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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有余】

同样物品， 在不同

时代的价值是不同

的， 如今秸秆的价

值就削弱了。

【庄周梦蝶】

建议陈公子和他的

团队记住这一句

话：浮夸到底，就是

赢家， 别管对手多

么奇葩。

打车软件战火四起背后的阳谋

叶大钢

自从中国互联网形成

BAT (

百

度

、

阿里巴巴

、

腾讯的简称

)

的大格局

之后

，

大佬们的博弈此起彼伏

，

往往伤

及无辜

，

有时候却也会成就一些人

，

移

动应用打车软件便是最好的例子

。

今年

1

月份开始

“

嘀嘀

”

和

“

快的

”

软件接近

3

个月的现金补贴大战刚刚

平息

，

5

月底又开始了

“

红包

”

与

“

代金

券

”

的短兵相接

。

两位大佬在背后的推

波助澜成就这两款打车应用软件

，

同

时也给人们留下无限遐想

，

为什么他

们愿意用大量的现金来补贴用户

，

而

自己却没有从司机和用户手上索要半

点利润呢

？

美国的

Uber

目前估值

182

亿美元

，

可他们从司机处获得了

20%

的佣金

，

但是中国的打车软件却没有

。

可以肯定的是腾讯和阿里绝对不会出

钱买吆喝

，

大战背后必有大佬们真正

的阳谋

。

获取移动用户成本低

：

用户数量

是衡量一个互联网项目的最好依据

，

而怎样低成本获取用户则是实力的体

现

，

而打车软件以现金补贴用户的方

式

，

表面上看是花了高昂的成本

，

而实

际上并不是这样

。

拿嘀嘀打车作比方

，

两个月时间共发放补贴

14

亿人民币

，

嘀嘀打车用户数从原来的

2200

万增

加到

1

个亿

。

单个用户获取补贴的成

本约为

18

元

，

跟目前很多移动应用推

广单用户获取成本

40

元

~50

元相比算

是比较低了

。

而目前最火的手游行业

，

短短一年时间获取初级用户的成本翻

了

10

倍

~20

倍

，

远远超过打车软件通

过补贴花去的成本

。

为了快速低成本

地抓住有限的用户

，

各种怪招

、

狠招层

出不穷

，

而打车软件通过现金补贴的

方式真不失为是一条捷径

，

所以两家

公司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打法

。

抢占移动互联网入口

：

移动互联

网时代

，

把握了入口即把握了命运

，

通

过打车软件抢占入口的目的也就是给

核心业务增加一个变现的途径

。

补贴

大战之后腾讯和阿里分别使出了变现

招数

，

而且都是基于自己的核心利润

业务

。“

嘀嘀

”

接入了多款手机游戏

，

游

戏一直以来都是腾讯最大的利润点

；

快的和阿里的部分

O2O

业务合作

，

在

O2O

的探索之路上又敲开了新的

一扇门

。

今后用户有可能会通过打车

的次数和里程获取积分

，

用积分与游

戏

、

O2O

业务实现互动消费

，

这样抢

占移动互联网入口的价值才算是真正

发挥到了极致

。

获取用户出行大数据

：

O2O

一

直是互联网大佬看好的新大陆

，

但是

一直苦于找不到闭环

。

而要 实 现

O2O

的核心竞争力

，

用户消费习惯

的大数据则是一把利剑

。

打车软件看

似简单的功能实现了乘客打车的需

求

，

同时它也记录了乘客的出行数

据

，

这些海量的数据具有无穷的价值

可以挖掘

。

从乘客出行的时间

、

路线

、

频率可以优化制定出新的城市交通

方案

，

对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善具有很

大的参考价值

。

在生活消费服务方

面

，

这些数据的间接价值也多次发挥

作用

。

Uber

的

CEO Kalanick

认为

，

打车软件不是简单电召与租车

，

未来

有可能改变汽车生产商的盈利模式

，

汽车的所有权也将不再那么重要

，

而

通过

Uber

衍生出来的物流配送等服

务则潜力巨大

。

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让很多

投资机构成为了观众

，

让很多投资人

成了拉拉队员

，

这是大佬们才玩得起

的游戏

，

这种非常规的打法让行外人

看不懂

，

行内人懂只看

。

Uber

能够获

取

182

亿美元的估值和众多大型投

资机构的青睐

，

是因为其很早就实现

了不错的盈利

，

并且呈不断上升趋

势

。

中国的

“

嘀嘀打车

”

