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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科技创新 首提整治“内卷式”竞争

明确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层

面，相比去年，今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明确了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

质生产力发展’，然后通过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建设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端利涛

对记者表示，这就明确了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基础是新质生产力。

因此，明年产业政策的重点必然

是围绕新质生产力展开。

端利涛还指出，美国在科技

领域对中国的无端打压呈加重趋

势，核心技术攻关必然成为今后科

技领域的重要任务。“今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一改以往表述，提出

‘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

‘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对

此，他判断明年科技创新领域必然

会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

端利涛进一步表示，与以往不

同，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提

出了技术攻关，更是明确提出了要

“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

应用示范行动”。这表明中央更加

关注有效技术创新，让技术创新真

正投入使用，而非为了创新而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内卷式”竞

争首次在高层话语体系中出现。

“内卷状态，是一种虽然经济

活动貌似在有条不紊进行，却没

有相应质量、品质、内涵提档升级

的‘空转’‘过密’的经济发展实质

停滞状态。”苏州国际发展集团在

站博士后、二级律师刘安对记者

表示，在这种状态下，市场竞争并

不能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优

化配置资源、促进技术进步等机

制性作用，反而是将市场主体禁

锢在低价低质、“没有效益的重复

竞争”恶性格局之中。

在他看来，对于需求端而言，

“内卷式”竞争往往伴随的是质量

低下，服务劣化，最终导致消费者

整体利益受损。这种因为“空转”

“过密”而形成的恶性竞争格局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之大，从

中央宏观政策定调的“防止”到“综

合整治”表述变化可见一斑。

“因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

争，实际上也是对当前宏观经济中

突出问题的‘对症下药’。”刘安

表示，从根本上还是要长期沉稳

布局于基础理论的突破式创新、

积极探索具体科技、体制、机制和

理念的渐进式创新，综合治理“内

卷式”竞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

发，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只有创新，才能打破原有的

低质量发展模式和赢得市场份额

的老发展路径，打开新的利润空

间，建立新格局。”刘安如此表示。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从产业政

策来看，中央经济会议再次提及新

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可重点关注

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量

子计算、生命科学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李玉洋 上海报道

12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作为 2025

年政策前瞻的重磅会议，本次会议

不仅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还对明

年政策发力重点方向做了进一步阐

述和部署。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

会议确定的 2025 年要抓好的九项

重点任务中，排名第二位的是“以科

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具体的表

述是“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开

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

示范行动。开展‘人工智能+’行

动，培育未来产业。加强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建设。健全多层次金融服

务体系，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梯度培

育创新型企业。综合整治‘内卷式’

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

“新质生产力”“关键核心技术”

“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这些

关键词无不显示出这项 2025 年重

点任务的科技浓度之高。事实上，

该项重点任务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

和政策信号？产业界对于规划的

2025年重点任务又该怎么干？

再提“人工智能+”，产业机会在哪儿？

另外，这次会议还明确提

出 开 展“ 人 工 智 能 + ”行 动 。

“2015 年 ，中 央 提 出‘ 互 联

网+’行动。之后，中国数字

经济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百业俱兴。当下，生成式

人工智能不断更新迭代，为

新业态的创新提供了土壤。”

端利涛指出。

而华泰证券科技与电子

行 业 首 席 分 析 师 黄 乐 平 也

有类似观点。根据《国际金

融报》的报道，黄乐平认为，

“人工智能+”行动可以类比

以 前 的“ 互 联 网 + ”行 动 ，目

前看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

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智

能电动车等智能硬件；二是

推 进 基 于 人 工 智 能 的 数 字

化转型，方式是推进国产化

AI 软件的普及；三是发展 AI

应用。

2024 年 年 初 ，“ 人 工 智

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后，北京、上海等多地

发布“人工智能+”行动支持

政 策 ，提 升 高 质 量 发 展 含

“智”量。

企 查 查 数 据 显 示 ，近 10

年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企

业 注 册 量 逐 年 增 加 ，并 于

2020 年 首 次 突 破 20 万 家 ，

2021 年 、2022 年 我 国 分 别 注

册 37.1 万家、43.3 万家人工智

能相关企业；2023 年，我国人

工智能相关企业注册量首次

突破 50 万家，全年注册量同

比增加 24.3%至 53.8 万家。截

至 11 月 26 日，2024 年我国已

注册 46.4 万家人工智能相关

企业。

企查查数据还显示，我国

现存 193.1 万家人工智能相关

企业，行业分布上，归属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的企业最多，有 58.8 万家，占

