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素一旦流动
就能实现增值

文汇报： 当我们讨论 “流量型

经济” 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讨论什

么？ 这里的 “流量” 概念， 和互联

网经济 、 注意力经济所说的 “流

量” 有何区别？

骆品亮： 在我看来， 流量型经

济就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 用流

量思维来运行经济系统， 根据互联

网时代要素资源的新特征来发展相

应的产业体系， 在要素资源的流动

中不断提高配置效率， 实现价值增

值，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这里所说的 “流量 ”， 有别于

互联网中的流量。 实际上， “流量

型经济” 说的是广义的流量。 从概

念上， 它更多是相对于 “存量” 而

言的， 其实就是指经济中增加、 变

动的增量部分 ， 表现为人才 、 资

金、 技术、 知识等各种要素的流动

和流入。 一旦要素流动起来， 就可

以在流动中实现增值。

在互联网时代， 流量型经济有

三大基本特点 。

首先， 它的结构

特 征 是 分 布 式

的， 以无形的高

级要素为主， 具

有轻资产特点 ，

具有全产业链和

全 球 性 分 布 特

征。 如果说传统

上， 我们更强调

要素的集中， 以

形成规模经济 ，

但是互联网赋予

了我们对分布于

各地和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进行高

效整合的能力， 因此， 流量型经济

中的增量资源、 或者说流量， 它的

结构也将是分布式的。

其次， 流量型经济的运行特征

是 “连接、 流动、 组合”。 “连接”

是指要素之间可以互联互通， 特别

是可以通过共享互动， 产生协同效

应。 “流动” 是指要素资源不但可

以突破空间壁垒进行流动， 还可以

在一?地区的产业间和产业内流

动， 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动态优化 。

“组合” 是指可以通过要素组合方

式的创新， 实现产业创新效应。

第三， 流量型经济的效果特征

是增值效应， 它能带动存量的优化

调整，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形

成现代经济体系。

文汇报 ： 流量型经济具有哪

些优势 ？ 上海为什么要发展流量

型经济？

卢向华： 流量代表着一?城市

的吸引力。 在流量型经济中， 枢纽

节点的作用非常重要， 它能提高资

源流动、 连接和配置的效率。 上海

向来都是资源流动的枢纽， 但是受

互联网发展及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

响， 上海有一部分的传统优势受到

很大挑战。 在此情况下， 发展流量

型经济 ， 需要上海不断引入新流

量、 发展新产业， 将自己变成一?

