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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互联网：
互联网的第三次进化

每日优鲜败局的启示每日优鲜败局的启示

互联网的第一次进化，是内容的互联
网化，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里，我们看到的
是以搜狐、新浪、网易为代表的门户网站的
崛起；互联网的第二次进化，是消费的互联
网化，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们看到的是
以阿里、腾讯、美团、拼多多为代表的移动
互联网巨头的兴起；互联网的第三次进化，
是产业的互联网化，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
将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产业的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互联网同
样成为了产业的一种。

认识到这样一种大的发展脉络，我们
才能对产业互联网有一个较为清晰且全面
的认识。如果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大的发
展脉络，而仅仅只是将产业互联网看成是
一个互联网的延续，那么，我们是无论如何
都无法抓住产业互联网的精髓和要害的。
然而，欲要认识到产业互联网的这一特征
并非易事，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产业
互联网难以有一个相对较为清晰且全面的
认识，最终导致了产业互联网难有突破性
的发展。

在政府的引导下，在头部玩家们的探
索下，产业互联网的路子，正变得愈发清
晰。当产业互联网的发展路径越来越清
晰，以往人们对于产业互联网的错误认识
开始有所改观。以此为开端，产业互联网
的发展，同样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发
展阶段。如果我们将上个阶段的产业互联
网看成是一个以概念为主导的发展年代的
话，现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更像是一个
以真实落地为主导的发展年代。在这样一
个阶段，更加考验的是，我们对于产业互联
网的正确认识，并且基于正确认识对产业
互联网深度布局。只有这样，玩家们才不
会在新的洗牌当中被淘汰。

互联网逐步从显性走向隐性
回顾互联网的每一次进化，我们可以

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互联网正在一步步从
显性走向隐性，直到产业互联网时代，互联
网终将消失不再。然而，需要明确的是，互
联网的第一次，第二次的进化，都是以互联
网行业本身的发展壮大为终极目标的。我
们看到的诸多的互联网企业都是在第一
次，第二次的进化过程当中发展和壮大起
来的。

当互联网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
当互联网企业开始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产
生了全面而又密切的联系之后，一场互联
网行业的化有形为无形的发展，同样将会
开启。由此开始，互联网将会逐步走向隐
性，直到最终消失在产业发展的大潮之中。

可能有人会说，当互联网走向隐性，它
将会不复存在。其实，当互联网开始走向
隐性，并不是不再存在，而是以另外一种形
式更加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当
中。这里说的「隐性」更多地指代的是，互
联网企业开始以新的形式，新的功能，新的
属性存在于行业的方方面面，而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平台和中心这般明显。这不能
不算作是一次全新的进化，而且这样一种
全新的进化是以脱胎换骨为最终形态的。
当这样一次全新的进化完成，我们所看到
的经典意义上的互联网将不再存在，而是
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基础设施，并且以隐性
的方式存在于更多的行业和场景当中。当
这样一次全新的进化完成，互联网的表现
形态，互联网的功能属性都将发生一场深
刻而又全面的变革。

互联网逐步从对立走向融合
当互联网玩家们不断发展壮大，我们

看到的是一场新的对立的产生。这样一场
全新的对立是以互联网玩家们所代表的虚
拟经济和以实体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为
主角的。在资本和流量红利的联合作用之
下，我们看到的虚拟经济的强势崛起，实体
经济的籍籍无名。如果对互联网的第一次
进化和第二次进化进行一个总结的话，它
其实是一个建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对立的过程。

尽管站在互联网玩家们的立场上，这
样一种对立，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功能和作
用，轻松实现他们对于实体经济的快速反
超，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的是，互联网模
式并不是万能的，并不是完美的。当虚拟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特别是当互联网
玩家们建立了绝对意义上的规模优势之
后，必然会开启一场以资本的无序竞争和

以对于流量的野蛮收割为代表的并不健康
的发展新阶段，最终，必然会将互联网的发
展带向对立的发展怪圈里。

很显然，这样一种以对立为主导的发
展模式是不健康的。如果这个问题无法得
到解决的话，它非但会影响到互联网行业
的健康发展，甚至还将会对更大范围的经
济状态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欲要解决这
一问题，必然需要改变这种对立的状态，通
过融合来实现新的发展。

互联网的第三次进化，就是要解决这
个问题。同前两次进化不同，当第三次进
化开启，互联网玩家们更多地思考的是如
何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如何对实体经济
赋能，而这正是产业互联网应有的原始奥
义。当这一发展趋势成熟，我们将会看到
一场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经历
了这样一场深度融合之后，互联网的第一
次进化和第二次进化所形成的虚拟经济和
实体经济对立的二元经济形态将会被彻底
改变，一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将会开启。

