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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各大互联网巨头们的财报，抑
或是从战略布局的层面上来看，我们都可以
非常明晰地看出，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摒弃
互联网时代以构造平台和中心为主导的发
展模式，转而去寻找与产业深度结合的最佳
姿势。阿里做了犀牛智造，拼多多不断投资
农业，腾讯则是开始了在「助力实体经济」上
的一路狂奔。无论怎样，回归产业，已然成
为互联网玩家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从本质上来看，互联网玩家们业已放弃
了互联网时代屡试不爽的构建生态体系的
做法，继而对用户进行收割的发展模式，转
而做起了那些曾经他们瞧不起的「脏活」、
「累活」。这既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又是新
技术催生出来的新变种。总之，以产业为新
的目标对象，通过改造和赋能产业来获得新
的发展增长点和突破口，业已成为新的发展
风口。

这或许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产业互联
网。

尽管越来越多的玩家将目光聚焦于此，
但是，仅仅只是发展方向的转移，却找不到
赋能实体，改造产业的正确方式和方法，那
么，所谓的产业互联网，或许依然仅仅只是
经典意义上的互联网模式的代名词而已。
站在产业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间档口，我们
需要更多地思考的是产业互联网的正确发
展逻辑，特别是传统互联网模式之外的发展
新模式。

产业互联网时代的玩家角色必然嬗变
我们都知道，在传统互联网时代，那些

处于头部的互联网玩家，无一不是掌握了丰
沛流量的玩家，无一不是建构了庞大生态体
系的玩家，无一不是以撮合和中介为主导的
玩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玩家们扮演的是信
息的沟通、交流和撮合的角色。它们仅仅只
是用最快的效率，完成了产业上下游的信息
对接而已，并未改变产业本身的运行逻辑。

因此，如果给这个阶段的互联网玩家们
的角色做一个总结的话，信息的撮合和中

介，无疑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当流量从线下
向线上的迁移业已完成，仅仅只是借助以往
的模式来进行信息的撮合和中介，业已无法
发挥出有效的功能和作用。这是我们看到
的诸多互联网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开始失去
魔力的关键原因所在。

欲要解决这一痛点和难题，互联网玩家
们必然需要用新的角色来定义自己，以找到
在产业互联网时代的新方向。同传统互联
网时代仅仅只是扮演信息的撮合和中介的
角色不同，在产业互联网时代，玩家们更多
地需要承担起改造产业的重任。在这个过
程当中，仅仅只是依靠去中间化的方式是无
法实现的。它需要玩家们深度参与到行业
的实际运作过程当中，成为行业的一份子，
成为行业的「新型基础设施」，最终才能真正
实现改造产业的目标。正是在这样一种情
况下，玩家们需要将自身的角色，从撮合和
中介的平台和中心的角色，转变成为促使产
业更加高效运行，更加深度改变的「新型基
础设施」的角色。我们看到的阿里、拼多多、
腾讯在这一方面的布局，正是这一角色开始
发生嬗变的主要表现。

产业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底座必然嬗变
仅仅只是借助互联网技术，业已无法实

现改造和赋能产业的目的，这是业已被证明
了的。我们看到的诸多玩家之所以会将关
注的焦点更多地聚焦在基础科学的研究，更
多地聚焦在新技术的探索，正是这一现象的
直接体现。透过这些迹象，我们可以非常明
晰地看出，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必然需要一
种新的技术类型来取代互联网式的技术底
座，以达成深度影响和改造产业的目的。

回顾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
的是，借助互联网技术，人们实现了信息沟
通的去中间化，商品的供求两端可以在互联
网中心下顺利完成。然而，在互联网的早
期，这样一种以平台和中心为主导的信息对
接的方式是有效的。等到信息极大地丰富，
流量极大地丰富，平台和中心上所产生的信

息同样是冗余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
改变以互联网技术为底座的方式，转而寻找
一种全新的技术类型类取代互联网。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诸多新技术的
诞生，这些新技术的诞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和改变了传统的互联网模式。然而，我
们同样要看到的是，真正导致信息沟通和对
接效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型中心的出
现。因此，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必然需
要借助新的技术进行去平台化和去中心化。

在我看来，真正能够成为产业互联网时
代的技术底座的技术，必然需要具备的一个
最为突出的特质，就是去中心化。改变传统
互联网时代以平台和中心为主导的信息对
接方式，转而形成一种点对点的，更加高效
的信息对接的方式。无论如此，在产业互联
网时代，以互联网技术为根本的技术底座，
必然会发生一场深度的嬗变。

产业互联网时代经济形态必然嬗变
经历了互联网时代的洗礼之后，形成了

以互联网玩家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体和以制
造业、农业等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两种经济形
态。在很多情况下，数字经济体承担的是信
息对接的角色，实体经济承担的是生产、制
造和展示的角色。另外，在资本的驱动下，
我们看到的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两种经
济形态的分野，并且出现了数字经济繁荣，
实体经济衰退的情况。

尽管从短期来看，数字经济在信息沟通
和对接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潜能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了实体经济体的销售和营销，但
是，等到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实体经济
开始没落。一方面，数字经济体没有实体经
济产生的新的商品进行供给，进而开始失去
魔力；另外一个方面，数字经济体本身的用
户需求同样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这种情
况下，仅仅只是依靠互联网时代所形成的以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为主导的二元经济形
态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

于是，当产业互联网时代来临，我们必
然需要看到一场经济形态的嬗变开始产
生。在这个大背景下，以数实融合为主导的
新经济形态的产生开始成为一种潮流和趋
势。经历了数实融合的阶段之后，互联网时
代所形态的二元分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被
一元一体的新经济形态所取代。

