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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金融」结合的嬗变催生新进化
对于很多习惯了互联网的模式和方法

的人们来讲，是很难理解当前金融行业正在
发生的这样一场改变的。因为按照他们的
想法，所谓的金融进化，必然是以「互联网+
金融」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所谓的模糊「互联
网」和「金融」两种元素的做法，只不过是一
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罢了。不得不说，人们之
所以会有这样一种看法，其实是有些道理
的。

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互联网技术和模
式本身并不具备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能力，而
仅仅只是回归金融行业的传统渠道进行简
单意义上的改变而已。站在这个角度，我们
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获得模糊「互联网」和「金
融」两种元素的方式和方法的。

然而，随着互联网发展的逐步深入，特
别是随着衍生于互联网技术的一系列新技
术的逐渐成熟，我们正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有
关「互联网」和「金融」两种元素深度融合的
现象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融
合，并不是像互联网金融时代仅仅只是将
「互联网」和「金融」两种元素进行简单相加，
而是开始找到一种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全新
模式，并且这样一种全新的模式是以回归金
融行业为前提的。

「互联网」与「金融」结合的方式正在嬗
变

以往，谈及「互联网」和「金融」两种元素
的融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各式各样的互联
网金融模式。尽管这些模式给人一种眼花
缭乱的感觉，但是，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
现，这样一种「互联网」和「金融」结合的方式
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相加而已，并未实现
「互联网」和「金融」两种元素的深度融合。

然而，我们依然无法否认互联网式的
「互联网」和「金融」两种元素融合的功能和
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样一种结合的
方式极大地提升了金融行业的运行效率，实
现了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不过，我们同样
要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以降低门槛，收割更

多流量的方式和方法，其实早已背离了「互
联网」和「金融」两种元素融合的初衷，最终
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带入到了死胡同。

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互联网」和「金
融」两种元素结合的方式，并且这种全新的
结合方式，不是以收割流量为终极追求，而
是以回归实体为终极追求的。庆幸的是，这
样一种全新的结合方式正在发生着。

当互联网开始新的进化，我们看到的
是，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全新时代的来临。
同互联网技术仅仅只是和金融进行表层的
结合不同，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更加深度
和全面。在这个时刻，金融本身开始发生一
系列的改变。比如，数字货币；比如，数字风
控；再比如，数字赋能，等等。

深入分析，数字技术与金融的这样一种
全新的结合方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结合
方式带来的是金融行业本身发生越来越多
的新改变，并且这种改变是以金融行业回归
实体，回归产业为终极追求的。换句话说，
数字技术与金融结合的方式让金融更加是
金融，而不再像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那样，
最终让金融失去了自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当下正在进行的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的这
样一种全新的结合，其实依然是互联网的延
续，只不过它们结合的方式不再是简单相
加，而是开始变得更加深入和全面罢了。如
果对正在发生的这样一种结合做一个总结
的话，深层取代表层，全面取代片面，金融取
代互联网，或许再合适不过了。

嬗变之下，金融的进化正在发生
当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方式发生改变，

一个最大的改变，便是金融本身正在发生一
场深刻而彻底的改变。这种改变的一个最
为直接的表现就是，以收割流量为主导的发
展模式的终结，以赋能实体，回归实体为主
导的发展模式的来临。可以预见的是，未
来，纯粹意义上的金融玩家，抑或是纯粹意
义上的科技玩家都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金融」与「科技」复合体的来临。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复合体时代，我们将

