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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饺、豆皮一锅 15 分钟，蒸饺 20 分

钟，热干面烫一碗 2分钟。”湖北武汉的王女

士把早饭的火候算得一清二楚，她家离附近

的新零售智慧餐厅步行距离约为 15 分钟，

早上出门前用手机点一份蒸饺，人走到取餐

柜前，早点就在柜子里了。提前下单、免排队

正是新零售带来消费者的新体验。

从“无人超市”到“半小时送达”，从“三

公里内理想生活”再到“新零售之城”，在即

将过去的 2018年，这些曾经新鲜的词汇已

经融入不少人的日常。有统计显示，2018年

新零售消费的占比已经达到 22%。如今，以

零售和制造融合为代表的“新零售＋”已站

上新的风口。

变革与探索：
新零售两年考喜忧参半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 2018 年零

售业的发展，我觉得应该是‘变革’。每一种

模式的零售业都在寻求变革。”大商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大商天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

裁刘思军对记者说。

这一年，电商巨头加速布局零售业。阿

里提出打造“新零售之城”，孵化出的超级物

种———盒马在 16 个城市的线下店已超过

100 家，主打生鲜百货 1 小时送达的“淘鲜

达”已开通 269 个城市，660 家线下商超门

店；腾讯“智慧零售”旨在做零售商的数字化

助手，以数字化手段助力零售业转型升级，

与永辉、家乐福、沃尔玛等零售巨头建立深

度合作；京东生鲜食品超市 7FRESH启动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开店进程。

这一年，新零售为线下商业企业带来新

的想象空间。无论是银泰百货、还是王府井

百货、天弘股份，都在发力数字化、体验式、

供应链，呈现营收及利润双增长态势。以苏

宁为例，在智慧零售大开发战略的强力推进

中，2018 年苏宁累计新开店面近 7000 家，

其中仅苏宁小店就近 2900 家、苏宁零售云

近 1900 家，此外还有苏宁红孩子、苏宁极

物、苏宁易购直营店，大润发、欧尚合作店

等。

这一年，全国数十城市明确表态要推进

新零售发展，并借机打造“新零售之城”。

这一年，也有一些企业在转型失败后陷

入利润下滑、财务负担增加的困顿，亏损中

举步维艰……

“对于新零售业内的企业而言，2018 年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新零售这个概

念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很多企业也在做尝

试。忧在于，尝试中已经有些企业遇到了困

难，发展瓶颈显现。”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

教授、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强告诉记

者。

创新与融合：
“新零售＋”站上新风口

一位业内分析师对记者说，2016年新零

售更多停留在概念层面，2017 年是新零售

“跑马圈地”的一年，2018年则是新零售快速

扩张和迭代的一年，现在大家对新零售市场

的认识也更趋于理性和成熟。

两年多来，新零售一直在摸索与思考中

前进，既有资本涌入的热闹，也有投资失败

的冷静，既有科技、电商巨头的跑马圈地，也

有部分企业的逐渐没落。

在王强看来，发展热潮中也需要一些冷

思考。“无论是叫新零售，还是智慧零售，无

论是线上线下融合，还是对传统的改造，不

管哪种模式，都无法脱离零售业的本质。”他

说，“零售业本身是个辛苦的行业，向消费者

提供产品和服务，赚取差价，这是行业特质。

和风险资本快速变现的逻辑完全不一样。这

也是失败的企业最值得反思的地方。”

业内有一点共识是，以数字化和数据驱

动来实现成本控制和效益增长。”刘思军说，

展望 2019 年，希望有一些可持续的模式出

现，但科技应用和大数据应用是标准配置。

多位业内人士也对记者表示，2019 年新

零售企业在市场中“优胜劣汰”的趋势将更

加明显。

事实上，一些新的探索已经开始。业内

开始思考，新零售有没有可能溢出零售的边

界，新零售想象力的边缘是否存在于制造

业。以零售业与制造业等其他行业的融合为

代表的“新零售＋”开始站上新的风口。

例如，“淘宝心选”正试图借助淘宝大数

据资源，实现以消费者偏好定制来引导生产

制造端，淘宝“天天特卖”启动数字化工厂改

造计划，深入制造端，用数字化改造的方式

提高工厂规模化生产效能。“未来 3年，我们

将打造 1万家天天特卖定制工厂。”淘宝天

天特卖总经理唐宋说。

展望与崛起：
迎接新消费红利时代
是创新还是坚守，以哪种模式创新，成

为每个零售企业思考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

是，数据驱动和科技应用的趋势已经成为共

识，伴随消费升级的推进，零售业正在准备

迎接新消费崛起的时代。

尽管统计口径不同，来自不同机构的数

据均显示出，新零售将开启万亿级乃至十万

亿级市场空间。市场研究咨询公司英敏特数

据显示，2018 年，新零售在中国消费者商品

零售总额中的占比将达到 22.4%，这一占比

相较于 2013 年的 8%，近乎翻了三倍，预计

到 2023 年占比将增至 33%。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2

年中国零售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

分析报告》预测，未来几年新零售交易规模

年复合增长率将达 115.27%，到 2022 年，市

场规模将突破 1.8 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网上零售额 80689 亿元，同比增

