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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汽车与互联网主题论坛

 3月30日下午消息，2014年中国IT领袖峰会30日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图为宋立新、孙东升、王阳、杨洪和Yuval
Binur出席智能汽车与互联网主题论坛。

 以下为智能汽车与互联网主题论坛实录：

 宋立新：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我是英才杂志社社长宋立新，很高兴各位能来到2014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特
别感谢你们把你们宝贵时间给了我们这场论坛，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精彩的论坛很多。我们这场论坛有一个很纠结的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互联网是小微多，但是汽车又是高大上，这两者怎么调和？无论是企业形态、文化以及产品的渠道
，在以往在中国都是冰火两重天的，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总裁孙东升，IBM国际商业机器、IB
M中国开发总经理王阳，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杨洪，深圳赛格导航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同，安速顾
问咨询公司总裁Yuval Binur。

 第一个问题，我想扮演一下小白，在互联网世界里，小白就是什么都不懂的人。互联网的特征就是打破信息不对称
，帮助小白迅速成为某一个行业的专家，比如搜索，我只要一搜索王阳，包括王阳在哪上中学、王阳的初恋，可能我
们都能找到。但是互联网的思维这是今年争执最多的一个话题，比如说像传统产业的代表王健林认为没有互联网思维
，雷军在很多地方讲过他认为小米的硬件能够迅速成为粉丝经济中的具体点，互联网思维对他的帮助很多。到底也没
有护栏王思维。每个人一分钟时间谈一下你们对互联网思维了解和你们的理解。

 王阳：互联网思维我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从对互联网认识上看，如果你有这么样一个认识，你做任何的设计和你
的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商业模式上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世界只有一个，天下只有一张网，按照这个来设计，所有东西都
是不一样的互联网思维。第二，就是因为这张网把所有的人、把所有的事、把所有的物都联在上面，所以你可以非常
迅即地拿到你该拿到的信息，这是大数据的概念。在这上面你进行加工优化，就会战无不胜。

 宋立新：我们听听孙东升的看法。

 孙东升：可能是有两种认识，但是也有人提出现在互联网很流行的词汇，在过去都能找到一一对应。我同意刚才王
总的观点，作为投资人来讲，互联网虽然是虚拟一张网，但是已经深入我们生活当中。用互联网思维来经营我们过去
的传统产业这是必须采取的措施。

 宋立新：你能不能说一下你的核心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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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东升：传统产业必须接受互联网思维。

 杨洪：我是做汽车电子、硬件和软件一起，互联网思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把互联网当做一个工具、方法，
这几年发现互联网思维对整个传统产业应该互相融合，才能把传统产业真正转型升级，为客户创造价值。第二个对互
联网的理解，我认为他两点很重要：1、从客户角度思考问题，为客户创造价值。2、互联网做法一定是开放、合作，
靠资源整合合作共赢的理念来达到共赢。谢谢！

 宋立新：杨洪的关键词就是客户体验。如何收获这样一个点，其实在互联网有人形容这个思维就是免费。因为免费
，所以他所生的钱不是说在平台上的钱，而是把平台群体的注意力卖给客户，实际上收的比如说是广告、客户的体验
，传统推销的费用，所以很多人说互联网，刚才你说是一个工具、渠道，而你现在说因为这样免费分享的精神所带来
的良好的客户体验。有请张家同。

 张家同：克林顿在90年代说过一句话，GPS的应用只受限于人们的想象力。比尔盖茨在CES展的时候，有一次现场
也讲说他要让世界上每一粒沙子都变成互联网上一个节点。今天智能汽车和互联网汽车成为深圳IT峰会一个专题。有
现实验证了他们的预判是正确的。以位置服务作为支撑的基础，随着移动3G和4G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汽车从一个
信息孤岛转换为与环境、与后台、资源形成互动的状态，这是一种必然。所以我想移动互联网跟传统企业的关系，通
过像赛格导航99年开始从事卫星导航产品到在深圳组建了中国第一张原生态的车联网就是以用户的被动的安全为需求
，已经经过十几年发展，今天作为一个规模产业的前期，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但是与我们理论和投资界过度热衷于这
个词有点差异的是在汽车互联网到来的时候，今天我们所思考和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将绝大部分被这个浪潮卷走和消灭
。这就是我想讲的。