会看到的是，金融行业将会发生一系列的变
化，并且将会真正造就一个全新时代的来
临。

金融将更多地呈现数字化的一面。未
来，数字化的浪潮将会越来越明显，我们身
处的世界，将会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世界。金
融作为联通经济社会的「毛细血管」，必然也
需要发生一场以数字化为主导的全新进化，
才能继续承担起经济社会「毛细血管」的功
能和作用。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货币的数字化、金融
流程的数字化，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当金融
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数字化之后，衍生出更多
数字化的功能和属性，并且让这些数字化的
功能和属性，更好地赋能经济社会的发展，
才是终极归宿。只有这样，金融才能真正告
别仅仅只是金融本身，才能真正承担起经济
社会的「毛细血管」的功能和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未来，金融即是数
字，数字即是金融。一个以金融和数字的深
度融合为主导的全新时代将会真正来临和
实现。当这一天真正来临，金融回归实体，
回归产业的目标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金融发挥自身功能的方式将会发生深
刻改变。无论是在传统金融时代，还是在互
联网金融时代，金融发挥自身功能的方式仅
仅只是单一的、片断的，难以延续的，难以贯
穿全局的。金融发挥自身功能的这种方式
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在于它无法给产
业带来多维度，全方位的赋能，最终导致它
对于实体经济和产业的支撑不够彻底和全
面。当数字经济时代来临，特别是当数字技
术与金融的结合开始变得深入和全面，我们
将会看到金融发挥自身功能的方式将不再
是单一的，不再是片断的，而是贯穿始终，全
流程的。对于金融行业来讲，这才是真正能
够给实体和产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
进化的新方式。

在传统时代和互联网时代，金融发挥自
身功能的方式是无法改变的。然而，等到了
数字经济时代，这种方式是完全可以实现
的。其中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数字技
术带来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壁垒的打破，
鸿沟的弥合，从而让两个原本并不相关的存
在，建构了一种更加全面和多维的关系。

金融的盈利模式将会发生深刻变革。
传统时代和互联网时代，金融都是被动的，
都是躺赚的模式。驱动这样一种模式可以
发展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金融需求的存
在，特别是金融供给与需求不对等所导致
的。当金融行业开始发生嬗变，特别是当金
融行业的供求逻辑开始发生改变，金融行业
的盈利模式必然开始发生一场深度嬗变。

简单来讲，金融行业就是要告别以往的
被动和躺赚的模式，转而去寻找一种积极主
动的发展模式。所谓的积极主动的模式，其
实就是要告别金融的供给模式，从传统时代
和互联网时代的粗放式的金融供给，转变成
为数字科技时代的精细化的金融供给。

当金融的供给模式发生改变，它的盈利
模式必然会摆脱传统时代以收割流量和资
源不对等的发展模式，转而寻找一种真正意
义上的赋能实体，赋能产业的发展模式。按
照笔者的理解，未来金融的盈利模式将不再
是简单直接的，而是一个更加多维、深度、全
面的过程。以此为开端，金融才能真正进入
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真正意义上的新金
融时代才能真正来临。

一种「互联网」与「金融」全新的结合方
式，正在开始打开，这种全新的结合方式是
以数字技术的衍生、发展和成熟为代表的。
当这样一种嬗变开始出现，我们将会看到的
是金融行业将会发生一场全新的进化。同
互联网时代的浅尝辄止不同，这样一种全新
的金融进化是深度的、全面的，多维度的。
由此，金融本身不仅将会改变，它与外界联
通的方式，同样将会发生一场深刻而又彻底
的改变。

透视阿里财报：一边在寻找，一边在失去
对于阿里巴巴来讲，过去的一年是一个

不平常的年份，因反垄断被调查、组织架构
的大调整等诸多大事件几乎贯穿始终。正
是在这样一系列大事件的影响之下，外界对
于阿里巴巴 2021年财报的相关数据并不抱
有太多乐观的态度。当财报如期而至，特别
是当财报略优于外界的预期，我们看到的是
阿里巴巴股价的上涨。

根据阿里巴巴财报显示，2022财年第四
季度营收 2040.5 亿元人民币，上年同期
1873.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归属于普
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人民币162.41亿元（约
合 25.62亿美元）。不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计算，净利润为人民币197.99 亿元（31.23 亿
美元），同比下降24%。

