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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业务创新和组织创新的道场

什么是企业的竞争？企业竞争的背后，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竞争。数字化转型的意义不

只在于“存量”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提高，更在于重构基于“增量”的创新体系。简而言

之，数字化带来的工具革命和决策革命，一方面让创新试错的成本和门槛降到最低，另一方

面让创新的价值达到最大。创新的方向，不仅包括产品、市场、生产方式的创新，还包括组

织和文化的创新。

在新商业学堂，清华、阿里与企业家们聚在一起，就是一起去探究创新的本质，找到

“望远镜”“显微镜”和“CT机”。“望远镜”，帮助我们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待这一轮的

产业变革；“显微镜”，让我们看清技术的细节；而“CT机”，则穿透现象看清这轮数字化转

型的本质。

新商业学堂聚焦的“新商业”，指的就是创新。两年来，学堂结合了清华深厚的理论和

学术基础，与阿里20年来数字化的丰富实践，携手学员企业家们一起，将各种创新放在放

大镜下，认真总结、研讨，并鼓励起而行之、学以致用。两年里，我们看到班级里富有成效的

创新层出不穷。可以说，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学堂都已成为业务创新和组织创新的道

场。

共创产生共识，共识推动行动

作为新商业学堂的全程共创者，很荣幸地见证了数字化从可选到必选的过程。

在国家层面，数字化已成为高度共识，未来将成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

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规划中，有六次提到了数字化。数字经济、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已成为“十四五”时期的主旋律。

在企业层面，数字化不再仅限于技术层面的挑战，更会带来颠覆性创新，是企业生存和

发展的必选项。因为疫情，我们与学堂的企业家们共同亲历，用数字化的方式实现复工复

产，甚至取得超出预期的发展。可以讲，数字商业的时代已全面到来。

从学堂的角度，我们希望阿里、清华和学员企业家一起，共同探索和总结新知识、新理

念，共同推动新商业的创新。我们相信，这本蓝皮书是探索共知的良好开始。

李纪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副院长

安筱鹏
阿里研究院副院长

高红冰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阿里研究院院长

探索新商业文明时代的“福特+泰勒”模式

历时21个月，我们的新商业学堂一期班就要毕业了。回望过去，有很多不舍。2019年

3月，阿里巴巴集团与清华经管学院达成合作，以培养未来商业领袖为目标发起“新商业学

堂”项目。在临近毕业的回访中，我们看到企业家学员评价学堂时，大量使用了“远超预

期”“最好”“独一无二”等美誉之词。能够得到见多识广的企业家们如此肯定，我们深感荣

幸和责任重大。

记得，新商业学堂第一期开学典礼的主题—“走进空气稀薄地带”，其寓意是在新商

业创新领域，企业家们都在空气稀薄的无人区艰难探索。可以讲，学堂将孤独的企业家们聚

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携手前行的共创平台。在这里，我们坚持“三方共创”，聚焦于“如何

做”，鼓励跨界学习，有效解决理念不足、经验空白、实践不够的问题。

展望未来，中国将全面迎来新商业文明时代，期待学堂能够开创新时代的“福特+泰

勒”模式，更期待学堂和企业家们为新商业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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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初心，方得始终

