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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未来企业将“瓦解”形成“服务互联网”
    中新网
   ( 记者 刘贤 )
   “互联网未来颠覆的是企
业，会把企业‘瓦解’成一个
以‘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网络，
即‘一切皆服务’。做通讯、
制造、设计、销售的，都是做
服务。”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
授范玉顺在题为《制造型企业
利用数字化转型进行高质量发
展》的演讲中说，未来世界将
不再以“企业为个体”参与竞
争，而是以“创造价值的服务
单元”参与市场活动，不同的
服务单元通过互联形成“服务
互联网”。
　　“益企行动·点亮星空”—
2023 年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
一体化进园区“百城千园行”

重庆·高新区暨企业数字化转
型峰会 ( 重庆站 )7 日在当地
举行。
　　范玉顺在会上作前述演讲
时提出“服务互联网”的理念，
即：基于互联网上丰富的服务
资源，通过服务间的动态集成
与协同，形成一个自适应、按
需聚合的集成化服务网络，实
现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满足
客户日益复杂的需求。
　　所谓的“服务互联网”，
要解决什么问题？他解析，就
是把虚拟世界、物理世界、社
交网络的服务整合起来，为大
家提供“大规模定制生产模
式”，即用大规模生产的成本
和速度，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
产品和服务。芭比娃娃的生产

就是典型例子：将全世界的需
求汇总，进行大批量生产，再
用信息化的方式配置，每个人
买到的娃娃都是个性化的，而
生产组织模式仍是大批量的。
又如，青岛红领的服装定制也
做到了大规模生产个性化、定
制化的服装。
　　随后，范玉顺在接受中新
网记者专访时进一步解析，随
着互联网的普及，各类服务之
间的交易成本越来越低，企业
可以将人力资源、财务等工作
外包，从而缩减企业规模，让
企业越来越“专业”。例如，
在手机上做网购的公司，有其
他公司提供搜索服务、有公司
负责出货、有公司做快递、有
公司收钱，每家公司都只需要

提供一种服务。
　　“因此，未来的企业一定
要有专业价值。”范玉顺强调，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首先要改
变传统思维模式，“补齐短板”
的木桶理论已不再适用，而要
顺应数字技术规律，厘清在当
前时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
把所有资源集中用于发挥“长
板”优势。“企业家的意识要
转变，企业的组织管理、考核
机制、商业模式都要转变，数
字化转型就是企业的一次‘脱
胎换骨’。”
　　近年来，重庆积极推动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庆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二级巡
视员刘群生在会上介绍，下一

步，重庆将着力构建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
融合的新体系，大力实施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发挥
数字化对制造业的放大、叠加、
倍增的作用。
　　范玉顺表示，国外因为工
业化进程较早，所以企业数字
化转型水平整体较为一致；我
国的情况是“谱”比较宽，企
业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很高、
低的又很低。因此，政府推动
数字化转型，首先还是要进行
教育普及，要让更多人了解数
字化的本质是什么，特别是企
业的“一把手”要首先转变思
想，从战略层面推进企业数字
化转型。

探店“美食”，留神被网络营销“割韭菜”

    
　  源自法治日报
    本报记者 王莹

　　最近，上海的王先生在网
络某平台刷到一家高端饭店的
探店短视频，号称花费 700 多
元就可以“打卡”高端海鲜自
助餐，波士顿龙虾、鲍鱼、牡
丹虾等食材无限量供应，还有
一对一的“管家式服务”。
　　心动的王先生按照探店博
主的推荐来到店里消费，却发
现视频里诱人的牡丹虾、鳌虾
压根就没有，帝王蟹和波士顿
龙虾也是大大缩水，只有一些
“边角料”限量供应，一对一
的高质量服务更是不存在，下
个单都要等很久。
　　用餐体验与博主宣传的内
容严重不符，王先生觉得店家
有虚假宣传的嫌疑，就到点评
软件里搜了搜。搜索结果显示，
只有前几页是一些美食博主的
好评，后面都是消费者在用餐
后给出的差评，并声称探店博
主“恰烂饭”(又称‘恰烂钱’，
多指网络博主接一些虚假宣传
或者有损口碑的广告赚取“黑
心钱”)令自己上当。
　　“网络时代的到来，让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流量的重要
性。许多商家通过网红探店的

形式进行引流，衍生出了许多
‘探店博主’。”北京汇都律
师事务所律师刘子菲告诉《法
治日报》记者，从最初的“美
食指南针”到现在的“拿钱办
事”、割粉丝“韭菜”、恶意
差评、吃“霸王餐”，网络探
店行业背后易引发的法律问题
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专供人均 1000 块的餐
厅里才有的味道，在这里人均
不到100块就能尝得到！”“没
有人比他家更懂粤式茶点，吃
完第一口，你会发现以前的都
白吃了！”“我在这家店花费
上万块，吃遍所有菜品才总结
下来的经验，教你几百块就能
吃回本！”……
　　活跃在某社交平台的网友
“momo”是一名美食爱好者，
有一段时间，她经常刷到同城
的美食探店视频，里面的菜色
极其诱人，博主的推荐语也是
很有“煽动性”。于是，她便
跟随探店博主的脚步去尝试新
的餐厅。
　　“吃了几次下来，我发现
除了原本就生意很好的老店之
外，其他基本都会‘踩雷’。”
这位网友表示，时间长了，她
总结出这些探店视频都有着相
似的套路：每个视频的滤镜都
很重、色差巨大，博主的表情

