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商业模式就是人们

生活方式的延伸，什么样的生

活方式必然会孕育出什么样的

商业模式。上世纪，大部分商

业模式的创新都来自于美国。

这自然与上世纪被称为美国世

纪直接相关。在科技、工业、文

化引领世界的同时，一种全新

的生活方式不断激发出新的商

业模式。

迪士尼乐园在 1955 年出现

在美国，就是这一过程的自然

结果。

上世纪 50 年代，随着米老

鼠、唐老鸭和白雪公主的故事家

喻户晓，华特迪士尼公司名声如

日中天。但在那个时代，拍电影

还不能让人成为亿万富翁。所

以，当建造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

的游乐园的念头开始萌生以后，

华特·迪士尼（华特迪士尼公司

创始人）第一个遇到的问题依然

是钱从哪儿来。

在此之前，除了塑造出众多

有趣的动画形象，华特·迪士尼

在商业上的才思敏捷和远见卓

识，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动画电

影制片人和导演的能力范围。

他是第一个打造动画人物IP，靠

出售动画周边产品赚钱，也是第

一个拍摄动画长片，突破以往动

画片都是以短片的方式在故事

片前加映模式的人。

接下来他要让自己成为主

题游乐园，这一前所未有的商业

模式的创立者。

建立主题游乐园的灵感来

自华特·迪士尼带着两名女儿去

儿童游乐园的经历。上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每个城市公园都会

有一个由旋转木马、跷跷板、秋

千等游乐设施组成的儿童游乐

区。上世纪，这种儿童游乐园逐

渐成为全世界现代城市的标

配。1949年后的新中国，每一个

大城市的主要公园也都建立起

这样的儿童游乐园。

华特·迪士尼带孩子去儿

童游乐园玩，但这里的环境喧

嚣嘈杂、卫生糟糕、工作人员态

度粗鲁、设施简陋。虽然女儿

们 玩 的 很 开 心 ，但 他 很 不 满

意。建立一座面貌全新、截然

不同的游乐园的想法逐渐萌生

出来，他想，如果把这些年他一

手创造出来的动画形象和儿童

游乐园结合在一起将是一番多

么欢乐而梦幻的场景？这个想

法在他的内心不断“成长”。主

题乐园，一种从未有过的商业

模式的雏形在华特·迪士尼的

脑子中逐渐搭建起来。

1948 年，华特·迪士尼把设

计乐园的任务交给了电影场景

设计师迪克·凯尔西，这个项目

一开始叫“米老鼠公园”。最初

的“米老鼠公园”计划建造在一

处8英亩大小的空地上。随着设

计的推进，华特·迪士尼对这座

乐园的想法越来越多，很快原来

的那一小块地根本就没有办法

装下他的梦想了。

本来想的是搞一个儿童游

乐园，但设想逐渐变成了一个微

型城市。那里不再仅仅是一个

儿童的游乐场所，而是一个远离

现实的梦幻之地。在华特·迪士

尼的想象中，游乐园应该是一座

浪漫的小城，一座让人怀旧和欢

乐的名胜，一个与现实世界的丑

陋形成鲜明对比的世外桃源，他

想让人们觉得身处另外一个世

界，钟表在这里没有意义，因为

这里没有现在，只有昨天、明天

和永恒的幻想。

这个过于宏大的梦想，吓坏

了华特·迪士尼的哥哥也是合伙

人罗伊。他咬咬牙说，公司最多

只能预支 1 万美元。他初步估

算，建造游乐园至少需要1000万

美元，但是没有一家银行愿意给

予贷款。

如何才能弄到建造乐园所

需要的大笔资金呢？华特·迪士

尼想到，公司拿这些年的作品和

正在蓬勃发展的电视行业合作，

或许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一条道

路。他把寻求资金的目光投向

了新兴的美国三大电视网。他

知道，电视网对迪士尼公司系列

产品垂延已久，而他牢牢控制着

电视的播放权。他提出的条件

是谁愿意为迪士尼乐园的建设

投资，就能优先得到迪士尼公司

动画等系列产品的电视播放

权。他首先找到了全国广播公

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

与他们周旋了几个月后无功而

返。这时，美国广播公司的老板

主动打电话过来，希望进行谈

判。作为当时三大电视网的小

弟，美国广播公司更迫切的需要

优质电视节目。

谈判的结果，美国广播公

司只肯投资 50 万美元，但可以

为迪士尼公司提供 450 万美元

的银行贷款担保，交换条件是

取得迪士尼乐园35%的股份，还

可以在十年内获得在游乐园供

应食品所获得的全部利润。此

外，每个星期天晚上为美国广

播公司提供一段长达一小时的

迪士尼节目。