 宋立新：我请外国朋友分享之前，分享一下这些年这些关键词的演变，比如刚开始出现互联网的时候，华尔街专门
有人乞讨，也作为资本主义文明一个点缀保留了这样一个自由。在地铁里面经常看到有人要零钱，当时来的时候大家
教他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写一个乞讨.COM，收益就是旁边人的多少倍。互联网更多的成为一种噱头，成为一个
旗帜。但是真正抗旗的人，是不是这个旗帜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价值。请安速顾问咨询公司总裁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公
司。

 Yuval Binur：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今天我向深圳市长表示我要是明年还来的话，我一定保证我要学会100个中国词。
我作为一个风险投资家我是特别的关注创新和早期公司，因为我相信创新可以有很多价值。今天我听了这么多演讲，
我觉得中国的IT行业已经非常成熟。从互联网思维来看，我觉得两个大的行业，一个是今天我们谈到的汽车行业，这
是我非常关注的。第二个我认为是医疗行业。这两个行业我认为非常有趣的，他们的共通点是他们都是造福于人类的
，跟生死有关的，还有都需要很大的数据。所以我非常相信我们中国企业可以在这两个行业也是变成全球的领先，而
不是其他的跟全球的企业去竞争。我相信我们是需要有创新的精神来捕捉这个机会，这个市场的潜力就像中国这个国
家一样这么大。

 宋立新：谢谢。特别希望你能用你的语言念一下你的名字，因为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发音什么是准确的。

 Yuval Binur：我的名字yuval，西方是小溪的意思。姓是毕，所以起了中文名叫毕乐溪。

 宋立新：今天我们谈到互联网汽车，我们都绕不开特斯拉。中国土豪的特征就是我订了一辆特斯拉，明年几月份到
，我以到的先后顺序看他们土豪级别的大小。从王阳这里开始来谈一谈，你认为特斯拉互联网思维最大的体现是什么
？

 王阳：特斯拉车我坐过，非常震撼。

 宋立新：你已经作为小土豪了。同意的人鼓个掌。

 王阳：在加州、硅谷也是非常热门的。你坐上去感觉就是在计算机下面装了四个轱辘，他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汽车的
印象。什么东西都是一台计算机，只不过手机作为通讯拿来拿去，如果下面装四个轱辘，能坐上去，他就是特斯拉。
不管比亚迪也好，很多企业也好，做汽车行业，都会以智能化的车子，而且是物联网。车联网其实是物联网一种，他
是一个可以移动的计算平台，所有东西都往这方面靠。我们人也慢慢被数字化了，车子被数字化，家庭被数字化，所
有东西都被数字化，汽车也不例外。这个车子对你有什么作用？刚才讲到地图、卫星导航等等，这些做到后，你不需
要开。你可能站在街上看那些车子都是没有人开的。

 如果到那一天的时候，你觉得汽车行业会变得什么样。当你去上班，到了公司后，车子自己会开回家，你太太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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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家里等着开另外一辆车。所以汽车，人们不会拥有，而是汽车制造商变成一个运营商，他把大家车子开上去，让
大家使用。这是一个商业模式上的颠覆。我们还讲到其他行业的碰撞，比如石油行业。比如物流，所有路上跑的东西
只是一个载体，到处都可以走。还有本地服务，你坐在车上，所有外面的变化，车上电脑都会告诉你。再比如说电网
，如果车子全部停在外面停车场上，你看停了多少台电脑，是不是他当时就可以联网成为一个比较大的云计算的东西
。当这些平台不断移动过程中，我们想象到可以做的哪一些服务，这是一个移动的计算。所以后面的所想象的空间相
当之大。

