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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这几天小扎在天安门跑完步，又跑去和马云来了一场
巅峰对话，谈技术创新以及VR（虚拟现实） ……

近日，来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脸谱网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扎克伯格，在以“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主题的分
论坛上与马云对话时预测，虚拟现实辅助的计算机是未来 5到 10
年最重要的计算平台，并称2016年是非常好的消费级VR开始发
货的一年。那么，VR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

其一，现场的带入。VR设备能使普通用户置身于虽不能至、心
向往之的场景。以刚刚落幕不久的中国两会为例，对普罗大众而言，
是没有机会出现在两会会场的。然而今年两会，VR终端被不少媒
体应用到了新闻报道上，用户在佩戴VR眼镜后，能够720°全景观
看通过VR摄像机摄录下的场景，头部任意摆动，四处观看，仿若置
身两会现场。通过VR设备，人们将不再受限于地理空间，想“去”哪
里就“去”哪里。虽然你在家中，通过VR设备，你却可以仿佛置身珠
穆朗玛峰之上，也可能是在跳伞或冲浪。

其二，更炫的娱乐。VR 设备能提升观影、游戏等娱乐体
验。近两年，已有厂商推出或将要推出 VR 设备，并着力于游戏
市场。HTC 推出的 Vive、Sony 宣布即将推出的 PS VR 以及扎克
伯格收购的 Oculus 公司推出的 Oculus Rift VR，上述设备的共同
点在于，都与游戏有关。通过这些设备，游戏用户可以全身心地投
入到虚拟世界中。与传统的游戏交互体验相比，VR将给用户带来
飞跃性的游戏体验。

其三，与教育培训、网络营销等相结合，VR 设备能够提供
给用户逼真的培训、选购体验。以教育为例，据相关媒体报道，在
日本“3·11”大地震5周年时，爱知县用Oculus Rift进行灾害预防模
拟；在美国，众多的机构包括国土安全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以及
学术机构都在探索VR在安全教育和培训中的独特优势。在这里不
妨做一个预测，未来一定会有厂家凭借虚拟现实技术，提供网购营
销服务——戴上VR设备，便能够像在商场购物一样体验衣服穿在
身上之后的效果。

VR设备纵然能给生活带来诸多的改变，但是设备的普及需要
庞大的用户作为支撑，以及资本的青睐。日前，暴风魔镜、知萌咨
询与国家广告研究院联合发布了首份《中国VR用户行为研究报告》，其中的调查
数据显示，15岁到 39岁的人群中，对 VR 非常感兴趣的用户比例高达 68.5%。据

ABI Research 的预测，到 2020
年将有5000多万台移动端VR设
备。

2016 年，已被媒体定义为
“VR 元年”。太平洋东岸的小扎
更是押宝虚拟现实，笃定其是未
来五到十年最重要的计算平台。
VR 设备能否拥有像智能手机一
样的普及率，进入千家万户，并
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更
新鲜的体验？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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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突破是战术
网库集团被媒体称为第三大 B2B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然而，王

海波更愿意将其定位为国内排名第一的B2B单品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这17年，我们记录了890多万家中小企业的数据。基于这些大

数据的应用，我们为中国中小实体企业提供基于在线供应链应用的
多种企业电商应用服务。”王海波说。

2004年，凭借在业务上积累的真实、可查的海量中国中小企业
数据，网库决定转型做 B2B的电子商务服务公司。而在电子商务服
务领域，网库选择了做单品这条路。

王海波认为，电子商务必须构建于单品的采购和供应需求之
上，否则是没有价值的。“传统企业要走出电子商务的误区，实体企
业做电子商务，不是建个网站、发个信息那样简单。”王海波说，

“这种方式已经过时了。聚合单品是传统企业获取电子商务终极价值
的最佳途径。”

关于“单品电商模式”，王海波喜欢以安塞苹果为例：以苹果为
突破口，来推动整个水果产业的原材料采购，生产型服务业以及水
果的批发分销。当地会因为“苹果”这张名片，再慢慢带动其他的
水果，如梨、桃子等其他产品的发展。“安塞苹果”这个爆款对于当
地整个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王海波认为，“爆款逻辑”在各个领域都适用。“企业可以通
过某一款单品作为一个切入口，使企业的优质产品在单品平台上
得到宣传与认可，打败所谓的‘同款’产品，获取产品高附加
值，最终让传统实体企业获得重要的平台价值及全新的单品领导
地位。”