和

“

快的打

车

”，

不向司机和乘客收取任何费用

，

腾讯和阿里反倒愿意贴钱给用户

，

表

面上是高价抢用户

，

实际上则是大佬

们在战略布局上的一场较量

。

从战略

和谋略的角度来讲

，

笔者认为是大佬

们的阳谋

。

（作者系互联网投资人）

从陈欧被吐槽说开去

周凯莉

男神的人品

，

和美女的私生活一

样

，

天生注定要被大众在无聊生活里

嗑嗑瓜子

、

说说闲话

，

顺便加以剖析

、

颠覆和解构

。

这一回

，

在神坛上摇摇欲

坠的是聚美优品的创始人陈欧

。

在我看来

，

陈欧如今的腹背受敌

，

大概只是因为他背弃了某一种传统人

生赢家的

“

苦逼

”

制胜之路

。

你看

，

360

周鸿祎

、

京东刘强东的

“

屌丝逆袭

”

在

赢得众人钦佩之余

，

其种种雷人举止

甚至商业上的犯规行径

，

莫不得到了

宽容和理解

。

要知道

，

在尔虞我诈的商

业社会里

，

哪一个登顶的企业家

，

没有

做过几件带有瑕疵的小破事

。

陈公子则不然

。

首先

，

他长得美

，

类似流行的韩国美男之美

，

满足了一

切脑残少女对于电商企业家的想象

，

从而为吸引庞大的女性受众奠定了基

础

，

所以按照这一个逻辑

，

他的公众形

象应该和他打造的时尚美男形象一

样

，

是完美的

；

其二

，

随着企业的做大

，

陈欧被

“

扒

”

出

，

他原来出身官宦人家

，

这一带有

“

原罪

”

的逻辑刺激了当代最

为敏锐的神经

，

于是他的成功天生就

不会得到太多的祝福

；

其三

，

不得不

说

，

这位公子一战成名的

“

为自己代

言

”

广告

，

确实太过浮夸

，

浮夸到不仅

仅他的对手

，

甚至普通公众

，

都对其行

为侧目而视

，

此处忽略脑残少女粉们

踮着脚尖的尖叫和撒花

。

于是

，

这一个美貌而浮夸的男人

，

尽管拥有一家中概股上市公司

，

以及

外国私人银行账户里的数亿美金

，

但

在传承了数千年儒家文化

、

讲求低调

而内敛的华人社会里

，

他依然遭遇到

远远超过平常人想象的口水和鄙弃

，

随着聚美优品的公关团队正式出手

，

这一场事件似乎愈演愈烈

。

我从来不是陈欧的粉丝

，

甚至曾

经戴着有色眼镜去评判这一个浮夸的

创业者

。

直到有一天

，

我的一位好朋

友

，

同时也是陈欧的合伙人

，

跟我讲了

一些关于这位浮夸美男的事迹

，

我才

真切感受到

，

做一件事是不容易的

，

而

轻易评判并不熟悉的人却是最容易

的

。

在拍

“

为自己代言

”

的广告之前

，

陈

欧犹豫了很久

，

他已然考虑到了广告

带来的负面后遗症

，

但由于聚美优品

当时的资金困难

，

加上投资人的支持

，

以及这一广告可预期的影响力

，

他才

决定去露一下这个看起来很风光

、

实

际为了节省广告费的脸面

。

题外话是

，

在刚开始

，

聚美优品的创始人们出差

的住宿标准往往是如家

、

汉庭级别

，

而

陈欧在拍了这一个广告之后

，

就常常

在此类经济型酒店被人识出

。

至于其他更为私人的细节

，

我无

法在此一一赘述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陈

欧在对个人的要求

、

和对企业发展付

出的努力上

，

都和其他崇尚红眼航班

的互联网企业家没有什么区别

。

相对

而言

，

在中国饱受权贵资本侵蚀的商

业社会里

，

互联网算是一个相对公平

和讲求实力的领域

，

聚美优品这一家

普通的电商企业

，

若因陈欧的出身而

被归结于

“

权贵资本

”，

想来也是一件

可笑的事情

。

纯粹出于好奇

，

我查看了

一下陈公子对手李先生的资料后发

现

，

这一场战争

，

事实上是传统猎人与

新商业动物之战

：

李先生出身职业经

理人

，

属于传统商业体系

，

擅长用传统

的商业逻辑包装自己

，

并以

“

不会做

人

”

的标签指向陈公子

；

而陈公子算是

商业社会的新动物

，

他外向爱玩

、

耍酷

浮夸

、

能言善道

，

颠覆了一贯以来温良

谦恭仁的互联网企业家

，

在我看来

，

事

实上

，

这一种基因才是中国互联网未

来发展所需要的鸡血

。

所以令人惴惴不安的是

，

这一场

商界

“

做空

”