新的流量入口和枢纽。 只要能不断

吸引新流量涌入， 上海就能借助固

有优势， 创造出新的产业空间和盈

利模式。

骆品亮： 流量型经济有助于推

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特别是发挥

新流量优势， 促进产业自主创新发

展 。 只要能够不断吸引新流量注

入， 特别是强化以数字形态存在的

新流量供给， 就可以帮助上海突破

资源禀赋约束和空间限制 ， 吸引 、

激活产业链优势要素资源， 助推地

区经济转型发展。

构建赋能平台
助力数字化转型

文汇报： 上海该如何基于自身

特点， 发展流量型经济？

骆品亮： 在上海提出的 “五型

经济” 发展战略中 ， 创新型经济 、

开放型经济代表上海经济体系的基

本特征； 总部型经济、 服务型经济

代表经济体系的重点构成； 流量型

经济则是发展的主要途径和主要载

体。 我们既要吸引人才、 资金、 物

流、 技术、 知识、 信息等工业经济

时代的传统流量， 也要想方设法集

聚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等互

联网时代的新型流量。

在我看来， “流量” 是相对于

“存量” 而言的 ， “流量 ” 的价值

更多需要与存量相结合来体现。 在

存量方面， 上海 “五大中心” 建设

取得积极成效， 先进制造业和高端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处于领先地位 ，

存量资源丰富， 对高级要素资源的

吸附力较大 ， 对新兴流量的吸引 、

整合、 增值能力比较强。 同时， 上

海营商环境近年来不断优化， 对全

球优势流量资源极具吸引力。 在此

背景下， 上海应用好金融 、 贸易 、

航运等领域的传统流量领跑优势 ，

提升存量资源对新增流量的吸收能

力， 放大高端流量、 高能级资源对

传统资源的带动能力。 特别是可以

进一步打开互联

网经济的发展空

间， 在产业金融、

智慧物流 、 工业

软件 、 会展经济

等产业领域重点

突破。

卢向华 ： 去

年以来 ， 上海市

委市政府对于在

线新经济的发展

投入了很多关注，

对在线新经济所

存在的问题给予

了足够宽容， 对吸引新流量给予了

很有力度的支持。 这些做法， 都很

有前瞻性， 也符合流量型经济的基

本规则。 事实上， 在

新流量注入的过程

中， 我们不能只关注

它在当下产生的收

入， 更要借鉴互联网

经济的渗透效应， 认

识到新流量在进一步

打通产业链前端和后

端方面具有强大的能

力， 可以从消费侧入

手， 提升供给侧的效

率， 从而盘活上海在

制造、 服务和供应链

方面的优势资源， 形成更大的溢出

效应。

文汇报： 上海已经认识到， 发

展流量型经济， 关键在平台。 根据

这一判断， 在您看来， 目前上海有

哪些典型的流量型经济平台， 怎么

看待它们的功能和价值？

卢向华： 说到流量型经济的典

型案例，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上海迪

士尼项目。可以说，迪士尼乐园本身

能给上海带来的门票和旅游消费十

分有限，但从流量型经济的角度，迪

士尼乐园的价值绝不仅限于这些直

接收入，必须看到，因为迪士尼在上

海落地， 它能持续带动一?更庞大

的衍生品及二次元经济的兴起。

而在产业领域， 在上海落地的

典型流量型经济项目， 就是特斯拉

超级工厂。 应该说， 上海引入特斯

拉背后的考量非常有前瞻性、 战略

性。 对上海来说， 如果能通过特斯

拉项目，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占据领

先身位， 将来就可以带动上下游配

套产业链， 包括汽车电子、 动力电

池、 控制系统、 高端装备、 汽车在

线服务等高端产业的发展， 使得这

条产业链在上海周边越来越集聚 ，

从而进一步放大上海在该领域的优

势地位。

骆品亮： 平台是流量型经济的

实现载体。 如果说消费互联网平台

过去主要瞄准解决用户的痛点， 未

来它们更需要成为一?赋能平台 ，

为实体经济和生产端提供服务， 帮

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提高运行

效率。 目前值得关注的一?方向是

共享经济平台， 包括共享出行 （网

约车、 共享单车 ）、 共享空间 （共

享办公）、 共享劳动力 （共享员工）

等 ； 这些平台发展之所以十分迅

猛， 就是因为他们的特点———以轻

资产模式匹配波动性需求、 以跨界

资源整合方式满足多样化需求。

打破流量流动壁垒
形成创新生态体系

文汇报： 流量型经济有哪些发

展趋势？ 未来会发生什么迭代？

骆品亮： 在我看来， 流量型经

济的发展有三?趋势。 第一， 如果

说过去， 企业和平台更多的是关注

如何获取流量 、 收割流量 ， 并实

现流量的直接变现 ， 那么未来 ，

企业将更多地优化流量价值链管

理， 通过流量的共享、 挖掘、 整合

与赋能， 更充分地放大流量的增值

效应。

第二， 正如互联网经济的 “下

半场” 在于产业互联网， 那么， 流

量型经济的重心也将同样地从消费

端向生产端迁移， 以更好地凸显科

技赋能的作用。

第三 ， 随着流量型经济的发

展 ， 它将更多地对高端产业及产

业内的高端环节发挥推动作用 ，

并以传统产业的平台化为契机 ，

助力产业模式创新 。 比如 ， 高铁

正在将其订餐服务从自营转向平

台 ， 以吸引更多第三方入驻 ； 医

疗机构下一步的发展 ， 会通过共

享病历数据 、 共享医生等 ， 打造

更开放的医疗服务平台 ； 在无人

驾驶领域 ， 流量型经济有助于倒

逼整车厂商 ， 向着打造生活服务

平台的方向转型。

文汇报： 上海在发展流量型经

济的过程中， 该如何更好地推动要

素高效流动与增值？

骆品亮：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

场主体的作用 ， 提升平台的聚焦 、

匹配与服务功能， 让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政府做好监

管工作； 另一方面， 流量型经济的

发展对制度比较敏感， 为此， 政府

应强化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 包括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好地吸引各

种新增流量， 激励创新从而引导在

线新经济构建具有竞争力的服务生

态体系， 打破流量流动的壁垒， 完

善市场准入、 知识产权、 数据治理

等机制。

卢向华 ： 除了该怎么做的问

题之外 ， 我还想作一点提醒 。 一

直以来 ， 作为流量的重地 ， 互联

网行业以自己压倒性的效率优势 ，

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冲击 。 但是 ，

除了要关注如何提升效率 、 赢得

市场竞争 ， 我们还要更多地关注

如何把握平衡 、 如何赢得人心 。

流量型经济不仅要体现科技的智

慧 ， 还要和传统的产业和社会人

文环境相融。

文汇报 ： 我国正在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 流量型经济在助推上

海打造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 国内

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方面有哪些

意义？

骆品亮 ： 这?问题可以从三

?层面进行观察 。 首先 ， 上海应

该成为全球要素资源的 “流量节

点 ”， 通过对资源和流量的链接和

整合， 体现其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

中的中心地位。 第二， 上海应利用

自贸试验区的先发优势， 大力发展

跨境贸易与服务， 进一步融入全球

经济体系。 第三， 上海应利用全球

产业链变革的契机， 重新进行产业

布局， 通过创新驱动与品牌效应 ，

提升产业价值链 ， 突破 “卡脖子 ”

技术 ， 更好实现产业的自主创新

发展。

卢向华： 流量型经济需要一?

