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超则：从新基建到新应用，

数字化革命重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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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武超则 

 

“总结下来三件事，第一就是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矛盾点包括底层劳动

力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过去是没有的，这是第一点。比

如说结构性失业、比如互联网在过去十年飞速发展过程中如何兼顾公平和

效率、比如说劳动力成本飞速上升，才会有今天工业数字化实质性向前推

进发展。我认为很多过去 10 年信息化和网络化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未来

10 年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来解决。” 

“第二点我们认为很重要的实际上是底层的技术也具备了同样的条件，

因为在 3G、4G 时代包括在过去的算力、存储和可靠性的条件下，很多它

没有办法在生产上（TO B）去支撑产业发展，所以我们只是看到了消费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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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TO C）变革，这是第二个触发条件，就是这一轮底层的技术革命更

加契合 TO B 的产业数字化。这个底层技术包括：5G、云计算、AI、区块

链、半导体等，都在 2020 前后这个节点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外围的阻挠以及高科技的竞争，已经成为一

个我们当下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全球矛盾的变化，这样我们迫切的需要进行

自主创新。全球 ICT 供应链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分工把‘效率’做到了极

致，但未来更要思考的是如何兼顾‘效率’和‘安全’。” 

这三个条件是我认为在这个时点我们非常坚定的看好科技板块，而且

是认为未来一段周期内整个 A 股的投资中最重要的方向，三个非常重要的

底层逻辑。” 

正文 

应该说从今年二季度开始，我们对整个科技板块还是一直保持一个明

确看多的态度。 

当然最近我们看到比如像半导体等等这些板块的表现还是非常热的，

大家也就产生了更多的思考，在今年大的宏观背景下，除了前面比较热门

的像消费新能源板块，那么往整个下半年去看，最近比较热的科技有没有

持续性，或者说它是像别的行业一样的快速的轮动，可能经过去一年华为

受制裁以来，我们看到的整个行业的一个长效的逻辑不断被验证。今天分

享题目叫“从新基建到新应用，数字化革命重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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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可能我想表达的两层意思，一个是我们去年比较热的新基建，

当时从底层的信息基础设施到云计算，以及我们看到的整个的上层的人工

智能以及去年疫情下，我们看到整个云化的趋势也非常明显，当时提了一

个词叫新基建，大家也各种测算说跟传统基建的 4 万亿或者跟每年的钢铁

水泥的基建的投资相比，新基建的体量到底有多大？ 

当时我们也做过一些分析，但今年我们最想表达的是整个信息基础设

施的一轮投资，从 2019 年一直走到现在大概三年时间基本有了落地，但

弹性更大的一定是在后边的应用。我们复盘来看，以 5G 包括我们前面提

到的这些云化的技术为代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或者说我们认为已经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包括今年我们可能看到的 5G 的用户可能会超过 30%

以上的渗透率。 

在这个时点，除了 2019 年、2020 年我们主要谈的可能是基建的或者

说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本开支所带来的投资机会，今年的重点可能要逐步走

向应用，这些新基础设施投下去，新的技术铺下去，到底未来对应用或者

说对商业模式的创新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我这个题目的后半句就回答了问题，我们认为不管是 5G 也好，云化

也好，AI 技术也好，在这个时点密集的出现，最终可能会最核心的导向一

个结果就是全产业的数字化。 

这个可能听起来很抽象，大家因为首先想到的 5G 应用可能是觉得要

么是 vr/ar 要么是 3D 视频高清直播，要么是工业互联网等等，可能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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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一个具体的场景，到底是车联网还是什么 

但实际上我们总结下来去看，这一轮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基础设施的投

资或者说新技术的迭代，我认为本质上它是会带来全行业的一个数字化的

过程。而数字化我们认为跟过去 10 年的网络化和信息化本质上是不同的，

后面我们会稍微展开，而且它对 to b，即产业端的改变，可能影响力或弹

性会超过于 c 端的就是消费互联网的改变，这是我们认为的可能对产业或

者说对整个传统的基建带来了一个新阶段。 

全球从信息化、网络化 

进入数字化、智能化 

首先第一点我想还是想聊一下，所谓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发展阶段，到

底跟过去 10 年我们看到的以 2009 年的 3G，2013 年的 4G，包括我们今

天看到的移动互联网的大爆发的这 10 年相比，已经应该说现在是有非常丰

硕的成果，那么 2020 年到 2030 年以后去看，它是一个全新的阶段。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对于数字化的大专题研究，这里面会有几个非常核