比 30.5%；其次是归属科学研

究 和 技 术 服 务 业 的 企 业 有

55.7 万家，占比 28.9%。总的

来看，现代科技服务业合计占

比59.3%。

观 察 人 士 普 遍 认 为 ，从

“ 人 工 智 能 ”到“ 人 工 智

能+”，人工智能的“头雁”效

应 不 仅 有 助 于 实 现 技 术 变

革、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更是当前加快培育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抓手。

“和眼睛、鼻子、耳朵、嘴

有关的能力，AI 的技术现在

已经应用到很多场景，而和

大脑有关的场景现在还看不

到特别好的地方。但是和具

体的业务的逻辑结合，就可

以发挥巨大的作用。”结合目

前工作，原苏宁科技集团副

总 裁 、现 彩 食 鲜 副 总 裁 兼

CTO 乔 新 亮 指 出 ，“ 我 们 公

司业务是 4 年前的 5 倍，员工

数是原来的 3/4。”

从公司实务的角度，乔新

亮认为：“真正的智能企业是

要去接管业务，用IT去接管业

务，而不在于使用的技术，尤

其不要拘泥于 AI 的技术。总

之，技术要为我所用。”

他 还 提 到 ，用 已 有 的 技

术把新的技术结合起来，完

善 产 品 ，去 取 代 业 务 、接 管

业 务 ，这 就 是 新 的 智 能 体 。

“而这个可以类比战争中的

坦 克 师 ，相 比 用冷兵器组装

起来的骑兵，是可以完全碾压

的。”乔新亮表示。

“新零售”百货样本

在外界印象中，2015 年创立

的盒马是阿里巴巴新零售第一

块试验田，实际上 2014 年入股的

银泰百货却是阿里新零售的第

一个故事。

2013 年 10 月，阿里宣布与银

泰百货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探索

线上线下商业融合。2014 年，阿

里正式入股银泰百货，以 53.7 亿

港元对其进行战略投资。2015

年，时任阿里集团 CEO 张勇担任

银泰商业集团董事会主席，随后

宣布银泰百货与阿里全面融合。

一系列股权变更背后，阿里

巴巴“新零售”战略正式开启。

2016 年阿里云云栖大会上，阿里

巴巴创始人马云第一次提出“新

零售”说法。

2017 年，阿里巴巴联合银泰

集团董事长沈国军发起银泰私

有化行动，交易金额达 198 亿港

元。银泰私有化后，阿里巴巴成

为银泰控股股东。彼时一位接

近阿里巴巴的人士曾对记者表

示，当时阿里巴巴投资风格更倾

向控股，有助于推进相关战略

时，执行力更强。

银泰私有化也被认为是阿里

实践“新零售”必要的“牺牲”，从

资本市场的密集关注中退下来，

银泰可以更从容也更大胆地实

现“新零售”改造。

2019 年，银泰初步炼成了新

零售百货样本。时任银泰百货

CEO 陈晓东接受《中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将银泰定义为“服务

数字化会员的互联网商场”。在

他看来，“新零售”落地银泰的底

层逻辑是进一步追求坪效。

按照彼时陈晓东描述，银泰

百货初步完成了“新零售”改造：

商场植入云 POS 机，每一个品牌

专柜都变身收银台，排队在银泰

成 为 过 往 ；通 过 购 物 APP“ 喵

街”，消费者在家实现“躺着买”，

快递小哥为同城商品提供免费

到家服务。

“阿里巴巴对银泰的定位非

常清楚，它将是阿里巴巴集团舰

队中的一艘主力舰，担负线上线

下零售百货转型升级平台的使

命。”按照张勇对银泰百货的定

义，银泰在“新零售”战略中还承

担更重要的模式输出任务。

“银泰将实践的新零售能力沉

淀为‘新商场操作系统’，进行对外

输出。”彼时一位银泰内部人士对

记者表示，这种模式输出不仅限

于银泰系，彼时西安开元、厦门国

贸美岁等商场都已经进入“银泰

节奏”。

从 2014 年到 2024 年，银泰的

“新零售”转型成果究竟如何。

据阿里巴巴公开信息，进入阿里

体系后，银泰开启数字化变革，

建立中国百货业首个数字化付

费会员体 系 INTIME 365，拓 展

线上线下服务场景，探索经营创

新和消费体验升级。

“截至目前，银泰商业集团

拥有超 60 家百货门店及多个待

开项目，线上实现了喵街 APP、

‘银泰百货’微信小程序、‘银泰

百货’支付宝小程序等全渠道销

售，数字化会员突破 4000 万。”

