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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的转折点

疫情造成的影响

2020: 全球停摆

3.3%

全球GDP
降幅*2

日均生活费不足
1.9美元的人数*3

7亿人
全球累计感染总人数*1

（截至2021年5月）

1.7亿人
国际游客
骤减数量*4

10亿人次
全球旅游业
收入损失*5

$1.3万亿
无法上学的
学生人数*6

15亿人

1时代的转折点

新冠疫情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健康，也给社会及经济活动带来了巨大的

冲击。截至2021年5月，已有超过1.7亿人被感染，350多万人因此失去了

宝贵的生命。

在疫苗上市之前，只有避免与他人进行物理接触才能有效地减缓疫情

传播。因此，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都采取了紧急封城措施，而这对供需双

方都意味着严峻的考验。全球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退。2020年，全球

GDP下降3.3%，许多国家的失业率都大幅攀升。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

势的贫困人口的数量亦不可避免地再次增加。这次疫情导致全球极度贫困

人口增加8,800万，全球日均生活费低于1.9美元的人数超过7亿。

由于疫情之下的人口流动受到限制，全球化浪潮发生逆转。过去一年

中，国际游客数量骤减10亿人次，旅游业的总收入则暴跌1.3万亿美元。同

时，世界各地的学校也被纷纷关停，有15亿学生无法在线下教室接受教育。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而这些巨变同时发生在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

地区。因此，无数人的日常生活也遭到了干扰和破坏。

*1 世界卫生组织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 *6 世界银行 *4 *5世界旅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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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的转折点 1

2020: 应对危机
1

那么，人们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呢？

随着各个城市宣布封城或进入紧急状态，世界各地的诸多企业都采取

了居家办公的方式。例如，富士通在日本的8万名员工就在紧急状态宣言之

后立即进入了远程办公的模式。我们倾听了同仁们的意见，想办法从根本

上改善世界各地超过13万员工的健康状况。这促使我们采取了全新的混合

办公模式，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远程办公。

数字技术在这场危机的应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居家办公使得全

球的在线会议数量大幅增加。同时，在线购物行业也有所发展，全球电商

市场年营收增加了27.6%*1。 许多学校也开始提供在线课程。某所大学的高

层人士曾这样告诉我们：“之前讨论多年的方案，如今在一周内就得到了

落实。”

值得感慨和敬佩的是，世界各地的医务人员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纷纷

投身于治疗患者的工作中。疫情凸显了健康的重要性。企业也认识到客

户、员工及其家人，还有周边社区居民的幸福健康，是业务能够长久成功

和延续的基石所在。

*1内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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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的转折点

提供以人为本的价值

企业到全员

转折点的前方是什么？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将焦点放在人这一要素之上。长期以

来，企业多采用的是固化的业务架构，旨在提升效率、收入，并为特定利

益相关者贡献价值。但在未来，这将转变为更加灵活的办公方式和业务流

程。企业需要认清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为众多利益相关者贡献价

值，并肩负起社会责任。

迄今为止，企业喜欢将自己定义为B2C（企业到顾客）或B2B（企业到

企业）模式。但在新的时代，它们将变为B2E（Business to Everyone, 企业

到全员）模式，并让企业围绕“人”来运转。

B2E要求企业着眼于全员的需求，无论是员工、顾客还是广义上的社会

公民。B2E的要义在于：企业要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以人为本的时代

未来将会怎样？

B2E

公司

客户

合作伙伴

社区

投资者员工及
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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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转折点 1

应变能力

后疫情时代的要务

根据富士通的调查，企业领导者们认为应变能力（即对变化的响应能力）是

后疫情时代最需要优先应对的要务。许多企业领导者也注意到了业务流程自动

化、数据驱动的管理和提供无缝的客户体验（线上与线下结合）的重要性。此

外，以人为本的管理（授权赋能）、目标驱动的管理、客户和社区的信任、生态

型商业模式也受到了重视。

根据我们的调查以及对企业领导者们的采访，我们归纳出了塑造新世界的五

大趋势。接下来我们将对描述企业变革方向的四大趋势，以及支撑及加速上述趋

势的第五个趋势进行介绍。

在后疫情时代的新世界

有哪些优先要务？

业务流程

自动化

数据驱动的

管理

目标驱动的

管理
以人为本的

管理

客户和社区的

信任

生态型

商业模式

提供无缝的

客户体验

新世界中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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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的转折点

