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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丝路基金签下“首单”

在倍受瞩目的亚投行确定“首发阵容”几天之
后，中国计划出资 400 亿美元设立的丝路基金就
签下“首单”。

4 月 20 日，丝路基金、三峡集团与巴基斯坦
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伊斯兰堡共同签署
了《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
备忘录》。这是丝路基金首个对外投资项目，标志
着丝路基金开展实质性投资运作迈出重要一步。

数千万社保用户信息或泄露

社保系统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重灾区”。
《经济参考报》报道，目前重庆、上海、山西、沈阳、
贵州、河南等省市卫生和社保系统出现大量高危
漏洞，数千万用户的社保信息可能因此被泄露。

目前围绕社保系统、户籍查询系统、疾控中
心、医院等大量曝出高危漏洞的省市已经超过 30
个，仅社保类信息安全漏洞统计就达到 5279.4 万
条，涉及人员数量达数千万，其中包括个人身份
证、社保参保信息、财务、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专家曹岳表示，目前
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重灾区，而我国在网
络安全人才方面的培养和储备还远远不够。国家除了
需要启动更加实质性的监管工作外，还需要加快对相
关人才的培养，布局信息安全产业。

网络众筹催旺创业潮

近期，在政策扶持下，层出不穷的创业项目，
不断涌入的资本，均给予了投资人和创业者极大
热情。以众筹的方式实现创业梦想，已成为 2015
年的经济新亮点。

截至今年 4 月，淘宝众筹平台共收到近 2 万
个项目申请，其中 1000 多个项目上线众筹，其中
创业者项目占六成。

因为网络众筹相当于“团购 + 预售”，也因为
它能为设计、产品的创新提供助力，所以淘宝、京
东等电商平台都纷纷加入了众筹的竞争中。有数
据显示，目前积极参与众筹的人群，对项目的感兴
趣程度分别是科技 23%、设计 19%、农业 17%、娱
乐 7%、公益（其他）34%。

国内无人机快递或等四五年

近日，亚马逊启用无人机送快递的消息让国
内不少消费者心动。不仅快递成本降低到约合人
民币 6 元，更支持最快 30 分钟内送达。去年 12
月，亚马逊在包括纽约、迈阿密和达拉斯等城市推
出了“Prime Now 服务”，1 小时可以送达洗发水、
纸巾和其他数千种产品，每件快递收费 7.99 美元

（约合人民币 49 元）。
无人机送快递在我国可行吗？据了解，日前，

顺丰正在珠三角地区大量测试无人机，测试点航
线包括山区、大型湖泊水库、偏远乡村等。今年 2
月，淘宝也联合圆通速递在北京国贸附近推出无
人机配送红糖姜茶服务。

“无人机的大规模应用意味着需要申请大量
航线，在目前情况下并不现实。”业内人士指出，一
方面国内无人机技术与国外尚存在较大差距，另
一方面则是政策问题，国内无人机投入快件配送
至少要到 4~5 年后。

中国已有 603 万吨电子垃圾

联合国针对 180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中国坐
拥 603 万吨电子垃圾，位居全球电子垃圾前三名。

每年发达国家产生的电脑、电视、手机、家用
电器等电子垃圾多达 5000 万吨，调查显示，其中
75%的电子垃圾没有经过正规回收处理，绝大部
分被非法出口到非洲、中国或印度。报道称，美国
60%的电子垃圾最终被运往中国。

截至 2015 年，国内获得环保部门技术资质认
证的电子垃圾拆解企业已达 106 家，然而，因前期
建设投入高、处理成本高，面对电子垃圾回收渠道
和数量匮乏的困境，导致部分企业无法开工生产，
处于亏损的尴尬境地。

“一刹那”时长为 0.018 秒

人们常用一瞬、须臾、霎时、一刹那之类的词
语来形容时间，那么，一瞬、一刹那究竟是多长时
间？须臾有没有具体所指的时间长度？

梵典《僧祇律》中做过如下阐释：“一刹那者为一
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
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既然 24 小时可分为“30 须臾”，那么每一须臾
就是 0.8 个小时，也就是 48 分钟，或是 2880 秒。从

“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则可推算
出，一须臾等于 400 弹指，那么“一弹指”就是 7.2
秒。这 7 秒多的时间再均分为 20 份，也就得出了“一
瞬”的时间即为 0.36 秒。依次再分 20 份，就是“一刹
那”的时间长度为 0.018 秒。 栏目主持：扈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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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19 日，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
正式向公众开放，成立于 1956 年的上海自然
博物馆，可追溯到 1868 年创建的震旦博物院，
迄今近 150 年。新馆位于上海静安雕塑公园，
建筑外形酷似鹦鹉螺壳体，寓意博物馆人“管
理自然遗产、守护地球家园”的神圣使命。建
筑引入地球、岩石、水和植物等自然元素，外
墙由“生命之墙”“岩石墙”和“细胞墙”构成，
象征着森林、地壳与峡谷岩壁以及人体骨骼肌
肉。

