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来，有关乐视的新闻几乎进入了“日更”

状态。

在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后，乐视终于“改换门

庭”，这条在风雨中飘摇的大船会驶向何方尚不

得而知，但两年前屡屡被乐视提及的“生态化反”

如今看来似乎成了一个笑话。

在互联网巨头中，乐视绝非是唯一一家选择

生态模式的公司，国外的谷歌、苹果、微软等，国

内的百度、阿里、腾讯，乃至小米、京东等新晋的

巨头们，究其商业模式大多和“生态”有关。可为

何 BAT们成了典型案例，乐视却陷入深渊？

流量起家的BAT们

在 PC 互联网时代，巨头们笃信占领入口的

黄金法则，百度之于搜索、阿里之于电商、腾讯之

于社交，不一而足。有了入口就有了流量，就掌

握了互联网世界的话语权，而且随着业务的发

展，流量作用显得愈发重要。

入口思维不仅决定了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也

影响着所谓的“互联网秩序”。例如，阿里凭借淘

宝和天猫两大平台积累了数亿用户，有了如此体

量的用户基数，阿里所能左右的就不只有自家的

营收，还有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参与者。细数阿里

的业务范围，和电商相关的，已经覆盖了营销推

广、仓储物流、客服系统、移动支付等，逐渐形成

了生态的雏形。

尤其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巨头的策略变

得更加开放。例如它们频繁的投资和收购行

为，或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竞争壁垒，也可能是

出于避免被新兴商业模式超越的私欲，无论如

何，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巨头都形成了庞大的投

资阵营。巨头们会对有利益关系的公司给予

更多的流量支持，生态体系的发展路线也逐渐

清晰。

即便是小米这种迅速成长的独角兽，我们也

能从中嗅到流量模式的味道。当小米的手机销量

达到千万量级时，小米开始筹谋更多的品类，也开

始尝试从软件上获得收益。不管是如今的小米生

态链，还是小米商城、小米支付等，无不是以手机

的市场存量作为支撑，本质上和BAT没有差别。

不折不扣的野心家

相比之下，乐视像个另类，它从生态出发，讲

出了“生态化反”的故事。只不过，在乐视风头正

盛之时，贾跃亭被誉为梦想家，乐视的生态化反

也被不少创业者予以借鉴。可从现在来看，乐视

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

乐视布局了七大生态，即互联网及云生态、

内容生态、大屏生态、手机生态、汽车生态、体育

生态、互联网金融生态。串起它们的逻辑是：先

通过抢占大量视频版权（电视、电影）和 IP 资源

（赛事等），占领“内容”上的入口；再通过各种“服

务”和电视、手机、汽车三大终端，进行“屏幕+应

用+内容”的呈现，分别占领客厅、移动端、驾驶舱

三大场景。

应该说，贾跃亭的构想有着清晰的思路：通

过导流形成用户沉淀，而后再增加内容供给，形

成相互强化的“双边效应”。特别是在导流方面

的设计，在统一的账户体系下，乐视每个子生态

的用户都是共享的，也都能带来用户数量和活跃

度方面的增长。其实这种模式是有成效，买会员

送电视、买手机送会员等“硬件免费”的模式着实

带 来 了 销 量 的 增 长 ，乐 视 手 机 在 2016 年 将 近

2000万台的销量便是例证。

乐视生态的崩塌源于现金流的断裂，最后像

多米诺骨牌一样拖垮了一个个子生态。原因很

直接，乐视的所有产品体系中，始终未能出现一

个稳定且强大的导流者。试想，如果乐视在视频

领域的地位如同电商行业中的阿里，拥有稳定的

流量，或许它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链式生态和矩阵生态

究其根本，生态的本质不是简单的资源拼

凑，而是一种资源的高效组合。“高效”的定义尤

为关键，这不是顶层设计者所能预先规划的，势

必是在业务的持续扩张中不断磨合和平衡的结

果。简而言之，BAT们的生态是贯穿产业链的链

式生态，至少生态的基础是如此，而乐视构建的

是矩阵生态。

由此便能窥视乐视生态的缺陷所在，虽然覆

盖了七大子生态，但各个生态却处于各自为战的

状态。利好的一面是，每个子生态都在进行独立

融资，也都有明确的IPO计划，这也就不难理解乐

视的融资行为如此高频。弊端也决定了乐视的

“死穴”，或许每个子生态都有着自己的用户群，却

仅满足了基本的用户需求和基础的数据挖掘。

总之，一个生态的形成一定是对资源的高效

重组，有一股“大杂烩”的味道，且有一个强势的

业务打通并串联起生态体系中的各个环节。也

就是说，生态不是做几份 PPT 就能实现的，没有

相互需求的子生态如何“化反”，希望乐视能放下

生态的幌子，回归商业的本质。

乐视生态之殇，错在模式还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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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 8 月 18 日报道，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向各共享自行车企业发

