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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A08

下下一一阵阵风风中中，，如如何何变变成成会会飞飞的的猪猪
互联网大佬带着“私货”上两会，透出改造传统产业野心

两会过半，不少热点话题引发读者关注，即日起本报推出“新闻361度之两会锐
观察”，为您揭示两会热点话题背后隐藏的深层意义。

A07版中讲述了一只小龙虾的互联网之旅，实际上互联网大佬在两会上早就成
为热点，他们有人谈“中国大脑”有人说“互联网+”，这些反映各自公司的核心方向
的提案议案被公布出来，既明示着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方向，也为那些想飞上互联网
风口的“猪”提供了不少建议。

互联网大佬两会核心概念

马化腾
互联网+

雷军
智能家居

刘庆峰
人工智能布局

李彦宏
中国大脑

张近东
电商平台首问负责

陈天桥
暂未透露

大佬为何摸准总理的脉

以2013年为分界线：之前互联网行
业只有盛大公司董事长陈天桥是全国政
协委员；2 0 1 3 年后，陈天桥不再“孤
独”——— 除他连任等十二届政协委员之
外，腾讯董事长马化腾、小米董事长雷
军、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成为全国人
大代表，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苏宁董事长
张近东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代表委员对大佬们来说，绝不是一
个单纯的荣誉称号，这一身份不仅是公
司的软资产，更重要的是，能够以行业领
军人物的身份，影响政府推行一些真正
利己的政策。参会三年，这些决定中国互
联网风向的人到底吹了什么风？

2013年初上两会，各位大佬提交的
提案议案都不止一份，比如马化腾提交
了三份议案，呼吁国家制定和实施互联
网战略；李彦宏提交了两份提案，包括鼓
励民营企业海外上市，取消投资并购、资
质发放等方面政策限制。这些提案议案
与行业密切相关，也反映了各自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和努力发展的方向。

2015年这一特点更是体现得淋漓
尽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互联网＋”
成为新名词，这让马化腾“受宠若惊”，因
为他提交的议案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以

“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
创新发展的建议》。整个政府工作报告
中，“互联网”一词被提及八次，无疑让致
力于互联网发展的大佬们“脸上有光”。

“假公济私”路人皆知

互联网大佬悉数亮相，展示的是深
度的行业观察，当中夹杂的“私货”更是
不少。

2013年雷军首次成为全国人大代
表，他的议案是《关于加快专利成果转化
的建议》，之后小米专利申请开始提速，
2013年获得 643项专利，2014年获得
1183项。雷军是先提再干，李彦宏是干
了再提。比如今年他提出“中国大脑”计
划，要知道百度有个人工智能的项目叫

“百度大脑”，它包含几万台服务器，计算
速度将达到2012年谷歌大脑的100倍，
连名字都与自己的提案项目类似，这“居
心”也忒明显了。

马化腾就更不必说了，今年他建议
政府部门应当加快移动互联网在民生领
域的普及和应用，把“人与公共服务”通
过数字化的方式全面连接起来，看起来
真是高大上，可这不就是微信正在做的
事么——— 用微信将线下生活搬到移动互
联网上，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公共服
务。截至2014年底，各级政府已经在微
信上开通了近2万个公众账号面向社会
提供各类服务，马化腾真是说到自己的
点子上了。

大佬的提案议案当中的“私货”还不
止这些，张近东提到平台与假货的责任
问题，向假货开炮，不知道刚刚和工商总
局掰过腕子，但却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或
政协委员的马云作何感想。

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

李彦宏建议开放医院挂号号源，马
化腾希望“互联网+传统生态的方式”
扩散开来，雷军则希望加快制定智能家
居国家标准。看上去，三人的提案或议
案似乎关联度不大，事实上，三人都无
一例外地说着同一件事：如何用互联网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佬们吹的就是这
个风。

强风之下，已经瞅准时机飞起来的
“猪”可真不少，网店上卖麻辣小龙虾的
年轻人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扎堆在大众
点评、美团送外卖的商贩，又比如在线找
保姆、上门按摩、上门做饭、在线洗衣等
五花八门的“网购服务”。

仅从微信看，一家微店年营业额会
有 10万元左右，然而微信披露的数据
是，2014年微信拉动了952亿元的信息
消费。在互联网平台的构建下，一家微店
连“九猪一毛”都算不上。

个人消费只是互联网改变生活中的
一个方面，雷军致力于打造智能家居标
准，其背后延伸的是全国数亿个家庭；李
彦宏谈互联网挂号，看中的则是病患群
体这块蛋糕。在“互联网+”的概念里，移
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
业结合，互联网已经“登上大雅之堂”，成
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大佬们发力构建平台，普通人享受
服务也学会顺风起跳，才能变成一头“会
飞的猪”。 据人民网、北京晨报等

两会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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