新馆面积 45086 万平方米，设地上 3 层，
高 18 米；地下 2 层，深 15 米。通过“演化的乐
章、生命的画卷、文明的史诗”的主线，按照

“起源之谜”“生命长河”“体验自然”“演化之
道”等主题，设立 10 个展区，展出藏品约 1.1
万件，呈现大自然的演化历程和生物多样性。
新馆不仅完成了从古老朴实到趣味时尚的华
丽转型，更包含了丰富的藏品和精致的展示，
可谓“科学与美学的完美结合”。

展品大多模拟自然的场景，以生态系统的
展示方式，置身于生活环境之中；而多数标本
活灵活现，制作定格在“活着”那一刻的模样，
栩栩如生，加上展品和参观者之间的“零距
离”，常有回到大自然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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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风口“互联网 ”
姻本报记者 张晶晶

2014 年刚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王晓
湘并没有像她的同学一样，走进媒体成为一名
传媒从业者，反倒是做回了家族老本行———茶
叶生意，成为一名新型茶商，将互联网的新鲜活
力注入这个古老并且日渐衰微的行业。

出生在福建省安溪县的王晓湘是茶山的女
儿，从小伴着茶香长大的她，形容自己“血液里
流淌的似乎都是茶”。虽然中学便离开茶山跟随
父母到厦门生活，但是她对茶叶、茶农的感情却
始终不曾淡薄。

读大学的时候，她没有带学费，而是带着爸
爸刚刚收上来的新茶。别的同学忙着逛商场的
时候，她忙着逛马连道茶叶市场。茶叶变成了学
费，她和茶叶市场的老板们也熟识了起来。这样
一来，从茶叶的生产、加工，到流通、销售，她便
统统了然于胸。

组织了“广院下午茶”聚会的王晓湘，愈发体
会到品茶的魅力。“以茶会友”的她，也逐渐发现了
年青一代对于茶叶的需求，很多消费者苦于没有
渠道购买到好茶；这时她想到了家乡那些苦于茶
叶销售无门、宁肯荒废茶山外出打工的茶农———

“何不做点什么，将生产与需求对接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王晓湘毕业就选择了创

业，创立了“不知名茶”品牌，采用“茶山众筹”的
模式，实现了“互联网 + 茶叶”的新型商业模式。
她和父亲以及团队成员一起，走访了位于云南、
福建等地的千座茶山，与当地茶农签订协议；然
后通过互联网众筹，消费者可以直接指定“我要
某某山头的茶叶”。她核算每亩茶的成本，然后
按照面积收取费用，在开山之时就可以先支付
茶农一部分费用，解决茶农的燃眉之急；同时也
向消费者承诺一个最低产量，等到茶叶采收加
工完，便可将对应数量的茶叶交付给消费者。

经常有人问她有没有某种种类的茶，这种
时候王晓湘就会颇有几分牛气地回答：“你要的
我们现在没有，但是可以去包。”几个月以前，她
甚至接到了米兰世博会的邀请，请她去为潘基
文、张艺谋泡茶喝……这个“90 后”女孩儿在自
己的创业路上，正一路狂奔。

王晓湘正是“互联网 +”的践行者之一，她熟
悉传统茶商，她也了解互联网，她撮合二者“联
姻”，为古老的茶叶生意注入了新的活力。她能真
正改变这个行业的商业模式尚待时日验证，但却
是站在“互联网 +”风口上的一个缩影。

就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5 年一季
度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大部分解读偏悲观，加上央行日前降准释放
超过万亿的流动性，更加强化了这种印象。

当前不少传统产业陷入困境，钢铁产业由
于低端产能过剩、下游需求减弱、价格大幅下跌、
企业资金紧张，日子举步维艰。但这并不代表未
来一片灰暗，如果说下行的传统产业是“西边
雨”，那么持续上涨的互联网产业便是“东边晴”。
而“互联网 +”或许正是一道即将在二者之间架
起的桥梁；而中国未来经济的新金矿，也埋藏在
这个方兴未艾的新领域之中。

天使汇创始人、CEO 兰宁羽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十分看好“互联网 +”
这个概念的未来发展前景，“能推动国内产业转
型，会使更多的跨界产品出来”。

兰宁羽定义的“互联网 +”，比单纯的互联网
要更加宽广，他说：“与其说‘互联网 +’，不如说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可以加速每个传统产业
的发展转型，而不仅仅是互联网。”

“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个

传统技术的重新排列组合，有时就是因为要解决
需求，这种很偶然的组合催生了创新，所以还是
要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但他觉得目前大多数传
统行业从业者还在安于现状，“并没有觉得什么
急需改变，只有少数人会发现问题，然后找更好
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在兰宁羽看来，如果把传统的技术作为一个
大的数据库，把未被满足的需求和有志于改变的
聪明人发现的新需求也做一个数据库———“这两
个数据库各自进行排列组合同时进行交叉的排
列组合，就可能会带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组的
机会，创设出大概几十万种创新创业的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提出，“‘互联网 +’表面上的意义是
节约了资源，通过信息的互联互通节省了时间和
空间。但是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大大地拓展了人
类交往的范围———而自古以来，人类交往范围
的拓展就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和标志。”

