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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量量器器将将配配““身身份份证证””，，监监管管也也能能““互互联联网网++””
本报4月7日讯（记者 修

从涛） 扫扫码，就能知道商
家电子秤准不准；看看“身份
证”，就能识别药企冷藏温度
仪是否正常；点点系统备案
号，就能查到矿井的压力表
是否该检修了……近日，国
家标准《计量器具识别编码》
编制工作启动会，在济南大
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后称
大陆机电）召开。未来，计量
器具的生产、使用、检定和监
管等工作，有望通过互联网
系统平台实现在线实时监管
服务。

市场上的电子秤、矿井里
用的压力表、药剂贮存用的特
殊温度仪等都属于计量器具。
计量器具广泛应用于生产、科

研领域和人民生活等各方面，
不仅是计量部门提供计量保
证的技术基础，也是国家监督
管理的主要对象。

去年12月，以大陆机电为
主承担单位发起研究申请的
国家标准《计量器具识别编
码》正式获得立项。据了解，该
国标将为企业在生产、流通、
贸易等各个环节中使用的各
类计量器具进行编码识别，实
现对计量器具全生命周期的
管理。

3月25日，计量器具信息
管理系统运行（东营）验收暨
国家标准《计量器具识别编
码》编制工作在大陆机电启
动。据了解，目前由大陆机电
研发的计量器具公共服务平

台已经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始试用，
年内将有100多家企业的计量
器具纳入该平台。

据了解，由于计量器具大
量存在于企业生产、流通及贸
易等各个环节中，我国目前对
计量器具的监管还处在企业
建台账、监管部门巡检的状态
中。这也导致许多计量设备因
为各种原因出现不及时备案、
漏检或不检问题，从而引发各
类事故。

“通过在计量器具公共服
务平台备案的计量器具，将形
成唯一的识别编码，就像是人
的身份证一样。扫一扫这个识
别码就能知道这台计量器具
的生产日期、检定机构、安装

位置、负责人员以及是否正常
工作等各种信息。”大陆机电
董事长荆书典介绍，监管部门
通过该系统，对强制检定的计
量器进行无遗漏巡查，同时，
作为普通公众也可以查询到
该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据介绍，国家标准《计量
器具识别编码》编制工作的启
动，标志着国家对计量器具监
管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熟
后将全国推广。届时，全国计
量器具的监管将通过互联网
系统平台实现在线实时监管
服务，可通过对计量器具的有
效监管，遏制类似问题疫苗、
事故楼宇以及矿难等恶性事
故的多发。

赵迎光：

思维不改变，触网也白搭

郭志强：

不跟风，要找适合自己的

除了思维的转变之外，世纪开元董事长郭志
强认为，企业转型不能去跟风，找到自己企业适合
的很重要。

世纪开元原本是一家传统的照片洗印店，但
通过互联网转型，成为国内最大的网上冲印及个
性定制印刷企业，也是山东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之一。

郭志强介绍，从当年互联网转型到现在，不断
地在面对选择，经历过诸如B2C网站、平台、O2O

等各种潮流，“如果追风去做，看到市场热了，实际
上有人已经筹备了很多年，他在风口就起得来，当
你知道热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传统行业的触网转型，在郭志强看来，好处是
企业对产品、服务和团队都是有信心的，不过对互
联网不是很了解。每一个选择都需要非常慎重，根
据企业的情况做好选择非常重要。

郭志强的观点也得到蒋伟红的支持。蒋伟红
认为，虽然宜和宜美主打家居网上定制，但对于办
公家具业务，蒋伟红持谨慎态度。她认为，互联网
转型并非等于什么都做，而是要聚焦。“转型过程
中的企业，一段时间一定要非常专注而聚焦，互联
网企业最大的特点，一切以客户为中心，关心客户
需要什么，客户体验是什么。”

触网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成功？触网就没有风
险吗？韩都衣舍创始人赵迎光认为，思维不改变，
即便触网也未必成功。

他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应从产品
思维转为数据思维。尽管韩都衣舍已经成为著名
的服装品牌，但赵迎光仍愿意称自己为电商企业。
他说他到现在还是不懂服装，“但我和服装行业的
从业者交流时发现，他们之间却不大交流，因为他
们多数是产品思维，想到的是如何把产品做到更
好，只要产品做好了，消费者就会买我的产品，赌
对了就赚一把。”

但是赵迎光认为，如果你变身成为一家互联
网企业，那就需要根据消费者的反映来进行互动，
及时做出调整。他介绍，韩都衣舍的年度计划大概
以星期为单位进行调整，根据一周的数据变化来
调整年度变化，“这考验一家企业大数据的能力、
商业智能的能力，但如果还是传统企业的思维，对
IT和商业智能的重视往往不够，就算拿到大数据
也不代表用得好。”

