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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企业之
间的竞争由“商业模式的竞
争”上升到了“生态圈的竞
争”。因此，将企业打造成生
态型企业，构建完善的企业
生态系统，促使生态系统中
的各成员高效协作，是企业
做大做强的法宝。作者在本
书中举了不少中小企业依存
于商业生态圈的案例。比如
玻璃产业的集群位于河北省
的沙河市，有一千多家企业，
年产值超过600亿元，占据中
国大约30%的市场份额。

马云：

《南华早报》

在线免费看

“淘宝一开始对商家是
免费的，但这不是淘宝赢得
市场的关键，取胜之道在于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而免费

的服务不等于低素质的
服务，相反，提供免费
但优质的服务是成
功和保持竞争力的
要诀。”

——— 去年 1 2月
被 阿 里 巴 巴 收 购 的

《南华早报》近日宣布，
在线版和移动版向全球读
者免费，纸质报纸则依旧收
费发售。对于此次免费举
动，马云称这是基于淘宝网
的运营经验。

“在AWS（亚马逊的云
计算平台）起步之初，很多
人并不看好这个项目，认为
亚马逊很大胆，甚至是在赌
博。这跟卖书有什么关系？
我们本可以专心从事手头
的工作，但我很高兴我们没
有这样做。”

——— 贝佐斯在最近写
给股东的信中指出，AWS年
营收将达到100亿美元，发展
速度比亚马逊的电商业务
更快。

“过去的传播路径，要通
过巨额的广告费接入。而在
互联网，最好的营销一定是
看不出营销的痕迹。”

——— 三只松鼠创始人章
燎原表示，电商企业应该学
会用互联网与用户建立情感
联系，并用更好的方式替代
广告。“我们调侃自己是动漫
界食品做得最好的，食品界
当中动漫做得最好的。这两
者跨界到一起，这是年轻人
非常喜爱的。”

“GDP无论是 7%或是
8%，如果企业和产品没有竞
争力的话，就一切与你无关，
无论行业是上升还是下降，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与你也
无关，可能整个行业都在上
升，但你是被出清的企业。”

——— 时代集团总裁王小
兰对于自己所处的装备制造
业表示，装备制造业是深度
调整和深度下行的行业，自
己的态度就是八个字———

“感谢下行、利用下行”。

《商业生态圈》

创富荐书

绿绿公公司司年年会会来来济济南南开开
我我们们能能听听到到哪哪些些干干货货

一周财经言论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最大看点：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十周年专场：10人看10年

●演讲主题：

如何在未来的时代大潮中脱颖而出？如何在未来的企业发展中
谋得机遇？如何在未来的商业格局中获得生存智慧？中国企业家俱
乐部十位颇具洞察力、创新力的行业领袖，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
战略洞察力，站在过去20到30年的成就上，就未来十年行业发展趋势
和关键的社会话题进行演讲接龙。

在“绿丛林：商业新秩序”主题下，此次年会将探讨时下最受外界关注的20多个
话题，涉及供给侧改革、互联网与共享经济、新产业投资等热点。这些热点议题，都是
过去一年行业内关注频率最高，探讨最深入，参与人最多的课题。

议题一：

互联网时代的

组织变革

互联网时代，企业经营环境瞬息万变，顾客需求呈现出
“多元化”、“个性化”和“碎片化”特征。企业面临着商业模式
和管理模式变革的双重挑战。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变革将从
企业该如何从“金字塔”向“开放式”转变？本议题就如何搭
建内部创业平台，满足员工个体的创业需求，以及在转变过
程可能会遇到的冲突，又该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展开讨论。

议题二：

智能制造：“互联网+

工业”的未来

未来20年，智能制造将带来3万亿美元的GDP增量。谁
在智能制造领域下注，谁就可能赢得“中国制造2025”的最
大商机。该议题下，将分享智能制造领域成功案例的经验，
从中看如何从产业层面推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如何
做到工厂设备的“互联互通”与大数据操控。

议题三：

民营企业

金融化发展

未来所有的企业都会是金融企业，因为所有的企业都
要按照企业金融、公司理财这样一种理念和体系去推进企
业资产管理和价值管理。企业不金融化，不很好地对接资
本市场，就会缺失一大块竞争力。民营企业金融化，有哪些
成功案例值得借鉴？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实现，又会面临
什么样的挑战？

议题四：

互联网：

创造共享价值

在互联网时代，“共治、多边、和谐、开放透明、共享共
赢”的价值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创造企业与社会的共享价
值，才能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共享经济时代，企业该如
何找到既符合自身竞争优势又对社会有益的项目和产品？
共享经济又将带来哪些革命性变革？

议题五：

新产业投资
聪明的钱投向哪里

投资最重要的就是看大势，聪明的投资往往面向未
来，如何准确预测未来的投资机会，提前布局，成为投资界
关注的热点。在未来中国市场，有哪些投资方向是值得关
注的，怎样才能做出可以持续获得丰厚投资收益的决策？
什么样的中长期投资模式才算是理性的？

议题六：

“虚拟现实”

改变现实

虚拟现实已经被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是下一个时代的交
互方式，而在爆发式的创投资本刺激下，国际国内虚拟现实
厂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虽然今天它还是一个小众探
索的领域，但未来必将对多个产业产生影响。那虚拟现实产
品将颠覆哪些行业？中国厂商能否在该领域获得竞争优势？

张勇 四川海底捞董事长
张荣耀 e袋洗董事长
陈航 阿里巴巴钉钉创始人

议题嘉宾：

李东升 TCL集团董事长
孙丕恕 浪潮集团董事长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董
事局主席

议题嘉宾：

张近东 苏宁控股集团董
事长
朱云来 金融专业人士
车建新 红星美凯龙董事
长

议题嘉宾：

廖建文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柳甄 优步中国战略负责人
夏洪波 凤凰都市传媒运营
总裁

议题嘉宾：

汪潮涌 信中利资本集团
创始人
周云杰 海尔集团董事局
副主席
李振福 德福资本董事长

嘉宾：

张兴胜 道同资本创始合伙
人
鲍永哲 HTC虚拟现实新科
技部门副总经理

议题嘉宾：

●演讲嘉宾：

柳传志 联想控股董事长
郭广昌 复星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王玉锁 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东生 TCL集团董事长
俞敏洪 新东方董事长
田溯宁 亚信集团董事长
刘积仁 东软集团董事长
贾跃亭 乐视集团CEO
马云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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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产品、实景演出与影视业的深层融合，传统文
娱产业生态圈正在被颠覆。而高品质、高人气的文学作品、动
漫、影视作品、游戏、综艺节目等优质IP正在实现多领域、跨平
台的商业拓展。那么在IP时代，文化娱乐产业链会发生怎样的
变化，带来哪些不容忽视的新局面？在面对这些转变时，文化
娱乐产业与其他行业该怎么样融合发展？

五年创造450亿美元估值的“独角兽”公
司小米，未来将如何保持持续竞争力？如何
让资本市场有持续的想象力？而明天的发展
机会，雷军又将如何把握？

王中军 华谊兄弟董事长

IP时代的文化娱乐产业链
雷军 小米科技创始人

小米的明天：新国货运动

本报记者 张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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