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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随着互联网加强了‘连接’，现在个体的力量愈来愈被放大</p>
<p>用唐骏的话说‘创造价值和转播价值’，而转播价值的平台，逐渐在资本的火拼中统一成了最后
一个‘大家’，做平台永远是劳民伤财的，不仅拼钱拼精力，最后成就的也就是那么一家</p>
<p>但很显然，那些可以‘创造价值’的个体，被放大了很多的空间</p>
<ul>
<li>淘宝：放大了商品贩卖者（俗称小贩）的能力，商品流通从此没有了地域障碍，小贩们的市场被
开了</li>
<li>饿了么等外卖： 放大了餐饮小店的能力，从此门面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了，只要烧的好，销量也能
放大了</li>
<li>一些服务型的 app（家政，按摩，每家等），放大了手艺人的能力，好的手艺当然要多用咯</li>
<li>打车软件： 放大了出租车，私家车的接客能力，增大了接客的便捷性</li>
<li>起点为首的小说网站： 放大了个人写小说的能力，不用像以前必须出版才能接触到大众</li>
<li>优酷土豆 YY 斗鱼等： 放大了自媒体的能力，只有你有创意能娱大众，就有相当的关注</li>
<li>二手车，赶集网等其他对个人交易或者能力有放大的交易平台，像众筹这样的虽然没有放大个人
能力，但是却放大了企业融资的能力</li>
</ul>
<p>注：我写文章不喜欢写结尾的标点，因为 javascript 结尾可以不写‘；’的，但是会写‘，’号
主要是可以逼死处女座</p>
<p>有时候觉得趋势这个东西在某个时刻也并非难以预测，比如 YY 火的时候，大家就应该想到某一
视频直播会火；看到打车软件火，那像家教这种（现在貌似没特别突出的）一定也会火一个</p>
<p>那么核心问题来，作为程序员一直向往的‘接包’平台，能不能也能像其他平台一样，放大个体
能力并且极大地‘收益’呢？（问号还是要打的，加强语气）</p>
<p>以大家的以往的经验来讲，这实在显得比较困难，我们以 V 和 D 举个列子</p>
<hr>
<ul>
<li>假设他们两个在斗鱼直播打 Lol，可以是 V 打，D 解说，按照 D 的幽默口才和 V 的吸引力，以
昆明背景的代入感，周末用心直播个一两天，小 d 的奶粉钱分分钟钟就来了，辛苦对比汇报相对简单
/li>
<li>假设 D 和 V 去接一个众包的项目（在没有朋友介绍的情况下，我这里强调是平台所能提供的）
首先价格会被压的很低,因为各种工作室都有现成的模版，接到项目首先就不容易；其次就是时间和劳
的花费了，其他做过的人也知道，还是挺辛苦的，付款的时候还会拖延种种等，实在是费劲</li>
</ul>
<hr>
<p>总体来说 D 和 V 接一个项目（平台上获取），还不如直播 lol 来的赚钱，况且后者还算是自己
了一天:smile:</p>
<p>就起真正的原因，为什么软件众包一直很难火起来，我大概还是觉得还是因为卖软件毕竟是一个
程化的东西，牵涉到大量的信任，沟通，协调，交付等，程序员的个体的编程能力只是在这一系列的
程里面的一小点而已，所以要放大是很困难的；还是一个小型团队各司其职，才能放大一点个体的能
吧，但这样团队的个性就比较模糊了，个体的能力放大可以伴随着个性的多元化的迸发，而团队则必
牺牲点个体的个性</p>
<p>所以软件众包，对个体来说，几乎起不到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一切还是按照软件工程化的团队思
在协作，小团队会有发展的空间</p>
<p>但真的很难做到像其他手艺人那样，-------平等自由奔放</p>
<p>但程序员比较也是社会稀缺的手艺人，最终会演化出一个怎样的效果呢？很好奇</p>
<p>写的比较快，错别字请绕过，句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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