而这，正是产业互联网的原始奥义和
最终追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有实现
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产业
互联网才能最终实现；只有实现了虚拟经
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互联网的第三
次进化才能真正完成。

互联网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
如果对互联网的第一次进化和第二次

进化进行一次总结的话，可以非常明显地
看出，在这个两个阶段，以平台和中心为代
表的封闭是主旋律。这一点，无论是在互
联网行业内部，还是互联网行业外部，无一
不是如此。从互联网行业内部来看，我们
看到的是一系列的互联网玩家们的崛起，
无论是在PC时代还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几乎都是如此。每一个互联网玩家就是一
个中心，每一个互联网玩家都是一个生态，
这些中心和生态之间的「篱笆」和「门槛」是
很高的，并且是无法实现自由流动的。简
单来讲，互联网行业的不同玩家之间是封
闭的，不流通的「孤岛」。当这样一种状态
持续，互联网玩家们内部必然会出现以二
选一、大数据杀熟为代表的不健康竞争现
象的出现。

从互联网行业外部来看，互联网玩家
与实体玩家之间，同样形成了相互封闭的，
不相往来的中心。如果说互联网行业内部
的不同中心带来的是，互联网行业内部的
不良竞争的话，那么，互联网行业外部的封
闭状态，则是带来了互联网玩家与实体玩
家们之间的不良竞争，带来了互联网玩家
与实体玩家们之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
焰」的不健康的发展状态。互联网行业与
实体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冰火两重天的状
态，正是互联网外部相互封闭的发展状态
的直接结果。当这种结果持续发酵，互联
网玩家与实体玩家之间这样一种不健康的
发展状态带来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欲要解决这一问题，必然需要打破这
种封闭、孤立的发展状态，通过实现互联网
行业内部和外部的开放来实现新的发展。
而这，正是产业互联网时代真正需要做
的。无论是互联网行业内部的开放外链，
还是互联网外部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
融合，其实都是在告别以往封闭的发展状
态，转而开启一次以开放为主导的新进化。

当互联网的第三次进化完成，互联网
行业内部的封闭的状态不仅会打破，互联
网行业外部的封闭的状态童昂将会被打
破。由此开始，一场由重混、重构为主导的
混沌的状态将会衍生出更多新的发展机
会，衍生出更多新的发展业态，衍生出更多
新的商业模式，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将会进
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正是产业互联网最为真实的样
子。

如果对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做一次总结
的话，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互联网行业的
第三次进化。同互联网的前两次进化不
同，第三次进化并不是以互联网为主战场
的，也不是以互联网为终极目的地的。这
是一次完全有别于以往进化的全新进化，
有了这样一次进化之后，互联网不再是互
联网，产业不再是产业，而是一个叫做「产
业互联网」的新物种。在这个新物种身上，
一切都将发生一场深刻而又全面的改变。

每日优鲜，还是倒下了。
曾经的每日优鲜是资本市场的宠儿，单

单从它的融资进度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
端倪。

现在的每日优鲜是资本市场的弃儿，单
单从它的市场股价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
端倪。

一「宠」一「弃」之间投射出来的是，资本
市场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由此蔓延开
去，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互联网市场正在
发生着的潜移默化的变化。

作为互联网行业比较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公司来讲，每日优鲜可以说走过了移动互
联网的黄金期，又走到了社区团购的红利
期。然而，正是这样一家企业，现在却深陷
资金链断裂的泥潭。这不得不说是令人唏
嘘的。

透过观察每日优鲜，我们无疑可以看出
当下市场正在发生着的变化。以此为开端，
无论是对每日优鲜所处的生鲜和社区团购
行业，抑或是更大范围的互联网行业，都是
有着非常明确的借鉴意义的。

那么，每日优鲜究竟犯下了怎样的错误
呢？通过复盘它的遭遇，我们又可以得出怎
样的借鉴呢？

在我看来，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每日优鲜：成也资本，败也资本
资本市场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每日优鲜

的兴衰。换句话说，每日优鲜的发展，并不
是攥在自己手中的，而是攥在资本市场上的
玩家们的手中的。当一家企业的发展依靠
资本来维持，而没有形成一套良性且可持续
的商业模式的时候，纵然是再光鲜亮丽的发
展，依然只不过是资本驱动下的昙花一现而
已。说起来，多少是有些让人悲哀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资本在每日优鲜
的发展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从每
日优鲜的诞生，到后来的多轮融资，再到后
来的上市，可以说，正是资本的不断助力，才
让每日优鲜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步步走
到了今天。然而，同样要看到的是，资本在
每日优鲜的发展过程当中扮演的，并不是孵
化与助力的作用，而是扮演的是决定性和主
导性的角色和作用。