长 24.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62710

亿元，增长 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为 18.2%。

有业内专家指出，新零售发展潜力巨

大，将为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一方面，新零售推动了消费增长、带动了

消费升级；另一方面，新零售能够在消费领

域异军突起，也正是基于我国消费稳步增长

加快升级的背景。

专家指出，一个“新消费时代”正在到

来。95后消费群体的崛起、三四线城市消费

潜力的发掘等，在不断迭代的商业基础设施

和互联网等继续迅猛发展的助推下，都将释

放新的消费红利。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研究员陈丽

芬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消费升级的

步伐从未停止，当下迎来了消费升级的窗口

期，消费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2018 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内部能量

积累到位，外部压力扑面而来。这一年，注定

要成为我国消费升级的历史元年。”她指出。

据《经济参考报》

“新零售+”站上新风口
新零售万亿市场开启新消费时代

当智能机器人来敲门

最近，北京一家新开业的智能餐厅成了

“网红”。在这家餐厅，不仅各类菜品由机器

人掌勺，点餐、结账也都是机器人做主角。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智能机

器人产业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作为全球第一

大工业机器人消费市场及第一大潜在的服

务机器人市场，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未来的

路怎么走？专家表示，应抓住智能机器人产

业重塑的机遇，集中优势资源，突破核心技

术，在新一代机器人研发和应用上掌握先

机。

机器人广泛应用
这是一间大约 100 多平方米的餐厅，

“北京首家没有厨师的智能餐厅”的名号吸

引了众多食客上门。

一进门，可以看到两台电子点餐机，顾

客可以直接下单，省时省力。店面尽头靠墙

摆放着 7台类似冰箱的机器，所有菜品都是

由这 7 位“大师傅”烹饪而成。工作人员介

绍，这款智能炒菜机器人的菜谱来自著名烹

饪大师和系统工程师组成的菜谱研发团队。

通过编程操作，该智能机器人能够实现自动

放料、自动炒菜、自动清洁等功能。对于一些

食客的特殊需求，机器人也能进行个性化设

定。

不仅是在餐饮行业，智能机器人已经在

很多领域大显身手。比如，擦玻璃机器人可

以轻松擦拭百层楼的室外玻璃；汽车点焊机

器人完成一台汽车的焊接平均用时不足一

分钟；乒乓球机器人能够自动判断你是高手

还是初学者，动态调整自己的能力水平，帮

助你快速提高球技。

“智能技术的应用带动机器人产品功能

与性能的显著提升，驱动智能机器人产品被

应用于更多新兴领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工程师刘棣

斐表示，除了被运用到传统的汽车、金属等

加工行业，面向家居、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智

能服务和特种机器人也开始步入大众生活

之中。

智能机器人的应用热潮也带动了产业

规模的持续高速增长。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统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从 2013 年

起一直稳居世界第一，预计 2020 年中国市

场在全球范围内所占比重将超过 40%。

新技术提升智能
要制造一个能跑会跳、能说会道、能与

人沟通互动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并不容易，背

后需要强大的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

积累和突破。

例如，智能机器人观察外部的“眼睛”通

常是一台摄像机，科学家需要在人脸、人体

的识别和图像分析方面进行大量研发创新，

才能使机器人识别面孔、手势、障碍物等。而

智能机器人进行思考的“大脑”，其实是一台

超级计算机，这又需要云计算、云存储与互

联网技术的结合。专家表示，机器人尤其是

智能服务机器人需要具有人的动作、行为、

想法以及各种能力，其中的技术研发牵涉众

多科学与工程学科，包括机械和电气工程、

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脑科学、

仿生学、控制学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智能机器人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刘棣斐表示，尤其是图像

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

技术的实用化突破，带动了机器人感知、交

互、决策能力的显著提升。当前，基于高达

99.55%的人脸识别准确率、超过 97.35%的

人眼识别率以及 97%以上的语音输入辨识

成功率，机器人已经具备了“看得见、听得

懂”的技术条件；与此同时，伴随着深度学习

和无监督学习的逐步应用，机器人还会具备

更为关键的“思考”能力。

伴随着技术和市场变革，智能机器人产

业新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补短板巩固优势
随着智能机器人产业日益红火，美国、

日本以及欧洲各国纷纷出台了智能机器人

战略规划。中国同样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

展，从《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再到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一系列支持机器人产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接连出台。此外，各地也

