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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一句话：“除了上帝之外，任

何人都必须用数字说话。”

数字、数据，我们每天都在接触。数

据可以指导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产生自觉

理性行为。如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2 月，我国 CPI 创 10 个月以来新

高，同比上涨 3.2%。这个数据超过了人们

预期，不仅显示出今年沉重的通胀压力，

而且预警了今年可能出现的滞涨状况。

我们对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要做好迎

接物价快速上涨的准备，第二个反应是要

多赚钱或者省吃俭用。

我们每天也都在“制造”数据，不说别

的，就说当我们每天用电脑和手机发邮

件、看新闻、买东西时，制造商和软件公司

如联想、三星、微软、谷歌都在收集我们的

数据，据此进行分析比较，然后改进他们

的下一代产品和服务。因此，个人隐私在

你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数据被第三方

掌握了。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讲到过，历史学家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提出了一

个核心词汇“数目字管理”，指出中国失败

的原因无关道德和个人因素，而是在技术

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数目字管理”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对管理者来说至关重要，市

场的预测和分析、销售策略和价格的制

定、人工成本的控制、资金的周转、破损率

的降低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等，都需要由

严谨可靠的数据分析来支撑。由此可见，

数据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人们熟知这两个故事：美国一个超市

发现超四成的爸爸在买婴儿尿布时会顺

便带走啤酒以解馋，故超市把尿布与啤酒

摆在一起捆绑销售，结果大获成功。另一

个故事是一位美国中年男子发现一个超

市向他的高中生女儿邮寄了婴儿服饰，要

求超市道歉。但超市说，根据他女儿几个

月来的购物喜好，推测她女儿怀孕了。父

亲质问女儿，女儿只好坦白说她真的怀孕

了。故事真假不得而知，但数据的威力由

此可见一斑。

其实，数据的收集、分析、开发并不仅

仅可以辅助管理运营，还完全可以单独成

为一门生意。慧聪网就是一个例子。

据《21 世纪经济报道》3 月 12 日文章，

华为正在和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天猫合

作，在 3 月推出首款 C2B 智能手机。这款

手机的产品设计、研发，就是以天猫、淘宝

网的海量用户调研数据作为基础定制生

产的。每天访问天猫和淘宝的人群过亿，

这中间就产生了看似杂乱无章但实为宝

贵的消费者数据，但天猫没有简单地把数

据结果交给华为，而是双方一起参与分析

和研究，挖掘隐藏在其中的共性，即大多

数消费者的具体需求。在这里，天猫的数

据成了货真价实的商品，甚至待价而沽。

并非只有 IT 男才有资格谈论数据以

及它可能带来的大生意。会展界就出了

一个看好会展数据、对“会展云”无限向往

的年轻人。他就是北京雅森国际展览有

限公司总经理谢宇。在 1 月份召开的第

九届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上，谢宇

与重庆巴南区签订了雅森会展云中心项

目，双方将共同启动建设国内首个会展云

中心——雅森会展云中心，该项目占地约

20 亩，预计在 2015 年初建成。建成后，它

将是全球首个、中国最大的会展云中心，

投入使用后每年可产生超过 20 亿元的收

益。我就此特地请教了谢宇，谢总对此

雄心勃勃：“ 通过会展云中心，全球的商

家和买家都可以接触，即便没有场地等

硬件也可办会展，实现会展业新商业模

式的突破。”

互联网、物联网……各种新技术应运

而生，但谁掌握了数据，具体到会展业就

是主办机构、参展商、参会者、观众和买家

的真实有效数据，谁就拥有无可争议的话

语权。“数据为王”已经不是一句空话。

（作者系国家会议中心总经理）

会展大咖秀

关于数据的遐想

■ 刘海莹

■ 本报记者 范易 修河

博鳌亚洲论坛 2013年年会于 4月 6日至 8日在

海南博鳌举办。本次年会的规格和规模均创历年

之最，引发关注。论坛首次齐聚五大洲政要和议

题，增设非洲和拉美等分论坛，这一亚洲舞台正发

出越来越多的世界声音。

此次年会的主题为“革新、责任、合作：亚洲

寻求共同发展”。4 月 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偕夫人彭丽媛出席论坛开幕式。此外，还有 7 位

