报显示，2021年，华为研
发投入达到1427亿元人民币，占全年收入的
22.4%，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投入超过 8450
亿元人民币。在我看来，华为在研发上的持
续投入，正是在寒冬期积蓄能量，不断开启
华为增长的第二条曲线。

当华为的手机业务受到芯片断供的影
响，开始出现萎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华
为开始从新的方向着手，以填补手机业务的
萎缩带来的衰退。无论是华为在煤炭、制造
业、医疗等领域的5G的应用，还是华为对于
造车的支持，我们都可以看出，华为正在用
新的业务来填补手机业务的缺失而留下的
空白。

事实证明，华为抵抗住了这一挑战，并
且在手机之外的新业务里找到了新的发展
突破口。随着华为发展的新窗口逐渐打开，
我们可以确信，未来华为将会迎来更多的新
的发展，不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我看来，
华为在造车、5G、华为云等诸多方面的业务
的铺展，将会为我们开启新的想象空间。

二
尽管华为度过了至暗时刻，但是，我们

同样要看到的是，华为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春
天，尚且存在一定的距离。可以预见的是，
2022年，华为依然还是将会保持稳健的发展
状态，持续寻找新的发展突破口。

正如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所说的那样，
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2022年华为还
要继续求生存，谋发展。同时，华为副董事
长、CFO孟晚舟称，华为主营业务「造血」能
力在增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在提升。

何为「造血」能力？按照我的理解，就是
华为基于长期以来的研发投入，不断激活内
生动能的过程。如果我们将华为的手机业
务看成是「硬件」业务的话，那么，我更多地
愿意将华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造血」能力归
结为「软件」业务，即通过不断地给相关产业
的深度赋能来寻找新的发展突破口。

乍一看，这与我们时下经常提到的产业

互联网会有几分相似之处。没错，现在以阿
里巴巴、腾讯、京东、拼多多为代表的互联网
公司都在布局产业互联网，都在寻找自身与
实体经济、实体产业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然
而，同这些互联网公司不同的是，华为所做
的会更加基础，更加深入，特别是它在5G上
的优势，将会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它服务实
体，赋能实体上的韧性。

我想，这才是「造血」能力的真正内涵所
在。如果我们将互联网公司们对于实体经
济、实体产业的赋能看成是对一座老旧的房
屋进行修葺和装修的话，那么，华为要做的
是为老旧的房屋重新打地基，重新做结构。
简单来讲，华为对于实体经济、实体产业的
赋能会更加基础，更加深度。

然而，这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和沉淀
的。它并不会像手机业务那样，可以快速发
展，快速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但是，等到
打好地基，做好框架之后，它所呈现出来的
发展潜能，丝毫不比现在的手机业务差，丝
毫不比现在的手机业务带来的想象空间小。

三
透过华为的财报，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这

样一种发展端倪。根据华为发布的财报显
示，消费者业务销售收入为 2434亿元人民
币，同比下降49.6%，运营商业务销售收入为
281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7.0%，企业业务
业务销售收入为 101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2.1%。在三大业务当中，唯独出现增长的
企业业务，才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方。从
某种意义上来讲，企业业务将会是华为真正
开启新的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我看来，华为的消费者业务之所以会
下降，除了与制裁有关之外，更多地是与流
量红利的见顶，特别是手机的普及有着莫大
的关系。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只是发生在华
为身上，苹果、小米、VO等其他的手机品牌
都开始遭遇这样的情况和问题。

这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手机制造商开始
将关注的焦点从手机业务，开始转移到造车

业务上的原因所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
着汽车功能的逐渐丰富以及各种智能穿戴
设备的普及，手机被取代将会成为一种潮流
和趋势。

同以手机为主导的消费者业务的下跌
不同，我们看到的是企业业务的增长。所谓
的企业业务，其实就是赋能实体，赋能产业
的业务。相对于消费者市场的一片红海，企
业端则是一片蓝海，并且在这样一个蓝海
里，它所具备的发展潜能，丝毫不比消费者
业务少。