从2019年7月的开学到2021年3月的毕业，新商业学堂第一期总历时600多天。期间的

心得感受，就像是一个形状古怪的多面体，远非几个词几句话所能形容。

600多天前，我们就像被空投至无人之地开疆拓土的新兵一样，圈定了一个大致正确的

方向就匆匆上路了。没有彩排，也没有地图。我们的望远镜里，看到了远处的数字化，但觉

得方向太远、太大，于是选定了中远距离、更加贴近实战的新商业。

新就意味着日新月异，没有标准答案。但没有标准答案并非不可回答，只是答案的碎片

散落在已有的智慧中，散落在那些“正在发生的未来”中，需要更加用心地一起做好一张

拼图。于是我们开始努力制作这张拼图。来自各行各业的同学、理论功底深厚的教授、战斗

在一线的管理者都是拼图的元素。用万变不离其宗的理论主线，链接千变万化的实战经验，

共同组成了一张不断迭代的拼图。

拼图意味着细碎，细碎意味着不完美的裂缝。不管预想得多么用心良苦，有的碎片还是

无法融合，终将掉落在地。好在大家怀揣一颗利他之心。从利他入手，每个工作结束后立刻

就地复盘，用一次次入木三分的反思和一点点细微的改进，拼了一张很不完美但像模像样

的拼图。当然最了不起的是所有同学的宽容和理解。

感谢榜样的力量。在回访中，有一些被反复提及的名字，他们是激励着大家团结一心、

不断进步的榜样，包括虚怀若谷的班长、解剖自己的企业供大家学习讨论的同学们、深沉厚

重雄心进取的“二代们”、跑前跑后用心出力的舵主们、让班级充满温情的女同学们……

还有清华和阿里所有的老师们，你们的倾囊相授，同学们不仅听到了，更重要的是正在逐一

做到。

感谢同学的力量。你们才是这个平台的主角。作为企业家们，你们贡献出宝贵的时间，

像春雨一样无私付出，像海绵一样吸收学习；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互直言，像家人一样相互扶

持。正是因为你们600多天的共创，才有了共知和共识，也才有了这本蓝皮书。

新商业蓝皮书2021，是新商业学堂一期所有老师和同学们共创的结晶，主要总结了共

识的趋势和理念部分。更多细节，欢迎报名新商业学堂。

张青春
阿里研究院

数字商业研究中心主任  
商领培训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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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新商业逐步成熟

2020年，疫情带来数字化分水岭

未来10年，商业和社会将全面数字化

两个加速

一个缩影

三个现象

数字基建

“万亿”淘宝村

双11

数字社会

“万亿”直播现象

“万亿”新商业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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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11：
中国新商业发展的
一大缩影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疫情之下，全球经济发展陷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走向何处，可

持续增长能否实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20年11月，疫情之后迎来的首个“双11”，用鲜活的商业

数字，彰显着跃动的经济活力，映射出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消费回暖的真实写照。

数字的背后，改变的步伐早已在悄然中行进。全面加速进入的数字社会，早已打破线上线下分界的商业

环境；正在快速实现的全链路数字化，一路走来的脚印清晰可见。站在今天，回看双11的发展历程，端倪早

已在其中，双11已成为中国新商业最好的观察窗口。

从部分参与到全员参与

源于淘宝商城（天猫前身）“偶然”的一次促

销，诞生于2009年的双11，最初只有27个品牌参

与，销售额也只有5000余万元。历经12年的发展，

2020年的双11，已有超过25万个品牌、500万商家、

1600万款商品，可以说，双11已成为商家和消费者

全员参与的节日。

2020年双11，中国全网电商市场交易额规模超

过8400亿元，同比增长29%。此外，除了天猫、京东

等大家熟知的主力电商平台外，抖音和快手也加入了

双11活动，参与大促的平台类型变得更加多元化。

从商业现象到社会现象

从2009年到2020年的12年间，双11从一家企业的孤立营销活动，演变成多商家、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

化大协同。这12年，也是中国商业面向数字化结构性演进的12年。这一时期，消费端全面实现数字化，又反过

来助推了供给端走向数字化，带来更加高效的供给和更优秀的用户体验。

2020年，有8亿消费者参与的双11，背后折射出丰富的社会价值和意义。11月11日，作为“光棍节”的社

会文化认知，从名称到含义皆已消弭，变成了数字时代的全民节日；在大众不断的参与中，双11也从单纯的购

物行为，逐渐培养起了全新的数字生活习惯，带来了全新的商业场景。

4982亿：消费和供给能力的集中体现

2020年的天猫双11，销售周期从以往的11月11日当天，变成了两个波段——11月1日至3日和11月11

日，由此带来新的供给和更从容的物流。4982亿元成交额的背后，是500万商家的供给能力以及8亿消费者消

费能力的集中体现。

2020年
双11电商平台
总交易额
8400亿元

2020年双11各平台销售额与占比

数码来源：天猫、京东“前瞻产业研究院”，2020

京东2714亿
占比32.3%

天猫4982亿
占比59.3%

其他（拼多多、抖音等）
占比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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