强大的枢纽

节点 ， 以提

高资源的流

动和配置效

率 。 对上海

而言 ， 发展

流量型经济

可以更好地

辐射带动周

边地区乃至

全 国 的 发

展 ， 并利用

上海的全球

影响力 ， 助推更多流量 、 更多模

式和市场主体 “走出去 ”， 实现全

球化运营， 以此助力国家构建新发

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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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品亮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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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直采、 前置仓配货和最快

29 分钟配送到家”， 正是凭借如此创

新的服务模式 ， 上海本土互联网企

业———叮咚买菜异军突起， 已经成为

“流量型经济”的一大代表性平台。

不妨用数据来观察这家成立不到

四年的生鲜电商：在产业链的前端，连

接的生鲜直供基地达到 350 ?， 产地

直供供应商超 600 家， 生鲜商品数量

超 5400 ?，生鲜农产品基地直采占比

85%；而在产业链的另一端，平台则覆

盖了北上广深等国内 28 ?城市的

3000 万用户，日订单量超过 80 万单，

每月营业收入超 15 ?元，次月复购率

达 70%。

在公司创始人梁昌霖看来， 发展

的“加速度”来自技术，“我们用智慧供

应链系统、智能调度系统、数字化配送

系统等， 分别对传统买菜过程中的农

产品资源、仓储物流、人力资源等环节

进行智能化配置， 高效配置带来了效

率的提升、新价值的产生。 ”

目前， 叮咚买菜直采生鲜涵盖水

果、蔬菜、水产、肉禽蛋等多品类，数字

化运营助力实现农产品标准化、 商品

化和品牌化。通过减少中间环节，最大

程度地降低不确定性， 为消费者提供

质优价廉的生鲜产品。

具体来看，从产地、运输、分选仓

到前置仓， 依托于叮咚买菜开发的供

应链系统，所有农产品从产地到末端，

只要用手机扫描产品包装的二维码，

即可追溯货源， 看到清晰的货运和上

架时间。 产地端的供应链效率也同步

提升，生鲜可以迅速地到达用户手里，

进行了价值的重新分配， 带动了农业

的良性循环。

此外， 针对生鲜产品在销售环节

损耗大的痛点， 叮咚买菜根据用户需

求积累下大数据， 帮助其逐步实现大

数据预测， 有针对性地根据仓储情况

对用户做有效推荐， 不仅能有效降低

损耗， 也能保证到达用户手中的生鲜

产品在最佳食用期中。

在配送能力上， 叮咚买菜同样做

到了全流程的数字化， 例如系统后台

可以实现配送线路的自动调度以及骑

行路径规划。

以蜜宝火龙果为例，2020 年全年

叮咚买菜直采 1906 吨，实现了智能调

拨，降本增效；黄心土豆全年直采 739

吨，借助算法预测，以平价保证供应；

基围虾全年直采 7300 吨， 全程温控，

鲜活到家； 土鸡蛋全年直采 9500 吨，

全部可以实现源头追溯。

此次疫情期间， 叮咚买菜快速升

级产地供应链疫情防控等级， 充分发

挥产地直采优势“保供应、稳菜价”，保

障市民的菜篮子。通过构筑立体、多维

的生鲜安全防护体系， 确保所有上线

生鲜产品至少经过 7 道安全检测，保

障产地数据可追溯。

梁昌霖表示， “我们将继续以科

技创新推动生鲜数字化基础设施升级

和生鲜供应链完善， 助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升级， 让美好的食材像自

来水一样， 触手可得，普惠万众。 ”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圆桌论坛

管理学家圆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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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在流量型经济中，

枢纽节点的作用非常重要，它能提高资源流动、连接和
配置的效率……发展流量型经济， 需要上海不断引入
新流量、发展新产业，将自己变成一个新的流量入口和
枢纽。只要能不断吸引新流量涌入，上海就能借助固有
优势，创造出新的产业空间和盈利模式。

卢向华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教授

上海市委近期着眼于整体优化上海发展格局、加快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考虑，提出加快发展“五
型经济”，也就是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总部型
经济、流量型经济。其中关于“流量型经济”的判断和部署，让人
感觉眼前一亮。
十一届市委十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对“流
量型经济”也做了更多着墨。根据《建议》，上海要“大力发展要
素资源高频流动、高效配置、高效增值、线上线下融合联动的流量
型经济”。

加快发展 “流量型经

济 ”， 为上海的未来开启

了一个全新的想象空间 。

在 “流量型经济 ” 的语境

中 ， 何为 “流量 ” ？ 上海

该如何吸引流量 、 用好流

量， 进而借力 “流量 ” 完

善这座城市在新发展格局

中的功能定位， 助推打造

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 、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

接？ 围绕这个话题 ， 本期

圆桌论坛邀请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

骆品亮、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系教授卢向华等专家

学者展开对话讨论。

借力“流量”
在新发展格局中锚定城市航向

实践案例

管理学家圆桌谈

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