布告知书，要求从即日起在本市暂停新增投放车辆。一旦发现，将作为

严重失信行为纳入企业征信档案。上海市交通委表示：当前共享自行

车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激进投放，疏于线下运维管理，造成沪上共享

自行车过度投放、乱停乱放现象严重，产生了共享自行车挤占公共出入

口、人行道、盲道、非机动车道和破损车辆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交

通秩序和形象。

点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共享单车就从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让

人又爱又恨的存在。共享单车的创始人或许不会想到，自行车这种中

国人最熟悉不过的交通工具会以共享的形式释放如此大的势能。可辉

煌过后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资本的助推下，共享单车开始有些“发

烧”。共享单车虽好，可城市空间有限。只管投放不管调度不是帮忙而

是添乱。于是，暂停投放来了。稍显突然，却在预料之中。

上海暂停投放共享单车
给野蛮成长按下Stop键

点评人：本报记者 王小龙

8 月 18 日，支付宝宣布小程序正式进入公测阶段，但在开启公测

后，却发现代码里惊现微信小程序团队开发者的名字。对此，支付宝通

过官方知乎账号进行了道歉。支付宝小程序团队承认，在编写开发文

档的示例部分时，直接 copy了微信的示例。目前该团队已立刻修改了

这一部分代码，并表示“在示例部分编写犯下的错误，不会在其他领域

重现”。

点评：支付宝这次真是闹了一个大笑话，可谓是为大家演绎了一番

什么叫抄作业连名字都抄。不过支付宝态度还不错，当天就道了歉，并

修改了相关内容。不过辣评君今天主要想说的不是抄袭，而是小程

序。微信小程序推出前，可谓是赚足了眼球，后来虽然有些虎头蛇尾但

仍在不温不火地发展。支付宝在这个时候跟进，也足以说明其对小程

序未来前景的认可。它们都在做这样一个梦——未来的手机里只需安

装支付宝或者微信就行了，用户不用下载其他软件，也不需要注册其他

用户。你们会喜欢这样的未来吗？反正辣评君觉得有点瘆得慌。

支付宝小程序进入公测
新战场已硝烟弥漫？

8月 21日消息，一位接近百度外卖的知情人士证实，饿了么收购百

度外卖的事情已经确定。交易价格分为两块：百度外卖 5亿美元出售；

此外百度打包一些流量入口资源给饿了么，作价 3 亿美元。总共收购

价格为 8 亿美元，交易完成后百度占饿了么股份 5%。据称，此次交易

只包括百度外卖，不包含百度糯米。合并后，百度外卖品牌保留 18 个

月给饿了么使用，饿了么将借助百度外卖的技术团队完善后台系统，并

巩固住两者相加的市场份额。

点评：百度外卖的接盘者终于浮出水面，不是顺丰而是饿了么。价

格不是去年谈的20亿美元，而只有区区5亿美元。在这场交易中饿了么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市场，百度则甩掉了这个烧钱的“副业”，腾出手来将更

多精力投入到人工智能领域。外卖市场饿了么、美团、百度三足鼎立的局

势从此崩塌，成了“楚汉之争”。但无论如何，不管是饿了么还是美团点评，

未来都需要，加大资本投入，补贴用户，激励商家。距离盈利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而在这条路上，竞争将更为激烈。

百度外卖“卖身”饿了么
外卖格局生变

两天前，停牌四个多月的中国联通（A 股）

复牌，封在涨停。

与这种毫无悬念的资本市场反应相比，自

传出中国联通将成为首批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

简称混改）试点企业后，各种捉摸不定便与它如

影随形。多个版本的方案言之凿凿，股票复牌日

期一改再改，甚至，就连 8月 16日公告了混改试

点方案总体思路和改革要点，都能连夜撤回。

“还有什么是联通遇不到的？境况还能更

坏点吗？”电信行业观察者柏松说。

外界将“迄今最为大胆、最为深刻”的评语

送给这份“混改方案”，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中国联

通涅磐重生的决心以及国企新一轮改革的气势。

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大中华区

战略合作总经理葛颀对科技日报记者说：“这次

混改不仅对中国联通意义重大，更将成为国企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标杆性事件。可以肯定的

是，作为央企首个集团混改项目，在中国联通取

得一定经验后，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相信也将

会跟进混改步伐。”

葛颀认为：“对电信行业来说，这是一次探

索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加大激发企业活力的新

探索。”

据中国联通介绍，此次混改的关键动作是

“引入境内投资者，降低国有股权比例，以市场

化为导向健全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聚焦

公司主业、创新商业模式，规模发展基础业务和

创新业务，全面提高企业效率和竞争能力。”

公告明确，包括中国四大互联网公司腾讯

（110 亿元）、百度（70 亿元）、阿里巴巴（43.3 亿

元）、京东（50 亿元）在内的十多家战略投资者

将向联通 A 股公司认购约 90 亿股新股，并向联

通集团公司购入 19.0 亿股 A 股股票。此外，中

国联通拟向核心员工授予约 8.5 亿股限制性股

票。中国联通称，本次混改募集资金将主要用

于 4G及 5G相关业务和创新业务建设。

正如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多次表达的那

样，混改不是简单地引进资本，更看重价值与产

业链的互补。

葛颀说：“中国联通最缺市场化机制。理论

上，这样的混改设计可以为中国联通形成新的

竞争力，有望扭转市场竞争中弱者地位。”

