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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业有专攻，分工有不同，产业的问
题只能由产业解决。重庆小面人人长期
垂涎欲滴，靠的是特色食材、经典调料和
特别工艺。这是互联网不能解决的。因
此，产业是本。

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企业。
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实际是一个“七新”
辩证过程：即面对新市场、新用户必须推
出新产品，而新产品必须建立在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四新”基础上，才
具有时代的生命力。互联网就是当前一
种重要的新技术。

这体现的正是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市场需求
不是无限的，要靠换代消费才能有效拉
动；而美国管理学大师赫伯特·西蒙认为，
人类的市场消费是有限理性的，越新鲜、
越时髦、越个性、越昂贵，越被看好，尤其
是被资本界看好。

可见，新产品的时代生命力就是
要及时注入时代的“七新”灵魂，对于
今天而言，这个灵魂就是互联网。因
此，互联网是这个时代产业新生的重
要灵魂。

由以上三个辩证可知：产业需要“+”，
互联网需要被“+”。产业需要互联网，而

互联网离开产业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
了。因此，产业是本，互联网是魂。君子
务本，本立而道生。道在哪里？《大学》曰：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
矣。”产业的生命力在于不断为市场而创
新，就是不停给自己注入竞争性灵魂，从
而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生命被上帝注入牛的灵魂会拉车，注
入猪的灵魂任人宰割，注入虎的灵魂则为
百兽之王。当前，每一位企业家都有上帝
之责，要为自己的产业注入互联网之魂，
塑造自己的虎气生生，从而纵横于世界经
济的市场丛林。

本与魂的辩证

“互联网+”之辩证

景柱 全国人大代表、海马集团董事长

人类文明的变迁升级一直在用加
法。人是高级动物，“人+火”后，人类不再
茹毛饮血；“人+石器”后，萌芽了农业文
明；“人+青铜器”后，开始了冷兵器时代；

“人+四大文明”后，出现了产业分类；
“人+文化宗教”后，诞生了高级社会……
随着时代发展，又出现了“人+石油”“人+
蒸汽机”“人+电”等，由此产生了工业文
明。回望人类文明史，就是一路“人+物”

的过程。所以，今天“人+互联网”了，我们
不要被吓着。

人类在一路用“+”的过程，逐渐从
初级社会过渡到高级社会，建立了国家
机器，形成了权力、财富、文化三个垂直
分层的社会管理体系。在各种文化大
冲突、大碰撞、大融合之后，已经形成了
共“+”意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
爱等成为了人类高级社会共“+”的文明

要素。
“人+物”后，人的智慧发达了、生活质

量提高了，社会更文明了、效率更高了、竞
争更激烈了。物被人“+”后，物升级了、换
代了、好用了、便宜了、便民了、分化了、琳
琅满目了。由此可见，“人+物”的过程中，
人和物一直在互相放大、互相补充、互相
支持、互相牵制、互相前行，但人一直是主
体，物一直是客体。

人与物的辩证

鲁迅说过，天下本无路，走的人多了，
便有了路。可见路是人用脚踩出来的，人
脚当车方有路。有路之后，才有了独轮
车，而后有了双轮马车、四轮战车。瓦特
发明了蒸汽机后，路被扩宽了、硬化了、铺
轨了。高速机动车发明后，又出现了高速

公路、高铁专线等。
所以，车用路在先，路被扩在后。这

是典型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学属性。
车出现之后，如果人不为车扩路，就是食
古不化，就是抱残守缺，就会被淘汰。这
也是清朝闭关锁国200年，丢掉中华3000

年老大龙椅的根本原因。路宽了之后，车
变得更多了、更快了、更安全了。在车和
路互相放大、补充、支持、牵制、前行的过
程中，车一直是主体，路一直充当“互联
网”。有什么样的车就为它修什么样的
路，车才能跑得更多、更快、更远、更安全。

车与路的辩证

今年，“互联网+”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之后便火了起来。作为
国人，目前不言“互联网+”者好
像已经OUT了。诚然，互联网
已是时代的新宠儿，肯定要“+”
的，但关键是如何“+”，“+”在
前还是“+”在后。弄清这个问
题，首先要明白三个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