• 办公室和家庭、现实与虚
拟、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界
日益模糊

• 发掘人的潜力，改善健康状
况

无界生活

• 可持续发展对企业的重要性
与日俱增

• 对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已成
为企业成功与否的标志

可持续发展优先

•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要转
而重视应变能力，而非只看重
效率

• 基于实时数据的灵活管理

寻求应变能力

• 生态系统会成为其创造商业
价值的关键机制

• 成功将取决于生态系统的各
部分能否协力创造体验

商业生态系统

• 在使用科技时遵从诚信与道德
准则，促进与人合作的自动化

• 基于预测的商业活动将成为主
流

可信自动化

五大趋势
1

3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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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的转折点

可持续发展优先

气候变化的挑战正威胁着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打造人人皆有机会的

公平环境”已经成为企业再也无法忽视的紧迫议题。

疫情改变了企业领导者们的思维。在我们的全球调查中，78%的企业

领导者表示：因为疫情，“为社会贡献价值”的重要性有所提升。我们还

发现71%的企业打算增加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以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客户、员工、周边社区以及他们所在

的整个社会，都愈发要求企业采取符合道德的做法，并投入更多精力来应

对环境和社会挑战。

业务目标需要与社会目标相符。目标有着关键性的意义。企业以此目

标为导向，可以保持对客户、员工和广大社会的密切关系。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艰难的挑战呢？在我们的调查中，91%的企业领

导者告诉我们：数字化转型帮助他们贡献了社会价值。数字技术已经迅速

成为推动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和广泛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

78% 新冠疫情让企业更加重视对社会的贡献。

打算增加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

以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71%

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贡献社会价值。91%

环境和社会问题正日益严峻

可持续发展是管理中的优先要务

气候变化 老龄化社会 不公平现象
食品损失与
浪费

问题

 你所属的企业将在推动可持续业务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

作用？

 你该如何让“为社会贡献价值”成为你的企业运营策略

的一部分？

1
海洋塑料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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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的转折点

寻求应变能力

企业需要能够在前所未有的持续变革环境中维持经营。此次疫情除了

给人们带来了一生难遇的重大冲击，还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动荡和持续变革。

在混乱之中，新的管理要务纷纷涌现。在我们的调查中，应变能力被

认为是企业在后疫情时代中最重要的目标。在过去的世界里，企业都只关

注自己的经营效率，尽量提高产出，并降低成本。但现在，我们需要更重

视应变能力，而非效率。

应变能力与适应能力密不可分。在我们的全球调查中，那些有效应对

了疫情的企业分享了他们之所以能成功的三大原因。首先，他们灵活地应

对变化。其次，他们已经实现了业务数字化，或者已经加快了数字化的进

程。最后，他们将员工健康视为重中之重。

在这个难以预料的时代，必须要有灵活转型和以人为本的管理能力及

企业文化。此外，人们还要能感知企业之外的事态，要运用实时数据，而

不能依赖过去的经验。

1 49%灵活地应对变化

企业得以有效应对疫情的原因

已经实现了业务数字化，或者已经加快
了数字化的进程，从而做好了准备2 42%

将员工健康视为重中之重3 40%

 为了提高你的企业灵活性，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哪些数据有助于你感知企业之外的事态变化？

2

8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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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的转折点

无界生活

工作和居家生活以前是完全分开的两部分。然而在2020年，家取代了

办公室，成为了主要工作场所。根据富士通的全球调查，三分之二的企业

表示，他们的员工有40%以上的时间都采用远程办公模式。

当然，远程办公也带来了各种新的问题。人们该如何有效地协调和协

作？怎样才能管理好远程办公的员工？很明显，人才依然是企业最重要的

财富。在我们的调查中，89%的领导者表示，员工健康对于企业的中长期

业绩有着重大影响。

随着我们越过转折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将会怎样？在我们的调查

中，半数以上的企业预计到2025年，其远程办公的员工比例将超过40%，

即使那时疫情或许早已结束。管理者们预计混合办公模式将成为常态，人

们不会再回到传统的办公室里。

现实与虚拟、办公室与居家的概念正在融合。我们的城市受到了哪些

影响呢？在疫情期间，东京的人口连续八个月减少，实属史上首次。随着

人们选择远程办公，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其它国家。一些公司正将其办

公室迁出城市中心区。我们将有机会重建一个更加去中心化的社会，让人

们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办公。

转向混合办公模式

 混合办公将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该如何应对其中的风险？

 如何运用技术来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

0%
5%

10%
15%
20%

疫情前

2021年
2月

2025
预计

公
司
数
量
（
在
总
数
中
所
占
比
例
）

远程办公的员工比例
办公室 远程

0%
5%

10%
15%
20%
25%
30%
35%

0%
5%

10%
15%
20%

1/2

2/3

1/4

O% 1%-10% 11%-
20%

21%-
30%

31%-
40%

41%-
50%

51%-
60%

61%-
70%

71%-
80%

81% +

O% 1%-10% 11%-
20%

21%-
30%

31%-
40%

41%-
50%

51%-
60%

61%-
70%

71%-
80%

81% +

O% 1%-10% 11%-
20%

21%-
30%

31%-
40%

41%-
50%

51%-
60%

61%-
70%

71%-
80%

8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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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的转折点