财报显示，2022财年，阿里巴巴总收入
为收入为人民币 8530.62 亿元（1345.6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9%；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为人民币 619.59 亿元（97.74 亿美元），
同比下降 59%，不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
算，净利润为人民币1363.88 亿元（215.15 亿
美元），同比下降21%。

透过这样一份财报，我们首先感觉到的
是意料之中，但是，除了预料之中的信息之
外，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阿里巴巴一边
都在寻找，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寻找
新的增长曲线。同时，我们还看到的是阿里
巴巴一边在失去，失去业已建立的优势，失
去互联网时代的辉煌和荣耀。所以，如果用
一句话来形容阿里巴巴的财报的话，我想，
用「一边在寻找，一边在失去」，或许是再恰
当不过的了。

是的，过去的一年里，阿里巴巴似乎一
直都在寻找，寻找能够给自身带来增长的第
二条曲线。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阿里巴巴
CEO张勇的谈话当中看出一些端倪。5月20
日，逍遥子在淘宝天猫-商家线上交流会上，
面对300多家核心商家表示：“我喜欢讲一句
老话，‘努力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
不确定性中，寻找经营的确定性，消费需求
的确定性，从而组织好供给的确定性。”

同样，在 5月 26日的财报分析师会上，
我们同样可以读到阿里巴巴一直都在寻找
的味道。张勇表示，“如果能够在不确定的
疫情态势下，确定性地保障供应链和物流的

稳定、畅通，商业才可能稳定经营，消费情绪
和意愿才能更好地恢复。”可见，阿里巴巴一
直都在摸索和寻找，摸索后互联网时代的发
展新路线图，寻找可以给阿里巴巴带来新增
长的引擎。

然而，当阿里在寻找的时候，我们同样
要看到的是，阿里同样在失去。失去由淘宝
和天猫缩建构起来的优势，失去渐行渐远的
电商时代的荣耀。对于身处百年未有大变
局下的企业来讲，阿里巴巴的「寻找」和「失
去」都是必然的。因为这更多地昭示出来的
是，阿里巴巴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并且在
寻找新的发展可能性。

阿里一边在寻找
事实上，有关阿里的「寻找」，并不仅仅

只是从去年开始的，早在几年前，阿里便已
经开始了有关未来的寻找。无论是成为数
字经济时代的石油和发动机，抑或是淘特的
杀入下沉市场，还是加注海外市场，我们都
可以看出，阿里一边都在寻找下一个发展的
可能性。

不得不说的是，经过了不断地探索和实
践之后，阿里巴巴是找到了新的发展可能性
的。无论是阿里云的首次盈利，还是淘特的
亮眼表现，都是这一现象的直接表现。根据
财报显示，阿里云全财年总收入在抵销跨分
部交易前和抵销后分别为 1001.8 亿元和
745.68亿元，并实现了 13年来首次年度盈
利。阿里云EBITA利润从去年的亏损 22.51
亿元大幅改善为今年的盈利11.46亿元。

除了阿里云之外，淘特在这一年的表
现，同样是较为亮眼的。根据财报显示，淘
特的季度内用户增长为2000万。或许，正是
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的是，阿里方面对于淘
特的不断强调，特别是不断强调，淘特本身
的流量对于填补阿里现有生态流量的功能
和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把阿里云和淘特看成是
阿里巴巴的新探索的话，那么，阿里巴巴在
原有的国际业务上的表现，同样让我们看到
的是，它在找到原有业务的新的增长的可能
性。根据财报显示，季度内阿里国际商业用
户增长400万，在过去12个月里阿里国际商
业分部年活跃消费者达到3.05亿，这是阿里
进军海外市场多年以来的新峰值。