江宇从消费和生产两个领域解释了“互联
网 +”拓宽交往范围的意义：“从消费领域来说，
互联网大大地拓展了市场的边界和范围，降低了

交易的成本，丰富了交易的手段，让过去很远距
离的人和人之间可以互相交易，让过去很难定量
化的产品可以通过网络进行量化和评价。从生产
领域来说，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生产的主要模式
是，生产、研发和消费相分离的，大规模同质化生
产是主要的业态。而信息技术的普及则可以实
现生产研发和消费的融合，消费者直接参与设计
和生产，上下游产业也可以更深度地融合，从而
实现真正的个性化定制。”

江宇同时提到，从政府监管的角度，“互联
网 +”可以帮助政府利用大数据的手段，以更低
的成本、更加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对公共服务
进行监管。同时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也可以通过
信息手段更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谈到传统行业如何面对互联网经济带来的
挑战，江宇回答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机遇。他解
释说：“互联网的出现固然会压缩一下传统产业
的空间，比如传统商业、流通、媒体等。但是同时
要看到，互联网使资源配置的范围更大了，市场
会更加扩展，传统行业只要找到和互联网的结合
点，不但会萎缩，反而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传统行业想要转型，互联网行业想要创新。
“互联网 +”实现了二者的联姻，但如何一荣俱
荣，而不是一损俱损，成为了摆在风口上的首要
问题。

江宇认为传统行业要通过“互联网 +”实现
转型，首先要提高认识，不能仅仅把互联网看作
是通讯手段，而要看作是流程改造重组，是新的
竞争方式和生产方式。

其次是做好顶层设计，互联网是一个公共
产品，最忌支离破碎，各自为政———“这个问题实
际上是政府和行业协会的职责，要做好全社会以
及各个行业信息化的顶层设计，既要自下而上，
又要自上而下。”

第三是找好二者的结合点。不是所有的行
业都可以直接用互联网改造，也不是所有的行业
都需要“另起炉灶”。“所以要选好结合点，找结合
点的原则和一般行业是一样的，就是发现和弥补
消费者尚未满足的需求。”

看过无数“互联网 +”创业项目的兰宁羽
则提醒说，现在国内创业环境早已过了只谈概
念的阶段：“之前大家一直都在说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模式、O2O 等，但实际上我认为如果只
是简单地嫁接互联网，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更
新，比如从普通的发动机变成了喷气式发动
机，你的引擎换了确实会加速，但如果你最基
本的服务，你生产的产品的质量依然一般般，
那说明你的本质还是没有变。”

“所以我希望创业者更关注产品、服务这些
更核心的东西。”兰宁羽强调。而从国家政策层面
上，他则提出希望能够鼓励细分领域创业。他告
诉记者，数据显示国内几十万优秀的互联网创业
者在从事 2000~3000 个细分行业，一个领域甚
至几百上千个创业者在拼抢竞争，“这在我看来
有些浪费资源”。

如果能够鼓励细分领域创业的话，“创业
者会更倾向于做小而美的事情，把一些小的、

细分领域的需求都能够挖掘出来，并将基本服
务和产品做到极致，然后再加上互联网，那时
才真的叫如虎添翼”。在兰宁羽看来，“理想的
创业格局分布应该是几百万个优秀的互联网
行业创业者做几十万个细分行业，每个细分领
域都有创业者在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

江宇举例说道，曾经有互联网“大佬”宣布
在多少年后完全取代医院，“这是不可能的事
情，说出这种话就是互联网企业不成熟的表
现。”江宇指出，医院不仅是医疗服务的场所，
同时也是医学教育、科研、协作、医患情感交流
的场所，互联网不可能替代医院，就像互联网
不能替代家庭一样。

“最重要的是不能一哄而上，而是要正确
认识各个行业的规律，尊重各个行业的规律，
不能认为现在互联网行业‘家大业大’，就产生
去改造传统行业的想法。这种想法是危险的。”
他总结说遥

2015年 3 月 1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谈到
互联网与传统行业之间的关系时谈到，“我想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
顺势而为，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

除了李克强总理之外，诸多互联网“大佬”也对“互联网 +”持看好
态度。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腾讯 CEO 马化腾提出了四项议
案，其中第一个便是推动互联网 + 生态战略；3 月 19 日，在联想之星创
业 CEO 特训班第七期 TMT 春季班的开学典礼上，现任联想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局名誉主席柳传志表示，如果今天作为一个创业者，面对百
度、腾讯、阿里巴巴这样巨头云集的互联网行业，他会选择做“互联网
+”的领域，致力于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结合，因为“这里边还有很多
空间”；SOHO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甚至发出了“这是一个最好
的创业年代”的感慨……

确实有很多互联网精英和传统行业领跑者早已将目标瞄准了“互
联网 +”这个风口。只是，在这个风口上站稳似乎并非易事；传统行业与
互联网“联姻”，盲目跟风的话，很可能会两败俱伤。

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金矿为传统行业注入新活力

切忌一哄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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