狙击战的焦点

，

已然超越

了假货之争和对于权贵资本的质疑

，

而将矛头对准了创始人的公众形象之

上

，

成也萧何败萧何

，

这一仗可谓是企

业公关危机里最须看重的艰苦卓绝捍

卫之战

。

建议陈公子和他的团队记住

这一句话

：

浮夸到底

，

就是赢家

，

别管

对手多么奇葩

。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大钢论剑】

腾讯和阿里愿意贴

钱给用户， 实际上

是大佬们在战略布

局上的一场较量。

秸秆里的中国

余胜良

二十多年前

，

那时我还小

，

和哥哥

一把火点着了田头上的麦糠

（

麦穗上包

裹麦子的部分

）。

那时候自然没人想到

燃烧秸秆会造成如此大的城乡矛盾

。

麦糠不但是麦子

，

而且是所有农

作物中最没有用处的部分了

，

燃烧速

度慢

，

不适合用作燃料

，

牲畜也不吃

，

除非种红薯时

，

撒在地表防止红薯茎

四处扎根

。

一把火烧掉是我们那里惯

常处理方法

，

燃烧后的草木灰撒在耕

地里也是肥料

。

此举遭母亲呵斥多日

。

母亲看来

，

秸秆经过燃烧后

，

肥力打了折扣

，

有营

养物质随着火苗和烟雾

，

被燃烧掉了

，

更好的做法是原封不动还到田中

。

我们家不会烧秸秆

，

其他人也不

会烧

。

麦糠只不过是特殊案例

。

大多数

秸秆都可以进入灶房

，

让开水沸腾起

来

，

为我们提供熟食所不可少的燃料

，

有些秸秆还可以进入动物的胃

，

经由

肠胃吸收消化

，

变成人类所不可缺少

的珍贵的动物蛋白

。

麦秸秆

、

玉米秆可以喂牛

，

豆秆可

以喂羊

，

猪则喜欢吃红薯茎叶

。

人们将

秸秆小心分门别类

，

井井有条规制起

来

，

秸秆成垛

，

垛得是否好

，

也体现了

这家人经营和生活能力

。

风云突变

。

如今

，

人们好像丧失了

对秸秆的感情

，

变得恩断义绝

。

因为大规模焚烧

，

所以每到作物

收获季节

，

就见烟雾笼罩天空

，

污染也

增加了

。

6

月

17

日有媒体报道

，

因秸

秆禁烧工作不力

，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

云两乡党委书记停职

。

现在种植方式与

20

年前甚至

10

年前有了根本变化

，

以前是先将农作

物放倒

，

拉回晒场上垛起来

，

然后晾

晒

、

碾压

，

使谷物和秸秆分离

。

使用大

型机械后

，

这些步骤在田间即可全部

完成

。

秸秆当然也留在田地里

。

按道理而言

，

秸秆留在田地里可

以做肥料

，

对农作物生长有利

，

但是秸

秆要足够细碎

，

否则会将土地弄得蓬

松

，

种子无法和土壤全面接触

，

对耕作

不利

，

急于耕作者

，

自然会放火烧秸

秆

———

有点像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

。

不同地方燃烧秸秆原因不同

，

黑

龙江焚烧玉米秸秆

，

是为了方便找到

收割机漏下的玉米

。

使用大型机械背后的原因是劳动

价格上升

，

农民可以很容易地出售劳

动力

。

20

年前已有联合收割机

，

但使

用意愿不强烈

，

当时收割一亩地收费

50

元

，

农民愿意自己用镰刀

、

或者小

型拖拉机收割

，

在大热天流汗劳作

，

因

为闲着也是闲着

。

我家附近有个农场

早就用了大型机械

，

如今遭人抛弃的

秸秆

，

当时有人从田地背出来

，

卖钱

。

我想起

20

年前的农家如何秸秆

还田

，

将收上来的玉米秆铡断成段

，

浇上水

，

用泥巴封起来

，

经过好几个

月的发酵

，

这些茎秆就变成黑色

。

用

舌尖体就是

：

发生神奇的化学

（

或者

物理

）

作用

，

变成了农作物易于吸收

的有机肥

。

如今人们再不干这种事情

，

因为

连妇女老人一天也可以赚

50

元

，

雇佣

联合收割机更为划算

。

积攒一大堆农

家肥不知道耗费多少个工时

，

可以买

多少袋化肥

，

自然也没有人再用这种

方式

。

时间如此宝贵

，

农民已很少饲养

家畜

，

吃肉也主要靠到商店去买

，

连鸡

都不养

，

因为害怕将庭院弄脏

。

很多人

开始用煤气灶

，

秸秆在农家的两个主

要作用都丧失了

，

成垛的秸秆也慢慢

消失了

。

这背后当然都是利益导向

。

有人

指责农民焚烧秸秆污染了环境

，

这当

然没有错

。

这背后其实是一笔经济账

，

同样物品

，

在不同时代的价值是不同

的

，

如今秸秆的价值就削弱了

。

劳动力价格上涨重新塑造农村

，

让农民生活更自由

，

可能有人会惋惜

昔日生活方式不再

，

可是农民自己却

只有高兴

。

倒退到

40

年前

，

我堂哥为

了争夺田地里的豆叶

（

豆秆拉走之后

残余的茎叶

）

与人打架

。

希望这样的时

代一去不复返

。

想要不烧秸秆

，

除非有两个原因

：

秸秆价格上涨

，

人们愿意收集卖钱

，

或

者秸秆还田技术提高

，

不影响耕种

。

其

中提高秸秆还田技术更为现实

，

目前

这项技术已经日趋完善

，

家乡这两年

已很少有人烧秸秆

。

都是农民

，

谁不知道秸秆对土壤

有利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中国务必在新能源产业实现创新

温天纳

在新能源领域

，

中国看似有不少

创新

，

但它们是模仿创新

，

还是真正的

创新

，

能否带领环球能源消费革命的

发展

？

这些问题