“爆款即单品，正如网库。”王海波笑着说，“单品突破，是市场
启动和成长阶段的一种战术策略。”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不意味着只
卖一个单品，而是前期聚焦资源重点推出一个单品，依靠这个单品
的畅销，打击竞品，带动上下线产品走量形成互补。因此，在设计
推广产品时更需要完整、科学的产品结构组合。

“总之，合理的做法是先单品突破，逐步丰富产品，然后形成产
品结构群。只有形成完整产品结构群的品牌，市场抗风险能力才
强，才能支撑品牌立于不败之地。”王海波自信地说。

挖掘企业“新基因”
按照王海波的设想，电商对于实体企业作用显著，然而从观念

上改变企业主们对电商的固定认识仍是个漫长的过程。围绕独具特
色的“单品电商模式”，王海波和网库集团开展了各种落地服务和电
商培训，包括“腾计划”培训会、精准扶贫培训班以及“私董会”
等等，帮助实体企业将所学的电商知识灵活运用，真正解决在电商
应用以及转型升级中遇到的问题。

以网库集团在2015年首创的B2B垂直细分领域电子商务私董会
为例，近日，网库集团实体企业电商“私董会”分别在湖南郴州、
河南郑州、广东江门、陕西安塞等地召开，王海波以此为契机，为
从全国各地前来取经的实体企业代表“问诊把脉”新常态下的发展
之路，并共同探讨当前“创新”、“供应链经济”、“平台经济”、“单
品模式”等热门话题。对于参会企业家来讲，最大的收获是对电子
商务观念的转变——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工具。

王海波表示，无论哪一个行业，企业都可以利用网库集团17年
来积累的890万会员数据开展电商生意，获得企业新基因。

“企业在寻找什么？按照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
传递的理念，企业家寻求的或许就是发展新动能。我认为，只有运
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重塑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才能改造和提升传统动能，使之焕发新的
生机与活力。”王海波说。

最近一段时间，从《主编死了：没有主编才
是新媒体》在媒体人中的流行，到对于腾讯网
总编辑“报纸将死，多数媒体人将在 2017 到
2018年下岗”这一言论的公共讨论，纸媒何去
何从，牵引着无数传统媒体人的心思。

这一焦点话题甚至被搬到了刚结束的
2016博鳌亚洲论坛——“媒体会面对怎样的存

亡问题”成为今年论坛讨论主题之一，国内外
几位知名媒体人就此坐而论道，各抒己见。

面对受众“想要”与“需要”之间的错
位现象，媒体人应该如何提供更为优质、公
允的产品？尤其是对于从业于纸媒业态的传
统媒体人而言，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新
媒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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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把读者惯得“偏食”了

新媒体的传播形式，为受众带来了更为便捷的资讯阅读
体验，他们再也不必像读纸媒时那样受限于“漫长”的生产
周期。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新信息中介面向用户提供接口和平
台，从而控制媒体的内容和流向。以腾讯网总编辑近日言论
为样本，很多人记住了他说的“多数媒体人将在 2017 到
2018年下岗”这句话，因为这就是很多新闻推送的标题；但
很多人未必注意到的是，其实他作出了十个论断，其中不乏
对纸媒的充分认可。

然而，很多人“理所应当”地忽略了除了标题之外的其
余内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一，受限于推送的篇
幅，文章更为全面的样貌并未在推送的条幅框中出现；其
二，日益频繁的推送开始“绑架”受众的自由，更多的人开
始选择看了标题完事儿。

从更为审慎的视角来看，这里便存在着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教授陈力丹所说的“谁来监督新信息中介对信息的全
面、公正的提供”的问题。由于受众“想要”看到的是劲爆
的消息，于是面向受众统一推送信息的新闻客户端开始越来
越重视受众的口味，为内容产品冠以更加“吸引眼球”的标
题，便产生了忽略所推送内容全貌的趋势。