 我特别羡慕这些鼓掌的人，在我听完王阳的话，觉得就像一辆奥迪加了高德地图。高德地图现在也能实现告诉你周
围的情况。特斯拉进入中国后，你觉得会带动中国现有哪些创业公司发展？

 孙东升：特斯拉我也没有见过。但是中国人评价说内装差了点，塑料感太强。应该让日本人做一个内装修，可能会
更好。实际上电动车我认为现在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电池的成本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安全性的问题。特斯拉之
所以这么成功，恰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电池采用了比较成熟的1860，笔记本电脑用的电池。而且量比较大，相对技
术成熟、性能稳定。而且一个车选择7000、8000个电池，有很先进的电池管理系统，某一个电池出问题会断电，解决
了电池非一致性问题，安全问题随之而解决。8000颗电池，有一颗爆炸，就像放一个鞭炮一样。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特斯拉就是非常成功的一点。

 对国内来说，电动车还需要一个过程。相对来讲，我们电池制造水平偏差，尤其是一致性的问题。国内电池行业面
临一个过剩，包括电池材料、包括电池制造，更关键包括一些电池添加剂，包括正级材料、负级材料，添加剂技术恰
恰是我们不掌握的，专利基本上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真正提高现有电池可靠性、一致性、性能，可能还需要我们原创
技术。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来提高，使现有产品提高性能与专有技术，还是有投资机会的。谢谢！

 宋立新：孙东升特别诚恳，大家都说中国电池制造厂商因为有的太能吹了，他们这种精神阻碍了我们国家新能源汽
车发展。杨洪，特斯拉这种软件和硬件的交互，人车的交互，也是给我们很多传统制造企业带来了很多的冲击，包括
有人前一阵跟我谈一个项目，拖拉机变得更智能化，他们认为拖拉机智能化这个实验的天地是广阔的，不会撞死人。
他忘了我们中国这么多农民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方。请你谈谈软件、硬件的交互对你们的启发是什么。

 杨洪：特斯拉我去了两次，前年去了一次没有参观工厂，到他们4S店看了一下，当时股票是很低迷的。当时资本市
场很追捧他。去年的时候，他股票已经翻了很多了。去年他的车已经开始卖了。刚才王总和孙总讲的两个观点我都赞
成，第一，特斯拉从汽车的时尚或者未来的科技的方向以及通讯电子、计算技术和汽车文化的融合这应该是一个方向
。它的不足，他现在成本确实比较高。在中国70、80万买一辆车，而且它的舒适性、内饰的精细跟奔驰宝马奥迪还不
能比。如果我去买他，我是为了研究他的电子和汽车融合过程中我能做什么。如果我从享受角度，我不会买。因为从
内饰、豪华、安全、可靠等等，跟传统汽车差距很大，精细程度差距很大。

 这里带来一个问题，特斯拉的造车和传统汽车两个文化的融合至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汽车的安全性、可靠性
，他是在高温、低温、震动所有的恶劣环境下都要保证安全、可靠，尤其在电子方面，它的电池兼容。电极比较多的
时候要防止它互相干扰，一干扰的话，软件出错，设计的方向就有问题了。这些安全的要素，纬度应该是两维、四维
，保证安全是可靠的。第二，大批量。造一辆车跟100万辆它的质量是一致性，50PPM是我们汽车行业质量标准。这
就要求所有的协同，汽车有1万多种零部件，有几百家、上千家供应商，同一时间交付，能使得他造出来的车都是质
量非常好的。显然特斯拉现在跟汽车文化是完全在这方面有很大差距的。

 特斯拉造车是用订单，个性化的要求，去年2万多辆，今年最多5万辆，这种数量跟全球现在每年8500万辆的造车它
的比例，应该是千分之几，他要颠覆传统汽车产业应该要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对汽车产业有很大推动作用，把电子
通讯和汽车产业有机融合，让汽车更加智能化，就像一个智能手机一样，让人在这个领域里面真正贴近客户，为客户
真正享受到便捷、安全、可靠，而且是节能、智能化很高的，特斯拉是一个方向。传统汽车、汽车电子占成本平均到
30%左右，未来电动车可能60、70%，但是特斯拉的产生使这种融合更加快，会使电子、通讯在汽车产业里的比重越
来越大。