，

值得探究

。

新能源战略及消费革命正吸引着

投资市场的眼光

。

近日

，

习近平主席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召开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

，

研究了

中国能源安全战略

，

包括推动新能源

战略及消费革命

。

在第一次能源革命中

，

英国人成

功开发煤炭取代了木柴

。

在第二次能

源革命中

，

美国人开发了石油取代煤

炭

。

因此

，

不少人视新能源战略及消费

革命等同新一轮工业革命

，

有助促进

新能源技术的创新

，

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

。

整体而言

，

中国在掌握可再生能

源前瞻性技术

、

以及研发和创新能力

方面

，

目前与西方国家尚有差距

。

西方

国家否定和排斥中国的技术

，

以反垄

断以及反倾销来对付中国

，

特别是在

光伏领域

。

实际上

，

在一些新能源领

域

，

中国在技术运用上整体已上轨道

，

甚至领先西方国家

。

随着工业化发展

，

中国相关的产

业装备制造能力已经形成

，

也拥有不

少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能力

。

中国内部

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

，

在选择能源供

应上

，

绝对应优先采用再生能源

。

中国

内部对能源的强劲需求是推动新技术

发展的动力

，

若在相关消费市场中的

比重能提升

，

将有助推动新能源的研

究与开发

，

带动企业的投入及创新

。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

各国均

尝试以新能源技术发展创新打造新的

经济增长亮点

。

朝着绿色低碳的方向

进行改革

，

提升能源安全

，

已成趋势

。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约占全球近两

成

，

耗能效率又极不理想

。

与此同时

，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

、

城镇化加速发展

阶段

，

能源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

。

由于

资源条件

、

技术和资金的限制

，

笔者认

为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一段

时期内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

。

能源产业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

把

握正确技术的发展才是最佳的能源战

略

。

创新应该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主

导

，

最终才过渡作市场应用

，

这样才能

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

中国能源行业面

对众多问题

，

其中一项就是抄袭模仿

，

缺乏创新

。

针对外国已解决的难题

，

参

考一下还可以

，

可是连人家都尚未解

决的难题

，

如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等

等

，

根本难以抄袭

，

甚至是模仿

。

不一

样的国情

，

还是需要走不一样的创新

之路

。

美国靠页岩气走出了

“

能源独立

”

之路

。

其实在

2000

年

，

美国页岩气产

量仅占天然气总量的

1%

；

而到

2010

年

，

因为水力压裂

、

水平钻井等技术的

发展

，

页岩气所占的比重已超过

20%

。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预测

，

到

2035

年时

，

美国

46%

的天然气供应将来自

页岩气

。

回头一看

，

页岩气的重要性在

早前的中国无人提过

。

中国严重缺乏

化石能源

，

新能源与再生资源尚算丰

富

，

可是被利用的比重甚低

，

笔者认为

应尽早开展创新性的技术研发

，

避免

面对传统化石能源枯竭的威胁

，

同时

解决风电与光伏新能源的间歇性波动

问题

，

充分发展电能与热能之运用

。

在传统能源领域

，

智能电网的建

设有助提升效率

。

节能

、

环保

、

煤炭清

洁利用同样有助扩大传统能源产业的

发展空间

，

当中页岩气

、

可燃冰

、

电动

汽车

、

节能为关键的技术

，

若能成功突

破

，

将全面革新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

方式

，

带动新的需求

，

拉动产业升级以

及结构性改革

，

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

点

，

在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上夺得最

终的话语权

。

（作者系香港投资银行家）

【温酒闲谈】

能源产业是国家经

济命脉， 把握正确

技术的发展才是最

佳能源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