1955年7月，迪士尼乐园终

于建成开园，在七个星期内就吸

引了100万游客，比预想的人数

翻了一番。华特迪士尼公司的

总收入在五年里从600万美元上

升到了2700万美元。

在开园之前，天才的华特·

迪士尼把提供给电视网的节目

变成了迪士尼乐园的广告时间，

年过半百的他亲自上阵做电视

主持人。电视节目成为迪士尼

乐园的预热广告，吊足了全国人

民的胃口。乐园的开业引发了

全国电视台的直播，8300万人观

看了开幕直播。只用了 6 年时

间，到1961年年底，华特·迪士尼

就还清了打造迪士尼乐园所欠

的银行债务。

华特·迪士尼还让自己的名

字成为公司的名字，更成为一个

代表着欢乐、梦想和美满家庭的

特殊符号。在准备退居二线的

时候，他郑重的告诉继任者肯·

安德森：“你刚来公司不久，我想

你应该明白一件事儿，我们这儿

销售的是华特·迪士尼这个名

字，如果你能始终牢记这一点，

你在这里会很愉快，但是你想让

你的名字盖过他，你最好现在就

离开。”

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新的商

业模式出现在美国，首要的原因

就是美国引领了第三次和第四

次工业革命，在电气化和信息化

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后发国家，

美国成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

引擎，引领了新科技的发展。没

有电气化的发展，仅仅靠动画人

物的 IP 是无法支撑迪士尼乐园

的，那些巨型游乐设施和声光电

的营造完全依赖于先进的电气

化技术和工业制造能力。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庞大的

人口基数所形成的庞大市场，

为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基

础性的条件。当新的模式有人

尝试以后，总是能够迅速的在

全国推广开来，获得规模性成

功。由于美国同时又是全球的

经济和文化的龙头，新的商业

模式在美国获得成功之后，携

巨大的美国文化优势，又在全

世界进行繁衍。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商业模

式创新更容易获得资本的支

持。在上世纪70年代纳斯达克

成立的时候，是一个以科技股为

主要目标的证券市场，但后来增

加了商业模式创新公司的门

类。因为能够产生规模优势，所

以商业模式的创新会受到资本

的青睐。星巴克、好市多等看似

和科技无关的公司都选择了纳

斯达克。在纳斯达克成立之前，

美国资本对于新商业模式的支

持也相当广泛。和世界其他国

家不同的是，美国从19世纪后期

起，投资银行就占据了重要的份

额并不断增长。如果某家公司

的商业模式得到初步验证，总是

很快能够上市，然后获得巨大的

融资。

第四个原因和美国企业家

的创新精神相关。北美“新大

陆”为来到这里的欧洲人提供

了一个对商业更友善的环境。

在欧洲大陆虽然也产生了很多

伟大的企业家，但由于旧贵族

势力的存在，企业家作为一个

群体，并不是能够自然成为主

流社会中坚力量。而在美国，

抛下欧洲“旧社会”的包袱，企

业家通过个人奋斗来获得财富

是天然的主流价值观。所以在

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在

商业的进取心方面，欧洲被美

国所取代。

在美国学者哈罗德·埃文斯

看来，创新甚至是美国人的一种

独特品质，而实用性创新是让美

国领先的首要原因。实用性的

要义就是谋求最大规模的大众

化应用。

迄今为止，无论是产品还

是服务，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

商业模式创新，美国企业的创

新大部分是沿着让产品和服务

更加便宜、更加大众化、更加改

变普通人的生活方向发展的，

很少有美国企业走欧洲企业追

求精品化、奢侈化、个性化的道

路。这种建立在美国文化和工

业化发展基础的商业进化选

择，自然是基因和环境的双重

作用，但最后的结果是，基于大

众化思维的商业模式更能够成

为世界级的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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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商业模式创新大部分始于美国？