阿里巴巴方面表示。

本报记者 李立 上海报道

从 出 售 银 泰 百 货 开 始 ，阿

里 巴 巴 开 启 了 剥 离“ 新 零 售 ”

的大幕。

12 月 17 日，阿里巴巴发布公

告，将所持全部银泰股权以约 74

亿元人民币向雅戈尔集团和银

泰管理团队成员组成的买方财

团出售（约占银泰股权的99%）。

阿里巴巴方面对《中国经营

报》记者表示，这一举动意味着

阿里巴巴将面向未来持续聚焦

核心主业。同时期待银泰在雅

戈尔集团的支持下继续创业，打

开更大发展空间。

根据公告，阿里巴巴出售银

泰的所得款项总额约为人民币

74 亿元，预计因出售银泰而录得

的亏损约为人民币93亿元。

2014 年，阿里巴巴集团首次

入股银泰。2017 年银泰商业启

动私有化，未再披露相关财务状

况。“眼下阿里巨亏出售银泰，意

味着阿里巴巴剥离新零售业务

进入实质阶段。”一位接近阿里

巴巴的观察人士指出。

接下来阿里巴巴是否会继

续剥离新零售备受关注。萨摩

耶云科技首席经济学家郑磊认

为，短期内阿里是否继续出售新

零售相关业务还很难说，“如果

继续调整，大润发、盒马等相关

业务可能会受到影响”。另据接

近阿里巴巴消息人士透露，目前

阿里巴巴并未打算出售盒马。

剥离“新零售”下一步

阿里巴巴出售“新零售”相关业

务，业界对此并不意外，更多觉得是

在多次传闻中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亏损约 93 亿元清仓银泰百

货是阿里巴巴调整战略、扔掉包

袱，为更长期发展目标做出牺牲的

一部分。”郑磊认为。

此前阿里集团新任CEO吴泳

铭上任后明确，集团未来会围绕

“用户为先、AI驱动”两大重心，重

塑业务战略优先级。随后进行持

续调整，将核心主业聚焦到电商与

云计算业务上。

2024年2月，阿里集团董事长

蔡崇信在阿里财报电话会议上回

应非核心资产出售时曾披露，阿里

已经完成退出了17亿美元的非核

心资产。对于传统实体零售业务，

蔡崇信表示：“这些不是阿里核心

业务，对这类业务进行退出也是合

理做法，但需要时间，根据市场情

况慢慢来实现。”

“阿里巴巴在新零售业务投入

很大，此次出售银泰也让人对其新

零售业务进行重新评估。在新零

售业务中，阿里巴巴试图将线上线

下的体验融合在一起，为用户提供

更全面的购物体验。然而这个业

务模式是否真的成功，是否需要调

整，需要看这次出售银泰后阿里巴

巴如何继续发展新零售业务。”郑

磊分析认为。

彼时银泰、大润发、盒马等“新

零售”相关业务都曾传出出售传

闻。外界更关心此次银泰出售之

后，阿里是否会在短期内继续剥离

“新零售”业务。

“这取决于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市

场表现。目前，阿里巴巴已经表现出

聚焦核心业务的趋势，因此不排除会

继续调整其新零售业务的可能性。

对于大润发、盒马等其他相关业务，

阿里巴巴可能会根据这些业务的盈

利能力、市场竞争力和战略协同效应

来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眺远营

销咨询董事长高承远对记者表示。

从资本市场的层面看，大润发

亦处于变动前夜。今年9月，高鑫

零售在港交所短暂停牌，公告披露

接到私有化要约，再次引发大润发

迫近出售的传闻。对于高鑫零售

的潜在买家，包括此前已有传闻的

高瓴资本、中粮、润泰和 KKR 等。

不过截至目前暂未有实质性推进。

2017年，阿里通过淘宝中国入

股高鑫零售，斥资224亿港元收购

高鑫零售36.16%股份。2020年，再

次通过淘宝中国投资总计约 280

亿港元收购吉鑫控股有限公司

70.94%股权，对高鑫零售的持股比

例升至72%。“我赢了所有对手，却

输给了时代。”彼时大润发创始人

黄明端曾如此感慨。

预亏93亿出售银泰 阿里启动剥离“新零售”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提出了技术攻关，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这表明中央更加关注

有效技术创新，让技术创新真正投入使用，而非为了创新而创新。

从“人工智能”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头雁”效应不仅

有助于实现技术变革、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更是当前加

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12月20日，2024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观众与机器人互动。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突破的重点。 视觉中国/图

阿里巴巴74亿元出售银泰，雅戈尔接盘。 视觉中国/图

相关报道见D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