涅槃重生的决心与气势

中国联通在三大运营商中业绩最低，用户

数最少。三分天下，在电信江湖只是个传说，说

混改是中国联通翻身的希望并不过分。

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是滴滴等垂直行业

公司，以及金融产业集团和相关产业基金，中

国联通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被业界称为“用

心良苦”。

“中国联通此次混改亮点非常突出，而这是

中国联通重写未来的基本保障。”通信世界网站

主编刘启诚表示，此次混改并未改变中国联通

国有企业的性质，但根据目前的方案，联通集团

对中国联通 A 股的持股比例将从原来的 63.7%

降低到 36.7%，将超过 35%的股权比例让渡给民

营企业，是此次混改最大的亮点。

另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中国联通管理层

与民营股东代表将占据董事会多数席位，标志

着民营资本在中国联通的决策层将具有话语

权，理论上会助推中国联通的市场化改革。

但混改能令中国联通翻身吗？

与资本市场的狂热相比，电信行业的专家

则显得理智而冷静。

电信专家项立刚认为，筹集近 800 亿资金

对中国联通的价值在于，对补齐 4G和移动的基

站差距，提升网络品质，布局 5G 等有现实意

义。他相信，今明两年中国联通的网络建设速

度会加快。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表示，引入资金将提

升中国联通的市场竞争力，还将在局部形成“化

学反应”，这已在 4G新增用户上有明显体现，但

短期内仍难与竞争对手抗衡，尤其是中国移动。

刘启诚则指出，要结合战略投资者与中国

联通双方资源和优势，进行业务创新、机制创

新，这将是中国联通混改后必须面对的第一个

挑战。

超35%股权让渡给民企

各怀心事，明争暗斗，我国互联网巨头的相

处方式从来不是秘密，四大互联网巨头为混改

聚首，在资本市场尚属首例。

“我们相信，百度与中国联通的合作将大力

推动产业升级，优化用户体验，产生超越资本层

面的更大价值。”百度新闻发言人在接受科技日

股东竞争或影响决策效率

方案终落地方案终落地！！
混改能让联通翻身吗混改能让联通翻身吗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2016年10月10日
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确认大股东联通集团

正研究讨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方案。

■2016年11月3日
中国联通高管首谈混改，称将重点选择与

联通业务互补性强的合作伙伴。

■2017年4月5日
中国联通公告称，4 月 5 日起临时停牌，

拟披露重要事项。并确定以联通 A 股为平
台开展混改，可能涉及联通 A 股公司的股份
变动。

■2017年6月28日
中国联通集团总经理陆益民公开表示，联通

混改方案已经提交，但没有审批通过的时间表。

■2017年7月14日
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混改试点方案已获得

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公告还表示，中国联通A股
决定申请自2017年7月17日起继续停牌1个月。

■2017年8月16日
中国联通混改方案出炉，不过相关公告被

连夜撤下。

■2017年8月17日
中国联通 A 股因技术原因已申请继续停

牌，将在三个交易日内披露非公开发行预案和
其他相关文件并复牌。

■2017年8月20日
中国联通披露了正式的混改方案，受此利

好消息影响，第二日A股联通复牌即迎来涨停。

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之所以参与混改，不仅是看

好中国联通长远的发展，更是看到在人工智能

技术的推动下，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终端和设

备接入网络，都将为电信运营商的发展带来新

的驱动力。

电信专家陈志刚认为，中国联通拥有的基

础通信资源、数据、2 亿多用户都对百度等极具

吸引力。同时，互联网的资源也是中国联通最

看重的，并将通过此次混改获得。

“中国联通能否有能力让自己的网络、产

品、服务及管理跟得上这种变化，还有待观望。

但混改后的中国联通应该为电信运营商趟出一

条新路，不能再把精力和资源投在狭窄的传统

电信业务赛道里。”陈志刚说。

在和科技日报记者谈到此次混改中国联通

面临的挑战时，陈志刚强调：“最大的挑战来自

股东之间的激烈竞争关系，可能会影响其董事

会的决策效率。同时，主要互联网公司需巧妙

平衡与其他两个运营商的合作关系，不至于因

为是中国联通的股东而形成合作阻碍，毕竟这

两个运营商加在一起的体量是每个互联网公司

不能忽视的。”

前埃森哲通信媒体高科技部总监李军却并

不看好中国联通的混改，他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目前全世界的运营商转型，都没有成功转入互

联网行业的案例。如果中国联通这次混改的主

要目的是引入互联网战略合作伙伴，形成优势

互补，如今看起来的架势是‘人人有份’，谁又能

铁了心拿核心资源与中国联通合作呢？”

李军认为，与其用整个企业来玩，中国联通

不如拿出一部分业务，或一个小区域，真刀真枪

地和民企或互联网企业合资更稳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