核心话题

“个性化推荐”是近年来新

兴的管理科学技术名词，其定义

简单明了：根据用户的兴趣特

点，通过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和算

法，推荐其感兴趣的商品、内容

等各类信息。而推荐似乎也已

经成为国内互联网行业发展用

户、挖掘用户价值的一大利器，

尤其是图文、短视频、电商、外

卖、在线旅游等诸多领域，个性

化推荐无处不在，人人都被包裹

在算法系统之中。

不过，“个性化推荐”大一统

时代即将终结。今年1月，《互联

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出台，明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提供

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用户其

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向用

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

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

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该规定

自3月1日起施行。

如今，越来越多的用户也厌

倦了清一色“个性化推荐”的互

联网信息获取模式。根据北京

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发布

的《 中 国 大 安 全 感 知 报 告

（2021）》显示，受访者中，70%担

心个人喜好、兴趣被算法“算

计”，50%表示在算法束缚下想要

逃离网络、远离手机。

在监管部门和公众的双重

压力下，部分互联网平台已经陆

续开始向用户提供个性化推荐

功能的自由选择权。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 3 月 15 日，不少短视

频、电商、社交类 APP 均已上线

算法关闭键，允许用户在后台一

键关闭“个性化推荐”。

不过，部分平台把“个人信

息收集清单”和“个性化推荐”