总统、3 位总理、2 位议长及 1 位联合国大会主席

参会。

日本《产经新闻》认为，博鳌是中国谋划的亚洲

版“达沃斯论坛”，创建了中国政府主导下的非政府、

非营利国际组织。

首次齐聚五大洲政要

空前的嘉宾阵容使本届年会成为亚太乃至

全球关注的焦点。在来自全球 43 个国家和地区

的 2500 多人确认参会的同时，还有千余名中国

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记者和 150 多名外籍记者

到会采访报道。

据报道，此次论坛首次齐聚五大洲政要，讨

论的议题也首次覆盖五大洲，这是历届论坛规格

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年会。

据悉，本届年会围绕主题共安排了 54 场讨

论，数量较 2012 年增加了 1/4，同一时段最多有 5

场平行讨论。讨论形式从分论坛、圆桌会议、夜

话到闭门会议、午餐和晚餐讨论，与往年相比互

动性更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在现场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此次论坛规格高、规模大有三方面

原因：一是世界各国与亚洲国家合作的兴趣和重

视程度增加；二是各国政要希望加强与中国新一

届领导层的接触；三是中国发展势头非常好，各国

都希望与中国加强全方位合作。

亚洲舞台发出世界声音

此次年会首次增设非洲分论坛，媒体称“这

是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以来更多关注区域外议题

的体现”。除“非洲：古老大陆的新崛起”分论坛

外，论坛还讨论了“拉美：新大陆的再转型”、“重

振欧洲的核心竞争力”、“大选后的美国与亚洲”

等议题。

大幅“扩张”议题，博鳌亚洲论坛这个设在亚

洲的舞台正朝着逐步发出越来越多世界声音的

方向迈进。

清华大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庆安

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此次年会增设非洲

和拉美分论坛有重要意义。首先，这意味着亚洲

将打开视野，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

联系。同时，此举将推动亚洲各国更好地探索与

非洲、拉美在经贸等各领域的合作，因为拉美、非

洲与亚洲早期的发展有很大相似之处，且有很强

的互补性。

公共外交走上前台

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称，应中方邀请，

此次论坛举办前后共有 7 位外国元首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3 位外国政府首脑对中国进行正式

访问。其实，每年都有外国领导人在论坛举办之

际访问中国。

除现任政要外，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也是众多

国家前政要聚首的机会，一些重要国际组织负责

人也频频现身。此外，每年的论坛年会还吸引多

国商会组织、慈善机构、跨国公司负责人、知名学

者、青年领袖等各界人士与会交流。

此间有媒体认为，博鳌亚洲论坛虽为一个国

际性的民间经济论坛，但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公

共外交大平台。

“公共外交首次写入中共党代会报告，足见

中国执政者对公共外交的重视。”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就是个很好的公共外

交平台。

在论坛关于“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的主

题对话上，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表示，时

代呼唤中国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要想获得成功

有几个要素：一是凡是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的中

国人都要有公共外交的自觉性；二是表达公共外

交就是表达自己真实的中国故事，不必特地去

“整容”。

在回答记者提问中国开展公共外交会遇到

哪些挑战时，赵启正表示，某些障碍的因素是在

语言和信仰方面。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国人有

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这是多样性的。

他说：“在我们做公共外交的时候，这种信仰往往

会成为障碍，但一旦交流，说清楚了，这种障碍就

可以跨越了。所以，公共外交活动一定是跨文化

的活动。”

博鳌亚洲论坛
炼成亚洲版“达沃斯论坛”

会展关注

1.“诚信，不在言语多少，而是要

做到。”在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上，星

云大师与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

乐对谈“诚信的力量”。

2.“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一块

硬币的两面。”参加博鳌亚洲论坛“虚

拟经济 vs 实体经济：新兴经济体的

平衡挑战”分论坛的代表认为，虚拟

经济要与实体经济有机结合，才能更

好地为世界的福利增长作出贡献。

3.在博鳌亚洲论坛“移动互联：热

点的‘冷’思考”分论坛上，有关微信到

底该不该收费、该向谁收费等问题引

发热议。

4.比尔·盖茨来华参加了博鳌亚

洲论坛，他谈到如何做慈善时表示，

美国是用商业模式经营慈善事业。

他希望这样的工作方法可以应用到

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

5.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

在博鳌亚洲论坛“ 公共外交与跨文

化交流”分论坛上表示，中国公共外

交就是表达真实的中国故事，不必

特地去“整容”，只要“洗干净脸”就

可以了。

6.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博鳌亚

洲论坛上表示，中国在未来 20 年还

将维持8%的增长潜力，而这种潜力能

否变成现实，取决于是否继续改革。

7.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在博

鳌亚洲论坛“共同发展：教育的使命”

分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教育太想着全

面而缺乏对教育本身的思考，而美国

教育体制的优势就是批判性思维。

两者可以互相借鉴。

本报记者 范易 摄影

11

22

33

44

55

66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