商业生态系统

转变为生态型商业模式
共同打造以人为本的体验和社会价值

在工业时代，企业会在各个垂直行业内围绕打造以供给为本的价值

链，生产标准化的产品。

然而数字化正迅速地打破垂直行业之间的藩篱，将其替换为生态系统

模式：各个企业共同提供服务与体验，并围绕人的需求和生活方式来经

营。例如，金融服务业正不断融入教育、医疗、日常购物或房地产交易等

其它类型的服务，从而让自身变得“透明”。汽车行业正在转变为出行服

务。跨行业生态系统让这种转型得以实现。

疫情则大幅加速了数字化进程，让这种转型变得愈发不可逆转。在新

的世界中，具备数据和数字技术的生态系统正成为业务的主流。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在“可持续发展优先”的趋势中，我们

将目光投向环境和社会问题。许多国家的政府、许多行业的公司和消费者

都面临着这些困难的挑战。只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解决这类系统性挑战

的。必须要基于透明、可靠的数据，采用生态系统的应对方式。在一个能

够共创价值的新社会中，我们需要分享愿景。

大众市场

以供给为本

数字生态系统

体验和
社会价值

以人为本

 你的生态系统包含哪些企业或行业？

 你需要哪些数据才能维持并成功地发展生态系统？

4

标准化
产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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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的转折点

基于数据和自动化

技术和数据推动并支撑着上述四大趋势。在后疫情时代，数据在业务

流程中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们的调查中，79%的企业表示：

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对数据的运用是一大关键；另有83%声称：若

要在未来保持竞争力，基于数据的管理必不可少。

在新的世界中，企业将如何运营？我们的调查发现，82%的企业领导

者计划加大对自动化的投入。此外，44%的企业领导者希望在2025年时，

自己能有半数以上的人工流程实现自动化。

在这种基于数据、高度自动化的业务流程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与

技术的协作方式。这两者之间自然会有矛盾，包括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

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道德对于优秀的管理来说不可或缺，而技术

必须得到人的信赖。人和技术需要携手解决社会问题，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添砖加瓦。

可信自动化

 怎样才能确保信任和道德被融入自身的自动化方案中？

 怎样才能在人和技术之间构建更加稳固的协作关系？

83% 若要在未来保持竞争力，管理必须以数据为支撑

计划加大对业务流程自动化的投入82%

44% 2025年，现有人工业务流程将有50%以上实现自动化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25年时预计实现自动化的业务流程
（占当前人工流程的比例）

受
访
公
司
数
量
（
在
总
数
中
所
占
比
例
）

44%的受访者

人工 自动化

O%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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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的转折点

调查概览

目标国家

行业

企业

受访者

样本数

方式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新加坡、中国

制造、运输、批发/零售、金融服务、医疗保健、政府

员工数超过100人，去年营收逾1亿美元

CXO和决策者

1,200 

在线

富士通所开展的本次全球调查，旨在了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情况，以及企业领导

者在特定战略领域的计划。

该调查从2021年1月持续到2月，以9个国家、6个行业中的1,200位企业领导者为
对象展开。调查结果在新冠疫情导致的营商环境变化方面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Fujitsu Technology and Service Vision 2021》中的数字来自605家企业的反馈，其
中不包括纯在线服务类企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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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通株式会社

邮编105-7123 东京都港区东新桥1-5-2

汐留City Center

电话：03-6252-2220（总机）

0120-933-200（富士通热线）

https://www.fujitsu.com/cn/

关于商标

本手册中记载的产品名称等固有名词均为各公司商标或

注册商标。

关于未来的预测、预料和计划

本手册中，不仅记录了富士通集团过去和现在的事实，

还包括有关未来的描述，这些均以描述当时所得到的信

息为基础，不排除不确定性。故未来经营活动的结果或

所发生的事项可能与本手册所刊载的内容不同，富士通

集团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敬请各位读者周知和谅解。

未经许可，不得复印，复制及转载《Fujitsu Technology 
and Service Vision》部分或全部内容。

©2021 FUJITSU LIMITED

2021年6月发行


	スライド番号 1
	スライド番号 2
	2020: 全球停摆
	2020: 应对危机
	スライド番号 5
	新世界中的要务
	スライド番号 7
	可持续发展优先
	寻求应变能力
	无界生活
	商业生态系统
	可信自动化
	スライド番号 13
	スライド番号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