如果说，每日优鲜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资
本的助力的话，那么，每日优鲜的败局，依然
在于资本本身。因为每日优鲜对于资本太
过依赖了，依赖到没有资本的助力，它的发
展就会停滞。这是每日优鲜的发展始终与
资本密切联系的根本原因，也是每日优鲜的
每一步大的发展背后都有资本身影的关键
原因。生于资本，长于资本，最终将每日优
鲜变成了一个唯资本至上的存在。

当资本成为了每日优鲜发展过程当中
的唯一决定性要素的时候，它的本身的发展
似乎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和弊端。即，
它的发展是由资本主导的，而不是由自我决
定的。这种发展方式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但凡是那些在互联网时代能够脱颖而出的
优质企业，但凡是那些可以长久健康发展的
企业，资本都不是唯一决定性要素。看看现
在活得很好的互联网企业，哪一家不是厘清
和资本之间关系的玩家呢？因此，在很多情
况下，资本仅仅只是扮演的是助力和辅助的
角色。资本与企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而
不是以资本为唯一决定性要素的。当每日
优鲜将资本看成是唯一决定性的要素，或
许，本身就已经走在了失败的道路上。

每日优鲜：成也规模，败也规模
规模和效率为主导的商业模式，几乎是

互联网时代的每一个玩家都推崇的。但凡
是发展得好的玩家，无一不是将规模和效率
为主导的商业模式发挥到极致的玩家。然
而，以规模和效率为主导的商业模式，仅仅
只是在流量和资本都充沛的大背景下有效，

一旦流量和资本的红利不再，以规模和效率
为主导的商业模式，非但不是一种先进的商
业模式，甚至还会成为一种负累。

这一点，在每日优鲜的身上，同样表现
得淋漓尽致。

借助规模和效率为主导的商业模式，每
日优鲜得以在如此多的竞争者们脱颖而出，
并且顺利上市。然而，当每日优鲜上市之
后，它就应当放弃以规模和效率为主导的商
业模式，转而去寻求规模和效率之外的新商
业模式，以这样一种新商业模式来弥补自身
的发展弊端。只有这样，每日优鲜才能获得
健康、良性的发展。

不幸的是，每日优鲜并未意识到这一
点，而是在延续以规模和效率我主导的商业
模式。无论是对自身的商业模式的创新，亦
或是对自身盈利模式的探索上，每日优鲜都
没有摆脱以规模和效率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始终都将规模和效率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奉
若圭臬。在每日优鲜看来，它的这种发展模
式是轻车熟路的。孰不知，这种轻车熟路的
发展方式背后，正在暴露出越来越大的问题
和弊端。

究其原因，它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是
与当下的行业背景和行业趋势相违背的。
当下的行业背景是什么呢？无论是头部的
互联网平台，抑或是新生的互联网玩家，几
乎都将关注的焦点聚焦在了拥抱产业，深度
绑定产业的发展轨道的。更为确切地说，玩
家们更加关注的是，自我造血的能力，而非
借助以资本和流量为主导的外力赋能的能
力，自我造血远比外部输血更加重要。

当规模和效率为主导的商业模式不再
有效，不再是潮流和趋势的时候，当每日优
鲜却还在固执地依靠这种商业模式的时候，
它本身或许就已经走在了失败的道路上。
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复盘每日优鲜的败局
的启示的时候，成也规模，败也规模，无疑是
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每日优鲜：成也互联网，败也互联网
分析每日优鲜的发展壮大以及它的历

次融资进程，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每
日优鲜的发展，其实是伴随着移动互联网而
潮涨潮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来临，成就了每日优鲜。同样地，
当移动互联网时代渐行渐远，每日优鲜同样
开始走下神坛。

复盘每日优鲜的败局，我们可以非常明
显地看出，每日优鲜成也互联网，败也互联
网。每日优鲜诞生于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步
的 2014年，在那个时候，移动互联网正在以
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并不仅仅只是生鲜领域，金融、出
行、社交等诸多领域都在发生一场移动互联
网式的深度变革。

而每日优鲜，正是诞生于这样一个大的
时代背景下。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演进，我们看到的
是，生于移动互联网萌芽期的每日优鲜的一
路高歌猛进，不仅获得了互联网巨头的资本
支持，而且还受到了知名投资机构的青睐。
从本质上来看，每日优鲜之所以会受到如此
多的资本垂青，并不仅仅只是它的商业模式
有多大的优势，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互联网
行业是一个热门投资领域。

深度分析每日优鲜的败局，是非常有现
实意义的。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出当下互联
网行业乃至资本市场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
化。以此为开端，我们才能找到后互联网时
代的新发展模式，我们才能实现互联网模式
的新破局。当每日优鲜开始退场，我们真正
需要关注的并非是退潮本身，而是更加关注
退场背后更多的现实意义。

当旧的「每日优鲜」开始退场，新的「每
日优鲜」何尝不是正在登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