更有甚者，诸如“今日头条”等类新闻客户端，“聪明地
分析你的兴趣爱好，自动为你推荐喜欢的内容，并且越来越
懂你”——它们越来越有倾向性地进行资讯推送，长此以
往，势必造成受众所接受信息的“窄化”。

资讯恰如餐饮，人们缺之不可，偏食却并不可取。由是
观之，现在的新媒体显然已经把读者惯“坏”了。

传统媒体、新媒体应取长补短

传统媒体不同于惯着读者口味推送新闻的新媒体，纸媒的各个
版面构筑起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也恰恰是受众“需要”的。

不单是真实、全面、客观、公正，传统媒体在促进形成社会
共识、促进深入阅读等方面，都是新媒体所不能及的。这恰恰为
媒体融合提供了一个思路：传统媒体人，可以贡献智慧于新媒
体，以便更好地平衡受众“想要”和受众“需要”；新媒体人，可
以将“报道内容定制化”“报道数据可视化”的习得带到传统媒体
中来。

数据显示，报纸的阅读率从近年来的日渐走低开始出现“触底
反弹”的态势。2015年4月发布的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
显示，国民报纸阅读率为55.1%，较2013年的52.7%上升了2.4个百
分点；同期人均每天读报时间为18.8分钟，也比2013年的15.5分钟
增加了3.3分钟。

虽然报纸的阅读率在近2年出现了回升，但受限于市场风向以
及资金等多方面的因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依然认
为，传统媒体的停刊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面对这种情况，许多传
统媒体人坏了心态、乱了阵脚，摈弃了职业操守，杜撰、抄袭等现
象出现的频率有所上升。

近日，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一篇《诗人余秀华，终于，离
婚了！》 在未被联系授权的情况下，被某知名纸媒全文转载；微信
公众号“光谷客”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原创文章《一个普通钢铁
家庭的民运沉浮》 也被一些知名新闻平台在未获取授权的情况下

“直接抄袭式转载”。——这两则事例无形之中反映了传统媒体人面
对新媒体的冲击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殊不知，融合并不是一场

“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取长补短、携手同行，双方完全可
以在彼此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各放异彩。

传统媒体应积极拥抱新技术传统媒体应积极拥抱新技术

自新媒体产生之日起，媒体人就被划分为传统媒体人和新媒体人。他们
之间，合作是主流，但也时不时地相互揶揄，新媒体人认为传统媒体人不合
潮流，传统媒体人深觉新媒体人不够精致。

时至今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非此即彼的各种呛声仍时常响起——对于腾讯
网总编辑王永治抛出来的一席话，中青报曹林隔空喊话：“到了2018年底，如果这
个预言实现了，（我）直接从单位辞职；如果这个语言没实现，王总从腾讯辞职。”

对于“纸媒将死”的论调，我们可以用国内国外两组数据予以证伪——
在国外，《纽约时报》发布的 2015年年报显示，纽约时报发行收入为 8.45亿美
元，其中，数字版的订阅收入仍占比不到1/4；在国内，深圳晚报经营总收入同比
增6%、宁夏日报去年广告收入上涨10%。

虽然短期内，对于纸媒的江湖地位，我们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但面对
新媒体发展的态势、面对媒体融合的趋势，传统媒体人应该有危机感和紧迫
感。对传统媒体以及传统媒体人而言，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发展、投身媒体融
合是应有的姿态，而且应该认识到，纸媒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将大有可为。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纸媒还是新媒体，都应该把内容生产
能力的优化和提升放在新闻工作的第一位。如同《第一财经日报》原总编辑
秦朔在博鳌论坛上所说：一个媒体未来究竟存不存在，其实还是由受众决定
的。传统媒体转到新媒体，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内容生产能力到底怎么样。

终究，旧平台的消失、新平台的产生，市场的去粗存精、优胜劣汰，是
媒体发展的大势，传统媒体人应该理性面对。

王海波：企业家要“发现新动能”
海外网 王 岭

IT领秀

17年前，王海波创办网库集团，在单品电子商务
平台领域开疆拓土。2015年12月21日，网库股份登
陆新三板挂牌交易，成功上市。如今，网库集团已成
为首屈一指的基于单品供应链的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商。

日前，网库集团董事长王海波应邀做客人民日报
海外网演播室，与网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

网库集团董事长王海波做客人民日报海外网演播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