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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数字化催生十万亿级产业
产业迭代升级

“双11”与“6·18”节节攀升的销

售数据，成为线上线下实现数字经济

的真实脉动。电商与实体零售从对抗

走向融合之时，衍生了新的消费场

景，借助电商的云计算，消费行为不

再是零散的数据，而是逐渐形成系统

并描绘着更完整的用户画像。在阿里

目前形成的商业操作系统中，各个商

业部门既产生数据又利用数据。阿里

研究院院长高红冰称，数字循环为企

业开辟了新的网上销售通路，而且推

动了营销方式、消费者运营模式、供

应链、商品设计营销和商品生产方式

的变革，促使品牌、商家和企业完成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与技术正在为生产端到消

费端的升级与转型提供着更丰富的想

象空间。未来，无论从消费者互动、营

销、销售、供应链、物流到云计算，互

联网企业提供的数字商业操作系统都

将帮助品牌企业和商家运用创新的技

术手段和商业模式，迎合数字经济时

代的发展。在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机器

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里看来，只有将

数字经济及智能技术应用于传统的产

业，才能激发活力；以计算力和数据

资源撬动带动产业升级，进而推动经

济转型。

迎合个性化需求
消费端的个性化需求，让扮演中

间沟通角色的电商加速将末端数据

回传给生产端。传统制造业数字化升

级正在成为大势所趋，从传统品牌

IoT转型，到原创设计走红，再到基于

C2B产生的新品牌、新品类……定制

化的消费场景和生产场景日益融合，

为服务型、个性化和智能制造提供实

践场。

供应链、制造业等更广泛的领域

正实现线下生产线和线上数据分析的

融合，通过全链路协同提供智能化解

决方案，满足C2M、千人千面等个性

化定制需求将成为常态。

举例来讲，淘宝“天天工厂”的

C2M柔性供应链推动中小微制造企

业实现数字化升级，拼多多的拼工厂

让数字化加速渗透到源头的生产企

业。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预计，

数据和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将

催生数个十万亿级产业。数据给制

造业的最大机遇是液体化，实现

C2M柔性制造，从而提高产品和生

产效率。

根据《解构与重组：开启智能经

济》报告内容显示，个体实时的、个性

化的、碎片化的需求，能够被传递到

生产端，计算能力的充裕可以让这些

具体的颗粒状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产

业链再根据需求进行生产，实现精准

的供需匹配。

整合两端零散资源
向制造端延伸，正成为电商企业

共同的尝试。消费端零散而越发有限

的增量空间，寻求产业端的机遇自然

成为企业新出口。值得注意的是，相

较于从互联网上生根发芽的电商、移

动支付，以及后来的新零售，新制造

很难借助人口红利快速扩张，企业需

要凭借大数据、优化效率、降低成本

等方式向源头延伸。目前，制造业处

于需向智能化转型的阶段，面临着人

力成本上升、产业升级的压力，企业

对效率提升有着强烈诉求。与此同

时，制造业也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庞大

市场。

互联网行业从流量优先向效率优

先转型。互联网企业、制造商、品牌商

等均开始依靠消费端的大数据实现

“按需生产”。消费与产销的数据互通

后，生产信息将被直接送达给制造企

业，才能实现柔性定制。小批量、定制

化的柔性制造产能开始替代以大批生

产、低成本取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互联网企业带动的供应链创新，正在

通过以需定产影响上游，推进供给侧

改革。

消费端与生产端实现端到端的对

接和打通后，降本增效与迭代更新才

会相得益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

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认为，建设

制造业强国，数字化转型是重要途

径。对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可以带