对于华为来讲，企业业务，才是保证它
可以穿越黑暗时刻，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的关键所在。同其他玩家不同的是，华为在
这个方面是具有相当独特的优势的。除了
我们熟知的5G之外，我认为，更多地是华为
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方面的前瞻性布局。而
这些前瞻性的布局，从根本上来看都是与企
业业务有着很大的联系的。

这是我们看到在诸多手机制造商都在
布局造车的时候，华为依然宣布不造车，而
是做造车的支持者的原因所在。在我看来，
华为之所以不造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于，所谓的造车依然是属于制造业的范
畴，它的内在逻辑和手机是一样的。

尽管如果华为造车可以弥补手机业务
上的短板，但是，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做
好造车业务的生态赋能，助力更多的企业，
更好地造车，要比造车本身具备更多的想象
力。我认为，这才是华为真正可以穿越至暗
时刻，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繁荣的关键
所在。

透过华为的财报，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
感觉到，华为业已度过真正意义上的至暗时
刻。但是，纵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求生存，
谋发展，依然是华为的主题。可以预见的
是，随着华为在新业务上的布局不断展开，
特别是这些新业务的「造血」能力的不断增
加，华为将会真正穿越至暗时刻，迎来名符
其实的春天。

互联网的「第二次革命」

当下正在发生的这样一场全新的变革，
完全可以视作是互联网的「二次革命」。如
果我们将互联网行业的「第一次革命」看成
是一场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有关流量和资本
的争夺战的话，那么，互联网行业的「第二次
革命」，更多地像是一个拥抱实体，拥抱产业
的过程。同「第一次革命」时期，互联网玩家
们需要庞大的规模来确立自身的优势地位
不同，在「第二次革命」阶段，互联网玩家并
不需要太多的人员，太大的规模，它们更多
地需要的是一种纵向上的深度介入。

我们现在看到的席卷整个互联网行业
的裁员潮，正是这种现象的直接体现。可以
预见的是，这样一场以「瘦身」为主导的规模
缩减依然还会持续，直到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真正摆脱上一个时期的发展模式为止。事
实上，规模上的缩减仅仅只是一个表象而
已，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互联网玩家开
始更多地将关注的焦点聚焦在了实体经济，
聚焦在了基础科学，更多地聚焦在了产业本
身。

如果我们将互联网行业的「第一次革
命」看成是一种外向性的战略扩张的话，那
么，互联网行业的「第二次革命」更多地像是
一场内向性的自我革命，自我解剖。如果我
们将互联网行业的「第一次革命」看成是造
就了线上和线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
的话，那么，互联网行业的「第二次革命」则
可以造就一个线上和线下深度融合的全新
的经济形态。

透过头部互联网玩家们的战略方向的

转移，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这一点。腾讯开
始做助力实体经济的事，拼多多开始持续精
耕农业，美团则是变成了「美好生活的小帮
手」……种种迹象表明，互联网行业正在放
弃与实体经济水火不容的发展模式，转而去
选择自身与实体经济结合的正确的方式和
方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发展新模式，我
认为主要是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走向深入
以及互联网行业从传统土壤开始枯萎有着
莫大的联系。

从互联网行业的影响深度的层面来看，
现在的互联网早已不再具备信息撮合和中
介的优势，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彻底转
移，正在让互联网的这一特质优势不再。同
时，互联网技术同样演化出来了诸多的新技
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无一不与互联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无论是互联网对
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改变，抑或是互联网
技术的不断演进和进化，我们都可以非常明
显地感受到，它的影响力正在从早期的浅
显、表层，开始转向深入和全面的。在这样
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再去借助以往的发展模
式，再去借助以往的思路，显然是无法获得
快速的发展的。告别传统意义上的平台和
中心的模式，转而去寻找一种去中心化的发
展新模式，才是保证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可以
获得新的突破的关键所在。