关闭键埋得比较深，一般是在

隐私、广告相关的设置选项中

找到。这暴露出相关平台仍然

抱持半推半就的态度，不希望

过多用户以便捷方式一键关

闭。毕竟，“个性化推荐”能够

让平台深度了解用户的喜好和

习惯，为用户定制内容、信息和

服务，用户的每一次点击，都会

在后台算法系统中产生一个新

的用户标签，点击次数越多，算

法系统能够为用户勾勒的标签

也就越全面，最终算法系统会

成为“比你还了解你自己的影

子”，从此提供更加精准的推

荐，如此又会激发用户更多的

兴趣，进行主动点击。最终，用

户将大量时间、精力、金钱都用

在该平台上，平台从单个用户

身上所攫取的收益成倍增加。

研究表明，个性化推荐最早

起源于美国电商平台亚马逊。

亚马逊在 1998 年推出了基于项

目的协同过滤算法，使推荐系统

能够基于上亿的商品目录为数

百万用户提供推荐服务。当用

户进入亚马逊的商品浏览页面，

就如同走进了亚马逊为其在网

上量身打造的商店，那些自己感

兴趣的商品会被自动移动到前

面，而不太感兴趣的商品则被移

动到远处。

而国内不少互联网平台则

通过学习、模仿，将个性化推荐

功能进一步推广到更多领域，从

而为用户打造了“个性化推荐的

一天”：早上，你从睡梦中醒来，

想起下周就要休年假，准备和家

人选一个景区放松身心，打开在

线旅游APP，上面立即推送了一

堆你“感兴趣”的旅游景区信息，

这些景区信息都是根据你之前

的浏览历史、点击记录，经过算

法系统筛选后推荐的。到公司

工作了一上午，又到了午餐时

间，你赶紧打开外卖 APP，外卖

APP根据你之前的点餐记录，立

即推送了一堆同类餐食的价格

优惠信息。下午 5 点多临近下

班，你想着回家要准备做饭，马

上点开送菜APP，系统推荐了你

昨天浏览过的当季最新蔬果，今

天刚好有 8 折优惠。晚上 8 点

多，你觉得衣柜里的冬装要换春

装了，点开电商 APP，APP 所推

荐的最新春装信息都是系统根

据你过往浏览及下单记录所“定

制”的。买好春装，放松的时刻

到了，你打开短视频 APP，一条

又一条你最喜爱的网红热舞短

视频扑面而来，让你直到深夜还

在刷刷刷。

“个性化推荐”在各大互联

网平台的大一统模式，让用户选

无可选。对于这一愈演愈烈的

现象，国外对此早有反思。一家

世界知名媒体曾经刊登名为《反

思 Youtube 算法：个性化内容推

荐能毁掉你的人格》的文章，文

章指出世界上有 15 亿的 You-

Tube用户，他们观看的视频是由

算法塑造的，这个算法扫描并排

列了数十亿的视频，来确定用户

“接下来”的20个视频片段，这些

视频都与之前的视频有关联，从

统计数据上来看，也极有可能是

为了让人着迷。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推荐

算法似乎并没有为信息的真实、

平衡或健康而优化，反而为了最

大程度获取流量，实现高点击

量、转发量，以瞄准人性恶的一

面，推送大量存在色情、低俗乃

至更加不堪的不实错误信息，通

过日复一日的此类信息推荐，深

刻影响用户的观念、价值观，让

其逐渐做出原本可能无法做出

的选择。

算法不负责判断善恶、黑

白，只是根据用户信息搜集，做

出最有利于用户继续使用该服

务的信息筛选及推荐，这表面上

看是无懈可击的说法，但却隐含

了互联网平台对于算法、推荐等

服务的设定——不受限制、可以

任由突破任何法律、人文禁忌的

技术滥用，分发给成千上万的用

户，不管这些用户的心智是否成

熟，进而通过“个性化推荐”，将

个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割裂成

一个个碎片化、充满偏见的信息

茧房。

就此，有关部门对于国内互

联网平台“个性化推荐”强化约

束，也就成为对算法主宰用户行

为的限权。各大互联网平台也

要明白，没有边界的算法及“个

性化推荐”，最终会让平台信息

内容走向低劣，也会在民意反弹

及政府监管中走向没落。

“个性化推荐”大一统时代的终结

囊中江湖

据媒体报道，每逢开学季

或毕业季，潜伏在各个校园群

及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的论文

代写群体便活跃起来，“专业代

写”“硕博团队”等字眼屡见不

鲜。尤其是每年 3 月至 6 月，在

毕业和求职的双重压力下，论

文代写业务量及价格总是“水

涨船高”。

一直以来，关于论文代写

代发的市场备受关注。一方

面，是很多行业评职称需要论

文，大学生毕业需要论文；另一

方面，则是一些刊物为了创收

没有底线，一些中介为了拉拢

“需求方”没有底线。多方在

“心照不宣”之下，一条灰色产

业链就此形成。缘于此，即便

一些人上当受骗了，也是不敢

声张的。因为，买卖论文本身

就是见不得光的“生意”，一些

骗子也深谙此道，所以这一市

场也是鱼龙混杂的局面。

论文代写灰色产业链的存

在，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小

觑。过度迷恋论文，过度依靠论

文，的确会走歪走偏。一个人的

学术成就、业务能力如何，论文

只能是一个参照，不能成为唯一

参照。但遗憾的是，如今很多的

事情，都是依靠论文来解决，而

一个人的实操能力则很容易被

忽略。对大学生们来说，学习成

绩的高低，也不一定取决于论文

是否能够发表。更何况，在很多

论文可以买卖之后，发表论文的

参考价值与参照意义，早已不复

存在了。

这一困境，亟待破解。缘于

此，教育部 2013 年开始施行的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就规定，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

文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

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学

位授予单位可以取消其学位申

请资格；已经获得学位的，学位

授予单位可以依法撤销其学位，

并注销学位证书。取消学位申

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

定应当向社会公布。从做出处

理决定之日起至少3年内，各学

位授予单位不得再接受其学位

申请。前款规定的学位申请人

员为在读学生的，其所在学校或

者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开除

学籍处分；为在职人员的，学位

授予单位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

应当通报其所在单位。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科学技术活

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明

确，抄袭、剽窃、侵占、篡改他人

科学技术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及从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

投等均属于违规行为。这意味

着，买卖论文若是被“认定”，后

果是很严重的。而这，也是不少

学生被“坑”却不敢声张的重要

原因。

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既然

政策规定买卖论文是违规的，但

现实的需求又是客观存在的，如

何破解这一难题，便也需要全盘

考虑了。一方面，自然是破除社

会各方“唯论文论”的畸形价值

观，评优评先评职称，不能把论

文当成硬性指标，还是要提倡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理论与

实践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则需

要从教育的源头上强化高校的

教学水平，系统培养学生的研究

能力，让学生们具备更好的研究

能力、写作能力。

一言以蔽之，铲除论文代

写灰色产业链势在必行，我们

完全可以推出一部专门的行政

法规，以此给学校、学生乃至是

各行各业的论文行为画出“底

线”和“红线”，破除社会各方评

价机制里面对论文的畸形迷

恋，让这一行业的发展变得更

加良性。

应用法规铲除论文代写灰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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