来质量提升、成本降低、产品创新，这

是经济转型升级最基础的单元。对产

业来说，传统产业抓住数字化转型发

展机遇，可以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转

移；电商企业则借此推动服务业和第

二产业融合。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赵述评/文
宋媛媛/制图

2019年铁路春运将从1月21日起至

3月1日止，共计40天，而从铁路、民航、

交通短驳最近的出行数据趋势看，春运

大军们已提前做出各种准备。为更好地

提升服务体验，满足用户在行程中的个

性化需求，同程艺龙持续聚焦微信生态

中的行中场景，并基于用户行程提供智

能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由同程艺龙近期上线的全域通产品

便是其中的代表。此番推出的全域通产

品，是由酒店通、景点通、机场通、铁路通

和景区语音导览五大产品矩阵组成。通

过1：1手绘和3D还原酒店、景区、机场、

火车站周边设施，室内外导航、VR技术

帮助用户获取实时、准确的信息。

同程艺龙行中事业部负责人沈文

靖介绍，“在行前，用户打开全域通小程

序，能够提前了解城市所有必玩景点、

推荐酒店、主要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及详

细介绍，而且用户预订的信息能融合到

地图中，自动呈现线路。再比如，用户在

行程中，通过全域通这个平台可以获得

当地景点的详细介绍和指引，相当于一

个智能化随身导游，从而极大地节省成

本，提升行程效率”。

以一个身在苏州的用户为例，打开

全域通的“铁路通”页面后，将看到由同

程艺龙智能推荐的苏州火车站及周边

全貌，有车站外景，苏州站停车场、机场

大巴、历史故事等一应俱全，而点击进

入车站室内，则真实还原了苏州火车站

从B1到2F各楼层的内部陈设，取票点、

检票口、出站口、母婴室以及各类餐食

等详细信息，一目了然。

不仅如此，用户按照页面的“菜单”

索引，可以查看苏州当地的天气，还可

以享受苏州景点介绍、在线购火车票、

火车订餐、失物招领等服务。与此类似，

用户进入全域通的“酒店通”、“景点

通”、“机场通”后，也都可以一一感受到

基于实际需求和服务体验的各类丰富

场景，更利于智慧旅行、便捷旅行。

沈文靖表示，同程艺龙推出全域通

这类产品，其核心是聚焦微信生态中的

行中场景，通过预订、出发、交通枢纽、

目的地几个核心场景，用各类产品做链

接。“比如从出发到交通站点，通过提供

给用户多样的出行解决方案、各类工具

箱，帮助用户更便捷地出行，到了目的

地，我们提供给用户攻略推荐、各类电

子导览，让用户能够无忧出行。”

除了全域通产品之外，同程艺龙还

围绕用户行中场景推出了步数赚（即通

过每天走路积累的步数可以让用户兑

换商品，旅游优惠券及现金红包，从而

激励用户健康出行）、尬聊（通过目的地

归类的方式打造的出行交流微信群）等

创新型社交产品。这意味着，在2019年

春运大幕渐次拉开之际，同程艺龙正通

过深入探索用户需求、洞察用户需求，

利用“服务+技术”双轮驱动，让面向用

户的服务更加智能化，持续提升和满足

用户的体验。

目前，同程艺龙除了推出一站式出

行保障、暖心护航保障、7×24小时保

障、投诉极速响应保障、先行赔付保障

等多项举措为用户出行保驾护航，也一

贯重视在服务上的创新。而基于用户出

行场景的高铁订餐、机场餐食、接送机、

VIP候车、停泊车、车上和机上购物等附

加服务，可以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

此外，同程艺龙也在加快布局AI客服、

智能交通、智能住宿等领域，并初步实

现了业务端的自动化处理，其中94%的

机票订单、75%的住宿间夜都是全自动

处理的。

聚焦微信生态行中场景 同程艺龙上线“全域通”

电商在数字化方面的尝试正推动产业发展。1月6日，阿里研究
院探讨了数字经济带来的科技变革和经济动力。 伴随着居民消费
结构和品质升级，个性化、多元化消费需求渐成主流。阿里、京东、
苏宁等电商企业与实体零售企业快速融合， 前者在需求端与供给
端之间搭建数据通路，成为品牌和企业C2B精准满足消费需求、实
践新制造的主阵地。行业人士认为，数字化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将
催生数个十万亿级产业。

阿里

京东

苏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