此外，对于思维的转变还体现在企业文化和
组织管理上。“实际上，我们企业的主力是80后和
90后，他们和我们以前用的人不一样，韩都衣舍内
部有句话，不要把组织成员当做获取利益的工
具。”赵迎光认为，企业做企业文化，是为了让员工
更听话，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
世界越来越真实，意识转变之后是有风险的，领导
的意识如果没有转变，员工就不会去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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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震：+互联网是被逼出来的
去年，山东鼎好餐饮集团董事

长韩震干了一件事，震惊了餐饮行
业。他在其所创办的餐饮品牌“大厂
房”内部搞了一次众筹，然后通过公
开唱票的方式选举出了董事和监事
成员，而他本人放弃了董事长职位
竞选，放权给公司的80后和90后们。

促使韩震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因
为公司的80后和90后们，有着与他

不同的思维，他们要运用互联网做
餐饮，而实践证明，他们的做法是对
的，“大厂房”经常座无虚席。

用韩震自己的话说，“和互联网
搭在一起，就是逼出来的，当身边的
员工都是80后和90后的时候，没有
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能去适应他们。
这一群生物和我们不一样，怎么去
迎合他们，相信他们，这是我们一直

在做的。”
实际上，韩震之所以敢于放权，

在他看来，公司的众筹模式实际也
是“众愁”，“大家一起来发愁，决策
上的分歧，会开展公开辩论，然后由
受益者进行投票，这个结果会作为
一个重要的决策依据。”韩震一直相
信，60多个脑子应该比他一个强很
多，出错率应该比他自己低很多。

蒋伟红：传统行业+互联网有优势
“互联网时代已经来临，80后和

90后成为我们的消费主体，如果传
统行业还沿着传统的路子走，应该
会走不下去。”宜和宜美创始人蒋伟
红说，这也是她决定创建宜和宜美
的最初想法。

蒋伟红也是星辉数控的老总，
把中国的机床卖到了德国去，可以
说机床生意已经做到了国内数一数
二的位置。如今再创业，不到10个月
的时候就拿到了第一轮上千万融

资，主打家居网上定制业务的宜和
宜美品牌，现在的估值超3亿。

在未来，我们的世界是传统胜
出，还是互联网行业胜出呢？作为传
统行业出身的蒋伟红认为，传统行
业与纯粹互联网出身的行业相比，

“有很强的优势，传统行业有经验，
有 整 合 的 能 力 ，有 产 品 研 发 能
力……关键是如何把互联网导入到
自己的行业。”

然而对于她这个传统行业出

身的人踏足互联网行业，蒋伟红也
直言“累得不要不要的”。“做传统
行业的时候可以按部就班，但互联
网属性就是快，如果有了一个想法
不去实施，三天之后就成别人的
了。宜和宜美在创办10个月的时间
里，就完成了资源整合、思路部署，
还建成了济南第一家体验店，并实
现了第一轮融资。”蒋伟红说，她们
这支小团队真的是拼命，每天都有
头脑风暴。

赵龙：董事长最先应被互联网化
无论是互联网创业企业，还是

传统的转型企业，作为专门为创客
提供服务的赵龙有着更多的体验和
经历。

赵龙是“非创不可”的创办者，
在此之前，他曾就职于九阳、海尔，
足迹踏遍北京、杭州和济南等多个
城市。

在他看来，在“+互联网”成为一

种趋势的当下，传统行业已经有很
多在做电商的转型，“很多都是从

‘看不起看不上’到‘看不懂学不
会’，而这取决于公司的领导在面对
不确定趋势时的决策能力，董事长
是最先应该被互联网化的人。”

赵龙举例称，2005年他就职于
九阳，负责做小家电电商，“2012年
双十一，我们的业绩突破第一个亿

的时候，团队不超过10个人，相比24
亿的九阳来说，是一个被看不上的
小团队。如今，九阳有将近一半的收
入来自电商，而电商里有一半多来
自移动端。”在他看来，如果董事长
能够首先掌握互联网，就可以在内
部结构上做一些变化，然后再去深
入触网，实现从内部的裂变到公司
的裂变。

扫一下计量器具的二维码，可知是否
工作正常。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互联网+正在风口上

触网有风险，不迷信
创新是一个企业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近日，济南高新区召开了第一届创新论坛，管委

会主任徐群亲自担当主持。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互联网+”，多位互联网企业大咖坐而论道，与
大家一起解读“互联网+”风口上企业的发展机遇。

文/本报记者 修从涛 片/通讯员 于晓娟

徐群亲
自主持“创新
论坛”，与互联
网企业大咖共
话“ 互 联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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