 当然还有汽车的后服务，买了一个汽车他是工具，但是将来怎么应用，在汽车后市场这些领域都会是很大产业，我
认为特斯拉与传统产业就有点像马云的支付宝和传统四大银行，他们不应该颠覆或者是竞争，而是一个互补。由于特
斯拉的产生，使汽车产业发展的更加健康，更加有利于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造车的角度来考虑，从享受
角度来考虑。两个产业应该融合，互相学习对方长处，最终让消费者生意。航盛电子就是在这个领域想把汽车电子、
汽车文化有机融合起来。

 王阳：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阿里跟四大银行就是一种碰撞。特斯拉跟全球汽车行业也会有很大碰撞。现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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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还比较高的情况下，试想一下他如果把特斯拉低端化后，送你一辆车子，他不在车子上赚钱，他是在平台上赚钱，
他给你是一个互联网入口端，抓住你这个入口端，在路上跑那么多车，如果他抓住就是这个入口，然后给你提供服务
，这是一个互联网概念。他在别的上面赚钱。现在做汽车已经不赚钱了。他以成本价卖给你，但是你用了他的服务，
有很多增值价值在上面。

 宋立新：我刚才听了王阳说的，特斯拉我没有见过，没有开过，我比较土一点。我就是感觉把高德地图平常放在我
们手机上，我们带在手上看，现在把高德地图放在上面，屏幕更大一些、真震撼一些、音箱更好一些。张家同，你在
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张家同：特斯拉有两个给我非常深刻印象的东西，第一，刚才孙总谈了它的电池。从消费角度来讲，特斯拉更是一
个时尚标签，昂贵的代价拿出到一个屌丝的偶像。开启了一个真正的电池汽车时代。再过五十年，做电池这个行业也
会更有生命力。刚才这位王先生说在电脑下面加了一个轱辘，我再加一下，一个带通讯装置的电脑加了轱辘。我对特
斯拉最深刻的印象是汽车智能化这个词用的过于狭隘，汽车的网络化是必然的趋势。

 今天我们的小白说特斯拉就是一个高德地图加上一辆汽车，就像我们赛格导航搞一个车联网一样，是非常朴素的。
以后有大量的实体的，实时动态的数，形成人、车、环境与背景资源的交互，特斯拉代表的就是这个趋势。王阳刚才
说特斯拉会抢占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信息的入口问题，这个实际上是受到现有汽车制造行业利益格局的制约，不太
容易。为什么？再漂亮一颗钮扣，是镶嵌在别人衣服上，类似于上海通用、一汽大众，这个平台是我的，你再牛，也
绕不开我的平台，我就是对平台入口有发言权乃至有控制权。我对特斯拉大概特别深的印象是这两点。谢谢！

 宋立新：今天我在整个大会场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入口，每一个人都在说为什么嘀嘀、快的他们竞争这么厉害，因为
他们在抢占每一天用两次的APP入口。包括同洲电子做电视也是在争夺入口。我们注意力因为这些入口的出现变得更
值钱了。

 张家同：我今天也听到用互联网思维思考一切产业，但是移动互联网跟传统互联网也是有巨大差异，移动互联网使
用碎片时间，不像传统互联网有连续的时间。在同一个旗帜下，可供开发的商业价值是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从事移动
互联网，特别是汽车和汽车用互联网的人思考问题一定要甩开跟传统互联网思考价值链的组成方式。对不起。