另外，尽管受到国际地缘政治事件的影
响，在2022 财年内Lazada 和Trendyol的订单
增长分别为 60%和 68%，在阿里所有业务线
里，这是订单增速最快的业务。Lazada全年
订单量增长60%，其本地化策略取得良好效
果 ；而 土 耳 其 和 中 东 市 场 的 电 商 平 台
Trendyol，增速更是达到 68%。可见，阿里巴
巴在海外市场的探索，同样让我们看到了阿
里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透过阿里巴巴一直在寻找的这些全新
的领域来看，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
这些领域业已成为驱动阿里巴巴再一次增
长的全新引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增
长其实是过去几年阿里巴巴寻找的结果，而
真正要想为阿里巴巴的未来发展带来动能，
阿里巴巴或许还需要下更大的气力，如何将
这些探索出来的新业务与原有的业务结合
起来，以实现新旧动能的完美转换。

阿里一边在失去
当阿里巴巴一边在寻找着新的发展可

能性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的是，阿里巴巴
一边在失去。失去传统电商的优势，失去传
统模式的优势，无一不是这一现象的直接代
表。同样，我们依然可以从财报当中看成这
样一种端倪。

根据财报显示，在疫情因素相对较弱的
1月和2月，阿里中国商业整体GMV处于“持
平”态势，几乎没有明显增长。要知道，在今
年一季度内，淘宝和天猫都加大了对商家和
用户的拉动，更多的让利、补贴出台。纵然
是在这样一系列刺激措施的影响之下，阿里
巴巴的传统电商业已依然还保持了这样一
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不得不说，阿里巴巴正
在失去原有电商业务的强劲的增长后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处于电商变革期的
阿里巴巴其实是需要这样一种失去的。因
为这更多的折射出来的是阿里巴巴过去发
展模式的问题和弊端，特别是以流量为主导
的发展模式的弊端。笔者认为，当阿里巴巴
在失去原有电商优势的情况下，需要将更多
的目光聚焦在存量用户的运营上，特别是找
到存量时代实现新增量的方式和方法。

庆幸的是，我们看到了阿里巴巴方面对
于存量用户的关注。据财报显示，在“淘宝
和天猫消费超过 1万元的年度活跃消费者”

中，有 98%在一年内保持活跃。而这超过
1.24亿“人”的阿里平台消费“万元户”。如
何激活这一部分存量用户的需求，或许才是
阿里巴巴真正在未来需要去做的。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业已注意到了
这一点。今年以来，阿里高管公开或小范围
活动时，谈得最多的是怎么做留存。流量时
代变为留存时代，几乎是阿里内部的共识。
可见，阿里巴巴正在放弃以往以流量来赢得
增量的做法，转而通过挖掘存量用户的潜能
来实现新的增量。

当然，阿里巴巴除了寻找基本盘以内的
发展新机会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它开始放弃
以往以向外扩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而寻
找生态内的新的增长可能性。这一点，在淘
特上的表现较为明显。在这次财报当中，阿
里巴巴方面一直在强调有超过 20%的淘特
用户，在整个2022财年尚未在淘宝或天猫平
台消费过。同时，在过去一个季度内，淘特
用户订单同比增长35%。

阿里巴巴之所以会不断强调淘特在这
些方面的表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
于，它开始将更多的关注点聚焦在生态内的
流量的打通和留存，以实现新的增长的可能
性。对于阿里巴巴来讲，这无疑是在通过放
弃以往以扩张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而去寻
找业务内存量，生态内存量的新的增长可能
性。

尽管这样一种做法可能不会像以往那
样大刀阔斧，但是，如果能够找到存量时代
生态内，业务内的新增量，对于阿里巴巴来
讲，不得不说是一次「新发现」。因此，我们
这一所说的「阿里一边在失去」，更多地是告
别以增量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而去寻找以
存量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同阿里巴巴的全年
财报的话，「一边在寻找，一边在失去」，无疑
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
是一种必然。面对不确定性增加的市场大
环境，阿里巴巴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确定
性。而这种确定性，其实更多地透露出来的
是，在寻找一种平衡。欲要找到这样一种平
衡，阿里巴巴就必然需要一边去寻找，一边
去失去，否则，这种平衡怎么可能达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