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必然嬗变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商业

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主要是以去中间化
的，以规模和效率为主导的商业模式。在产
业互联网时代，必然会产生新的商业模式。
在这样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之下，产业互联网
才能称之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如果我们将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看
成是一个以横向上的边界拓展为主导的商
业模式的话，那么，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应当
是一个以纵向上的深度挖掘为主导的商业
模式。在产业互联网时代，玩家们的盈利不
是依靠规模的拓展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于
产业的深度赋能和改造来实现的。另外，玩
家们的盈利同样不是靠规模效益来实现的，
而是靠深度赋能来实现的。

简单来讲，在产业的每一个流程和环
节，我们都可以找到盈利点，在产业的每一
个场景，我们都可以找到盈利点。每一个产
业都可以成就一个类似今天的互联网巨头
一样的企业，每一个片段都可以有一个类似
今天的互联网巨头一样的企业。如果我们
将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看成是一个以
「面」为主导的商业模式的话，那么，在产业
互联网时代，则是一个以「点」为主导的商业
模式。认清产业互联网的内在运行逻辑，特
别是把握产业互联网时代即将发生的变化，
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产业互联网时代的风口
在哪。通过加持这些变化，通过寻找这些变
化当中投射出来的新机会，我们才能够在产
业互联网的海洋里掘金。只有这样，产业互
联网才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而是真正能够
给玩家们带来实惠的存在。

产业互联网的嬗变之道产业互联网的嬗变之道

5000亿增量！黄峥、张一鸣纷纷入场，生命科技成互联网人的终点站？
近日，马云现身西班牙海滩打高尔夫，

13多亿购置的名为“禅”豪华游艇停在岸边，
而淡出公众视野三年的刘强东忙着套现，疑
似在意大利购豪宅。曾经的互联网巨头，开
始了退休生活。不止这两位，张一鸣，黄铮，
王小川也纷纷隐退，意外的是，他们不约而
同地涌向了生命科学领域。

谷歌首席工程师库兹韦尔曾这样一个
观点，技术发展一旦趋近“奇点”，就会带来
意想不到的改变，其中有可能超越人的生物
限度，实现长生不死。生命科学可能成为一
个技术奇点。中国互联网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巨头陈天桥说：“死亡和痛苦应该是我
们未来的研究重点。”在当时，互联网还是一
片巨大的蓝海时，他抛售盛大转向脑科学。

互联网大佬们的下半场开始转向了生
命科学，2020年，42岁的黄铮卸任拼多多
CEO，不到一年时间，持股比例下降 28.1%。
去年三月，在致股东信中说道，想去做一些
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他曾在

采访中表示，相比于拼多多，我更想成为真
正的科研人员，随后便向母校浙大捐出 1亿
美金用于科研探索。

38岁的张一鸣不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
反而更多的参加一些关于生物和教育的讨
论，它曾感慨，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数个领
域，已经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字
节也开始进军生物科技领域。比他们年龄
都大的搜狗王小川似乎更着急一点，与母校
清华大学的科研人员们交流后。在告别信
中称，未来的二十年，如果能投身生命科学，
为大众的健康出一份力，那将会是更有价值
的事情。在退休后的一个月，他连续成立数
家相关企业，全心全意探究人体奥秘。

中科院生物学博士李雷曾表示，生命科
学的终极问题之一是长寿，在这个问题上，
时间其实是最大的敌人。随着时间推进，变
异会积累，最终就是疾病和死亡。如今，包
括哈佛，华盛顿的各大实验室致力于此。
2013年，NAD+直接前体分子被哈佛实验室

合成后，似乎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
决方式。日本最先将其产业化，但由于制造
工艺等方面的问题，原料成本一直居高不
下。我国科学家将其引入。该领域的企业
geneharbor在长达数年的技术攻关后，自主
研发全酶法让成本降低了95%，拥有80余项
技术专利。而依托于此的爱沐茵一举通过
了FDA GARS认证，取得了国际影响力。在
与 50年历史的日本企业合作后推出的爱沐
茵升级版NPC，被京东国际连续数年评为品
类第一，在日本本土广受欢迎。

生命科技在本世纪发展迅速，行业证券
预测，老龄化凸显下，仅我国就有千亿的存
量市场。在此基础上，geneharbor斥资数十
亿在宁波建立了产能百吨的工厂，具有完整
的酶制剂产业链，预计可以满足百万人的需
求。在此赛道，除了互联网圈的关注，93岁
高龄嗅觉仍然敏锐的港首富李超人也不甘
落后，不仅投资高科技公司，还将爱沐茵引
入旗下连锁屈臣氏。

除此之外，红杉资本中国合伙人沈南鹏
也是生命科学投资领域的一大爱好者。高
瓴资本创始人张磊，称生物科技赛道是长线
投资，在该赛道上花费了将近1200亿元。而
去年健康产业的产业报告数据称，投融资总
额创下历史新高的 2192亿美元，同比增长
32.84%，增量近 500亿人民币。桥水资本的
创始人和红杉全球合伙人沈南鹏进行了一
场对话，在当下，互联网高速发展带来的红
利正在消退，随之而来的是生物科技等硬科
技的发展，从投资的层面来看，需要更快速
的适应领域的变化。转型去投资这个新行
业，一方面看重的是生物科技对整个人类的
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看中生物科技发展后
能够拥有的巨大红利，马云曾预言，未来十
年大健康产业、必将带来新的创业高潮。除
了国内的资本和互联网圈的入局，在国外，
亚马逊的贝索斯，巴菲特，谷歌创始人拉里
佩奇都在关注生命科学。互联网的下一站
或许真就是生命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