 宋立新：我知道你这句话是对王阳说的。我们很难忘怀IBM给我们带来PC美好的岁月。这个时候问一下Yuval
Binur您的感受？

 Yuval Binur：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在汽车行业把标准设的特别高。王总在特斯拉有投资，这是很好的投资，但是我们
也要看将来会怎么样。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讲的特斯拉，我认为真正的是他的销售思路。我们不要听到特
斯拉就觉得有一点头脑发热。我认为我们真正要看到的市场不是现在特斯拉要的市场，特斯拉最早的设计和销售的思
维都是给硅谷这些富人用的玩具，这不应该是我们的事情。而且我不想特别讲电池，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讲特斯拉和
互联网这个关系。除了电池以外，这个车还有很多趋向是领先的，比如安全辅助驾驶，电子的显示仪，互联网在它上
面的应用，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他这些功能能使我们车偏移了，车会给你警报。或者我们孩子以后学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定车速是多少。我认为我
们中国人的思维不应该看到特斯拉现在很小的一个市场，而是要看到大众、主流的市场，这是我们中国企业真正能够
领先的一个市场机会。当然刚才宋女士谈到这个APP，我也稍微谈一下。我同意我们车里面用的APP一定是跟手机的
APP是要有很不同的功能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挑战实际上是要怎么样创造一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是大众可
以价格上能够接受的一个平台，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旦我们有了平台后，外面的人会把很多APP做进来。这次我真
的是在1分钟内讲完。

 宋立新：谢谢。我们很羡慕以色列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杨洪，我不知道你的论据更充足了吗？我是同意王阳的说法
所有互联网思维是把我们所有产品互联网化特征，就是变成免费平台，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出我们的需求，让机器更
快速满足我们的需求，会思考的机器。

 杨洪：我和王阳不矛盾，只是时间和空间上。我认为十年内他达不到这个要求。送一个手机3000、5000元，移动数
据有价值，他可以送。如果送一个特斯拉汽车，70、80万，为了一个车的数据，有价值吗？我认为不现实。未来20、
30年可能王阳这个想法是完全可以实现。但是我不排斥刚才说的特斯拉造车的智能化和他对车的电子通讯这些比重的
增加，而且使成本进一步降低，在那个时候应该说全球汽车年产量一亿辆的，造车成本也会越来越低，资源整合能力
越来越强，大家服务的方式已经慢慢改变了，所以我觉得王阳对大数据的价值放大了很大，对我们硬件制造这些内容
也看到价值，但是这两年必须要相互借鉴、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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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我讲的是成本价。当另外一个公司在这上面不牟利，他把汽车就做到了底线，然后把它卖出去。他做的是入
口，做的是大数据。当你坐上这个车子，他会知道你要去吃饭，他帮你开到那个餐馆，或者你想买东西，跟汽车一对
话就会把你带到哪，其实不是高德地图在上面，你已经不看地图了。坐上去就人机对话了。其他朋友也坐在车上，跟
你视频对话。所以你生活空间的改变，在办公室、在家里、在路上全程的都在联网。

 宋立新：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代表了我的观点。去年7月、8月份，马云刚刚推出余额宝，当时他们很热衷于
辅导我们在手机上装支付宝、余额宝，那个时候他刚刚推出一个月，一个月已经400亿了，我就觉得很惊讶。马上动
员我周围的人一定要装上余额宝感受一下。然后大概在10月下旬，11月11日前后，当时说余额宝当时已经2000亿，超
中国最大的基金。当时最大基金是华夏，等我说吴鹰在我年会论坛平台上说天弘基金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货币基金，大
家还是在争执一番，可能2000亿是一个顶。今天我们知道是8000亿，春节过后马上就是8000亿。这个速度就像黑客帝
国所代表的互联网精神一样，病毒传播速度相当快。我想最后一个话题，我们还有20分钟时间，我就想跟各位探讨一
下什么会阻碍这种革命性的创新在中国的推广和发展。我希望大家谈一下。我们首先请外国朋友分享一下革命性创新
在中国发展的障碍。