从互联网的土壤开始枯萎的层面来看，
一直以来，互联网行业之所以会获得如此快

速的发展，资本和流量以及衍生于它们的诸
多因素在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功能和作
用。可以说，互联网行业的崛起和兴盛，并
不是因为互联网本身多么地具有颠覆性，而
是说，资本和流量的红利成就了互联网行
业。

经历了PC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联
合洗礼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全新的嬗变
正在上演。在这个过程当中，流量见顶，资
本退潮，曾经助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天时」
早已不再。在这样一个阶段，如果我们依然
按照传统的互联网模式来发展，必然会陷入
到新的困境之中。

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了互联
网行业必然需要转型，必然需要告别传统意
义上的发展模式。

那么，互联网的「二次革命」的新蓝海在
哪呢？我认为，告别以往的二元分离的发展
模式，转而去寻找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结合的
方式和方法，从而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继续
汲取营养，才是互联网的「二次革命」的蓝海
所在。

首先，互联网需要寻找新的「营养基」。
任何一种技术，欲要发展处它的最大的功能
和作用，必然需要找到「营养基」才行。互联
网行业，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将互联网行业
的「第一次革命」期的「营养基」看成是资本
和流量的话，那么，互联网行业的「第二次革
命」的「营养基」则是实体经济和实体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全新的阶
段，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实体产业的结合并
不能够像「一次革命」期那样，仅仅只是依靠
平台和中心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需要真正找
到与实体经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的方式和
方法。简单来讲，在互联网行业的「二次革
命」期间，传统意义上的平台和中心将不复
存在，经典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同样也是不
复存在的。通过回归实体，回归产业，为互
联网行业的发展找到新的「营养基」，才是保
证它可以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次，互联网需要找到新的商业模式。
在「第一次革命」阶段，我们都知道，几乎所
有的互联网玩家的商业模式，基本上都是依
靠撮合和中介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如果
对这一阶段的互联网式的商业模式做一次
总结的话，撮合和中介，无疑是再恰当不过
的了。

等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互联网需要告别
这样一种以撮合和中介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转而去寻找一种深度赋能和改造的新型商
业模式。同以往的撮合和中介不同，在这样
一个新阶段，我们需要互联网玩家们真正深
入到实体经济、实体产业的实际运作过程当
中，通过真正给实体经济和实体产业带来真
正意义上的改变来获得盈利。如果对这样
一个阶段的商业模式做一个总结的话，赋能
和改造，无疑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再次，互联网需要衍生出新形态。正如
上文所说的那样，现在的互联网，早已不再
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诸多新技术，几乎都可以找到与互联网之间
的联系。因此，与其我们说这些新技术是新
技术，倒不如说，它们都是互联网的衍生体，
都是互联网的新形态。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着互联网发展的
持续深入，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其他新
技术类型的不断深入融合，我们还将会看到
它衍生出来更多新的技术类型，这些新的技
术类型将会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形态，
成为新的互联网的代名词。可能它们的名
字会有所改变，但是，它们与互联网技术之
间的联系则是必然的。

复次，互联网需要新的产品、服务和体
验。无论是以上的哪种改变，如果没有新的
产品、服务和体验的出现，所谓的互联网行
业的变革都是不彻底的，都是不完整的。以
元宇宙、web3.0为代表的诸多新概念的出
现，告诉我们，互联网的「第二次革命」必然
是以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体验为终极
目的地的。

如果对新的产品、服务和体验做一个总
结的话，我认为，虚实结合，数实融合将会是
主要特征。未来，我们无论是购买产品，享
受服务，抑或是感受体验，都需要以虚实融
合，数实融合作为注脚。当互联网行业出现
了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体验，它的「第
二次革命」才算是真正实现。

同很多人将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的这
样一场深度变革看成是互联网时代的落幕
不同，我更加愿意将这样一个过程看成是互
联网行业的「第二次革命」。经历了这样一
个阶段的洗礼之后，互联网行业才能有新的
进化，才能获得新的发展可能性，才能真正
跳出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