心的数字化革命，或者说在这个时点产业数字化大爆发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这里面可能包含几个层面，一个是整个社会矛盾的变化，当然这个社会矛

盾可能也包含比如说结构性的失业，我们研究了 10 年会发现在美国市场也

是类似的，他在造就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他可能会消灭更多传统

行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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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我们看到整个 ICT 行业走向云计算以后，我们看到云计算每

多 1 块钱的收入，可能传统的 IT 和 CT 行业要少掉 5 块钱以上的这样的收

入，而云计算可能多 1 块钱的利润，传统行业可能会少掉 10 块钱的利润，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虽然从效率上它是极大的提高了整个行业的效率，但是

实际上从就业的角度，你会带来很多结构性的失业。但这也是我们看到美

国社会后期出现的矛盾，包括对于整个的工人的结构性失业，但实际上在

中国市场接下来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当然另外核心的驱动力，数字化传统劳动力实际上还是起到了很强的

替代作用。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首先实际上出现了整个的社会矛盾

的一个变化，进而推动了数字化进一步向下发展。 

另外半导体技术的发展，这里面底层的技术的可行性实际上也是非常

重要的。 

除了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之外，实际上整个的 5G 和云计算的发展也是

底层的基础上带来的非常重要的驱动力。 

另外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这里面我们看到的 AI 技术是越来越热，但

它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底层的技术积累，慢慢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不是

一夜之间忽然冒出来的，甚至今天我们谈到的区块链，这两年我们看到区

块链是建立了整个的从科技的底层向上发展的它的信任的基础，实际上整

个线上世界的，包括是整个数据的信任的底层，实际上是区块链它要去搭

建的一个东西，也是在这个时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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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时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如果没有区块链，我们的用科技搭起来

的世界可能搭一个三层高楼，但当区块链出现，它可能更像水泥或者是钢

筋，它有更进一步的粘合和信任的技术的支撑，可才有可能去搭一个 30 层

甚至 100 层的高楼，所以这时候这个节点上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底层技

术的变化。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涉及到像人力资本的储备，包括政策的支持

就不再赘述了。在现在这个阶段怎么去强调这个东西都不为过，当然还有

比如研究的投入，研发的投入。 

当前时点坚定看好科技板块 

对中国整个的目前的市场环境来讲，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跟 2015 年

的这一轮我们看到的互联网的革命，或者我们叫 To C 的移动互联网变化，

当前时点有什么最本质的不同？ 

如果让我来讲，2015 年那一轮实际上本质上还是一个互联网+的过程。

我们看到互联网技术出来以后，实际上对各行各业，尤其是像消费，像传

统的商业带来了一个很快的线上化的过程，实际上它对传统行业很多时候

确实是起到了替代，甚至是摧毁的作用。 

我们看到O2O的发展实际上对整个线下的商业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

但走到今天，我们认为最核心的接下来可能最重要的实际上它是一个产业+

的过程。传统行业实际上比 5 年前或者 6 年前，更加需要科技的赋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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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这次反复的讲是产业+就是把产业放在前面。 

这里面很多背景，包括我前面提到的社会矛盾的变化，劳动力成本的

上升，还有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公司，或者我们叫需求更

新、供给的不匹配。可能说起来比较拗口，去年有一个词叫做需求侧改革，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按照传统的商业模式，而是需求决定了供给。但是反过

来我们现在看到新技术下的推动，很多时候是供给决定的需求，而不是说

因为我有这个需求，我再去做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电影行业非常典型，我有好的内容我

才会去消费，而没有好的内容可能就不会消费，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需求

决定供给。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潮流玩具，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新业态剧本杀

等等。什么叫新消费，本质上它是有供给更好的、更高阶的内容，或者说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医美等等，它是很多程度从新的需求的角度来或者叫

供给的角度来挖掘需求的，这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社会矛盾也在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人口红利，或者说所谓的精神需求的上升，带来了对科技的

新需求。 

但更重要的是，当下大家可能需要理解的就是的所谓高新科技，没有

办法通过单纯的过去几十年的技术引进的方式来获取，这个时候我们应该

是无比迫切的需要进行自主的改革创新的，这也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34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