纷纷提出了智能机器人产业园的相关规划，

推动产业化应用迅速落地。

专家表示，国内对机器人市场的巨大需

求、强大的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和完整的机器

人产业链条，是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

优势；短板则在于基础技术能力不足、研发

设计经验欠缺、产业竞争力相对不足和智能

机器人市场存在“虚火”等。

“我国智能机器人的发展需要扬长避

短，在‘补短板’的同时，筑牢发展基础。”刘

棣斐建议，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和新应用领域

布局，瞄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聚焦

当前处于“并跑、领跑”的领域发力，构筑和

巩固自身竞争优势。

“现在一定要集中资源，在下一代机器

人上实现突破，否则旧的短板没补上，新的

短板又出现。如果新一代机器人无法实现突

破，或者发展方向出现偏差，我们未来可能

会丧失更多机会。”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

公司总裁曲道奎说。

据新华网

XINWENFENXI新闻分析

陕西杨凌自 1997 年成为我国第一个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来，他们长期致力于为

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探路的“国家

使命”，把农业技术推广课堂搬到农田里，把论

文写在土地上。20多年来，杨凌通过“场站示

范”方法，打造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旱区农

业创新推广体系，使我国旱区农业取得突破性

发展。

打通农科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创新，是历史的传承。1929 年陕西关中地

区遭遇自然灾害，西农大的前身西北农林专科

学校筹备创建时，就“未建系组，先办场站，未

开课程，先抓科研”，初步形成了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的雏形。

杨凌示范区成立后不久，西农大与宝鸡市

合作，选派了学校 28位农业专家，在宝鸡 12

个县区建起了 32 个各具特色的农业专家大

院。西农大校长助理霍学喜说，首席专家直接

将新成果带到示范园，通过咨询、培训、指导为

当地培养科技骨干和新型农民。

“‘专家大院’建立了一条使科技直接进入

农户的新通道，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仅在 1999至 2003年的四年间，‘专家大院’就

直接转化科技成果 65 项，引进和培育农业新

品种 101 个，示范推广新技术 55 项，带动 70

万农户累计增收 6亿多元。”霍学喜说。

从 2004 年开始，西农大进一步创新了原

有的农业科技推广方法，中央财政每年 2000

万预算投入，学校开始在相关产业的主产区内

布局示范场站。与“专家大院”不同，“场站示

范”方案克服了“专家大院”科研服务范围

小、持续发展能力弱、专家学科方向单一、

设施条件保障不足难以接纳多学科专家团

队长期驻站工作等缺点，优化了杨凌原有的创

新基因。

坚守，只为让群众致富

在西农大位于陕西眉县的猕猴桃试验站

里，53 岁的陕西省猕猴桃产业首席科学家刘占

德钻在温室大棚中，手里拿着几个不同品种的

猕猴桃和几根枝条反复比较。他介绍说，发现

和培育成功一个猕猴桃新品种至少需要 10

年。为了不错过果子在生长环节的每个重要数

据，他的团队无论严寒酷暑，每年绝大部分时

间都要在试验站里坚守。

从当年“坐机关”的海归，到如今每天与田

野为伴，刘占德或在田地里试验培育新品种，

或去农民的果园中实地指导种植。“咱是搞农

业出身，要把论文写到群众身边，这样才有意

义。创新归根结底是要让农民得实惠。”刘占德

说。

9年间，刘占德陆续收集了 27个猕猴桃品

种或变种、2000 余份种子材料，研发出一套优

质壮苗快速繁育体系,果园从建园到达产的时

间缩短两年。团队培育的脐红、农大金猕等 4

个新品种，因果型漂亮、抗病丰产,累计推广近

10万亩,带动了一大批专业大户发家致富。

像刘占德一样，杨凌还有很多“当代后稷”

将创新的大文章写在土地里。数据显示，西农

大近年来在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先后建立了包

括小麦、玉米、蔬菜、苹果、猕猴桃等在内的 26

个实验示范站和 45 个示范基地。2017 年，杨

凌的旱作农业技术在全国示范推广面积达

7186.98 万亩，示范推广效益 212.22 亿元。

让创新永不止步

不光是农技方面的推广和创新，近年来，

杨凌示范区还积极推动行政审批制度、商事制

度改革，聚焦自贸试验片区先行先试优势，以

“店小二”的精神和服务，推动企业注册提速，

推动投资、贸易制度便利化。

今年上半年，杨凌新增企业 656 户，同比

增长 14.81%。杨凌示范区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3.62 亿元，同比增长 78.9%，增速在陕西省处

于领跑位置。充分发挥示范区在农业科技、教

育和相关产业上的优势，建设面向丝路沿线国

家的现代农业国际合作、农业技术创新研发和

农产品加工贸易集聚区，成为杨凌人新的努力

方向。

“杨凌和西农大未来创新一方面是向农业

生产的上下游领域延展，探索涉农院校深度参

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方式，另一方面是进

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

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西农大党委书记

李兴旺说。

据新华社

把创新文章写在群众身边———
解码中国“农科城”的别样创新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