 Yuval Binur：刚才主持人说阿里巴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觉得这个事情很吃惊。因为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就已
经预测到了。因为市场有没有得到服务的需求。所以我们在汽车行业思考的时候也要这样考虑，这个行业的需求真正
是什么？然后我们有一个系统的方案来迎接这个需求。互联网的一些爆炸性数据在汽车行业也许不会一样的，我们现
在还不知道。汽车行业我用三个字把它综合一下：

 1、安全。中国每年有20万人因为车祸而身亡。2、开车人的亲身体验是怎样的。现在在中国开车应该觉得挺辛苦的
。3、数据的应用。一旦车和互联网联上以后，我们有非常多的数据可以挖掘出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三个需求用一
个价格很能接受的一个系统产品，那我们中国这样的企业就会变成世界领先企业。我们需要把新的行业平台搭出来，
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中国已经有这个环境。电子行业在座的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平台，而且我们有一个非常活
跃的资本市场可以来支持它的发展。也许有一个稍微需要改进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创新这一块，我很希望以后我们年
轻人走出中国，在世界上真正学到创新精神，这几个因素一结合起来我相信我们中国企业可以变成世界级领先企业。
我现在想强调我们是领先企业，而不是跟其他企业去竞争。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中国企业。

 宋立新：谢谢。听完Yuval Binur的话后我觉得第一个妨碍特斯拉在中国推广的点就是路况。我们有若干个标准，每
个路况本身承载量和相对之复杂是世界少有的。我们从张家同开始，每个人两到三分钟说一下这种革命性创新的障碍
。

 张家同：刚才这位先生说到我们的生态环境，他认为不错，而且讲到我们资本环境不错。我们人文生态环境还有改
善的地方。刚才王阳说的将来的开车情景，现在看还不行，比如开着车，小毛驴车突然出来，还有在马路上晒粮食的
。所以我们要抢入口。我们对智能汽车所使用环境建设还需要一个时间。我们民族文明程度还有继续进步的空间。这
是我认为的第一个障碍。一个企业创新能力总是跟他的个头成反比，我认为在智能汽车时代，它的领先者应该是大的
，比如6个比较大的品牌汽车制造商。现在讨论智能汽车或者汽车互联网的企业都是在做后装的市场，未来的领导者
不是他们，他们只是做一个方案的供应商，一个终端产品供应商，不是智能汽车或者移动互联汽车时代的领导者，我
认为大的平台有点后知后觉。我们国家增值税政策跟我们国家支持创新政策有一些矛盾。同样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纳税
规模一定是传统企业2倍以上，如果在增值税环节能把它降下来，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给他留下更多盈利空间，同时
也吸引资本市场投入更多创新企业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就脱离产业本身讲一个我认为的障碍。谢谢！

 杨洪：我同意家同的看法，当年汽车产业在发达国家所占经济总量应该说是相当大的。德国是占GDP的40%，中国
是占GDP的17%，整个全价值链加起来。它的传统模式，投资回报如果没有收回来，几年后就被颠覆的话，这对社会
是不负责任的。你说是道德问题还是传统观念问题，都不去评价，但是我想这是事实摆在这里。家同讲的如果像奔驰
宝马，大众、日产这些世界顶级企业都来参与玩这个游戏，主动朝这个方向发展，那应该速度很快。比如电动车谁都
知道他是很好的，没有污染，但是有很成熟的方面，汽车厂会有节奏的推出。以前一辆汽车10年更新一代，现在是5
年，将来再快也不会快到3年，为什么？就是为了安全性。你的软件、硬件必须经过所有道路试验、严寒试验等等，
这是对消费者负责。整个产业格局利益形成后，去打破它，你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破坏社会秩序体系。
这个有文化冲突的问题。直接的问题，就是特斯拉的车在现有产业里面他确实就是一个道路、充电站以及规划，我们
一个城市要改变一个规划，你没有十年不可能扭转过来，你要重新从规划开始再建楼，停车场、道路以及道路的设施
等等，方向肯定是这样，但是周期大家要耐心。王阳说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但是时间需要大家去努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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