很夸张，文案也存在夸大描述
的现象。
　　网友“贪吃的 hao”也爆
料说，自己关注了几个美食博
主，粉丝都不少，有一次偶然
看见两个博主探店推荐同一家
餐厅，结果发现他们各自所谓
的“实拍图”里的食物品种、
陈列摆设、拍摄角度竟然都一
模一样。“好歹也自己过去尝
一下再分享啊，真是过分！”
网友直言差点上当，并拉黑了
这几名博主。
　　在福州从事网红孵化相关
行业的陈女士说，一些美食探
店视频不需要本人出镜，只需
要对餐厅菜品进行拍摄，再加
上后期博主的解说配音就可以
剪辑成片。因此，有些博主因
为行程较满或者图省事，都是
由店家直接准备好图片和视频
找博主谈合作，价格谈拢以后，
由博主以亲身探店的口吻来发
布视频，“其实这些店他们自
己压根就没有去过”。
　　另有一位网友“小队长”
也分享说，自己碰到最搞笑的
一件事是，当地有一家新餐厅
本来计划年底开业，但是因为
当时疫情的原因只能延迟。但
是她竟然在新店开业前，就刷
到了某探店博主发出来的所谓
“探店实拍”，让她大呼离谱。

　　“许多商家与网红达成合
作协议，由网红出镜拍摄视频
并发布至网络平台，商家向其
付费。此种情况下，‘达人探
店’应属于广告行为，视频中
需要对商品进行如实描述。而
面对这种有广告性质的‘种草’
视频，广大网民朋友要更加冷
静、理性地消费，谨慎‘种草’、
理智‘拔草’。”刘子菲介绍说。
　　今年5月1日起，新版《互
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该办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除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
变相发布广告的情形外，通过
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
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
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
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
“广告”。
　　因此，各类短视频及媒体
平台上出现的探店视频等，只
要附上可直接跳转购买的链
接，均应显著标明“广告”字
样，以便于消费者分辨，不得
误导消费者。
　　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
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
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
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
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
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

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因此，若在视频中出现价格虚
假、过度承诺等，可能涉及虚
假宣传。探店博主在明知和应
当知道宣传内容虚假时，也应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了探店博主对餐厅进行
不切实际的“花式”夸赞，还
有一种则是一些探店博主对商
家进行恶意点评，发布失实、
不当言论，造成商家名誉受损，
导致营业额下降。
　　“这种行为可能会被认定
侵害商家名誉权，但出现类似
情况相对难界定。”刘子菲解
释说，因为探店博主也是消费
者身份，其有权就真实感受发
表客观、真实的言论，这也是
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如果
其发表的内容严重失实，并具
有侮辱、严重贬损的性质，给
商家造成损失，可能就需要承
担侵权行为引发的法律后果。”
　　此外，自媒体平台也数次
爆出某些博主以为商家进行视
频宣传为由，要求商家为其免
单，有些则以欲发布不实视频
为由向商家索要财物。刘子菲
表示，这种行为本质上均是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恐
吓的形式逼迫商家为其提供财
物，恐涉嫌敲诈勒索罪。

德国 4月出口额环比上升 1.2% 对华出口大幅增长

   中新社柏林电 
  ( 记者 马秀秀 )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5日公
布的数据，经工作日和季节性
调整，德国 2023 年 4 月出口
额环比上升 1.2%，进口额环
比下降 1.7%。其中对中国出
口环比大增 10.1% 至 85 亿欧
元。
　　德媒称，德国当月出口额

上升出乎意料。此前经济学家
预计，德国 4 月出口额将环比
下降 2.5%。
　　数据显示，德国 4 月出口
额 1304 亿欧元，进口额 1120
亿欧元，由此实现贸易顺差
184 亿欧元。
　　德国 4 月对欧盟国家出口
额为 714 亿欧元，环比增长
4.5%；进口额为 591 亿欧元，

环比下降 0.4%。德国 4 月对
非欧盟国家出口额为 590 亿欧
元，环比下降 2.4%；进口额
为529亿欧元，环比下降3.0%。
　　德国 4 月对美国出口额最
多，环比上升 4.7% 至 131 亿
欧元；对中国出口环比大增
10.1%至85亿欧元。与此同时，
德国当月自中国进口额最多，
环比增长1.9%至129亿欧元。

　　德国 4 月对俄罗斯出口额
环比下降 17.8% 至 7 亿欧元；
从俄罗斯进口额环比下降7.6%
至 3 亿欧元。
　　 德 国 私 人 银 行 Hauck　
Aufhaeuser　Lampe 首席经济
学家克鲁格表示，德国 4 月出
口额增长程度远不足以弥补 3
月出口额的大幅下滑，德国经
济前景喜忧参半。

　　据德媒报道，总体而言，
德国 4 月出口数据将支持德国
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略有复
苏。由于通货膨胀导致消费者
支出下降，德国经济陷入衰退，
国内生产总值在 2022 年底和
2023 年初连续两个季度出现
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