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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精巧地不老实

新民随笔
    今年“双11”已经是第13个“双

11”了，你还“剁手”吗？无论如何，
“双11”依然是一年中规模最大的

电商促销活动，不仅平台和商家
“火力全开”，无数消费者也希望通

过“双11”清空等了一年的购物车。
今年，直播在“双11”促销的占比继

续上升，围绕直播的话题和争议也

层出不穷。

数据存疑
“双11”早已不是指11月11日

这一天，而是一个漫长的购物季。

早在10月初电商平台和商家为“双
11”预热时，就有一种声音：“直播

带货干掉了‘双11’，‘双11’已经是
强弩之末”，理由是“双11”本来就

靠低价吸引人，而现在直播间一年

365天在打折，“消费者已经不需要
‘双11’了”。

这种说法显然是夸大其词，因
为直播本身就参与“双11”，大小主

播也把“双11”当作一年中最重要
的一仗来打。到了10月20日各大平

台开启“双11”预售，“风头最劲”的
依然是直播，“李佳琦、薇娅一天卖

了约200亿元”的消息铺天盖地。事
实上，这些数据本身就存疑，比如

李佳琦所在的公司美腕就在声明
中表示，“目前市场上各研究机构

涉及美腕及李佳琦的销售等数据，
均非我司提供，也不是事实数据。”

而且，不同平台的数据相差非
常大。按照第三方直播数据平台红

人点集的数据，10月20日李佳琦预
计的销售额达115.39亿元，薇娅销

售额达85.33亿元；而从另一平台知
瓜数据查询的数据则是，薇娅销售

额38.5亿元，李佳琦销售额39.5亿
元。

虽然直播数据有些“迷雾”，但

总的来说，直播电商的销售额不断
走高，已成为整个电商行业增长的

核心力量，并且这股力量还将延续
一段时间。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

直播电商交易额达成1.29万亿元，
同比增长191.8%。在全互联网行业

面临流量天花板的窘境时，直播电

商还能保持如此的增长活力。

两极分化
“聚光灯”自然会照在李佳琦、

薇娅等头部主播身上，但电商主播

行业的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为
数不多的头部主播下面，是大量挣

扎于每天熬夜直播、销售额却少得
可怜的底部主播。

在直播带货模式中，头部主播

们会通过专业买手团队，对商品进
行定位，在质量、价格、性能等方面

与自身目标消费群需求进行精准匹
配，减少了消费者的初步筛选成本。

李佳琦、薇娅等主播能够凭借多年
知识积淀，更准确地把握产品价值

并通过声情并茂的介绍传递给消费
者，在情景互动中推动消费者快速

下单。相对而言，头部主播也更爱惜
自己的“羽毛”，在选择合作商、议

价、售后服务等方面更具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底部主播

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颇有“撑死大
的，饿死小的”趋势。此外，直播行业

亟须规范化。比如，一些消费者反
映，各大平台上都有一些“做一锤子

买卖的直播电商”，直播时介绍得花
好稻好，发出货不对板的东西后没

几天就消失了，这时即便找平台维
权，消费者要支出的成本也很大。再

比如，现在卖假货翻车事件层出不

穷，9.9元一支的兰蔻口红、99元一

套的雪花秀化妆品礼盒等，在直播

间里随处可见。

还是一场“价格战”

归根结底，“双11”的本质仍然
是一场“价格战”，网红主播、明星主

播、电商平台各有固定的消费人群。
对消费者而言，经过这么些年的“战

争洗礼”，绝大多数人理智占了上
风，货比三家，谁便宜选择谁。

无论是天猫淘宝、京东、拼多多

等传统三强，还是抖音、快手等新崛
起平台，直播在今年“双11”的平台

促销体系中的确占据了更高权重。
但是，平台的补贴政策依然是“重头

戏”。据天猫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双
11”共有29万多商家报名，其中有

1000个品牌旗舰店的商品补贴力度
达到五折，满减门槛进一步下降，由

去年的“每满300减40”调整为“每满
200减30”。京东通过城市优惠券、专

属优惠券、头号京贴等福利降低商
品价格来吸引用户，同时还别出心

裁地推出“小时购”，只要在App中
切换到“附近”频道，就可享受急速

送货上门服务。拼多多继续加码百
亿补贴力度，联合国内外百余家旗

舰品牌，采用“好货不用等，好价就
现在”的简单无套路玩法。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直播在今
年“双11”促销中的占比继续上升，

但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的电商促销
方式，也无法成为各平台竞争的胜

负手。同时，大量消费者依然有着通
过图文而非视频了解“双11”商品信

息的习惯。图文商品信息可以随时

查看，也比定时直播更符合上班一
族的习惯。现在看直播的风头虽然

强劲，但新的线上购物方式，或许也
已在来的路上。本报记者 金志刚

直播： 正劲 仍浓
今年“双 11”电商促销平台补贴依然是“重头戏”

    今天又是“双 11”，这个原

本的“光棍节”在过去 10多年
中， 被电商生生打造成了大促

节。从原本一家起步，到现在多
家共襄盛举。据说，今年又有了

游戏规则的大改变。

大改变据说是从0点抢购
提前到了前一晚8点。 这个改

变可真不错！ 多了4个小时让
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买买买，还

能够让消费者感恩戴德，再也
不用熬夜抢购了。你看，明明

是电商自己制定的饥饿营销

规则，拿抢购的低价诱引消费
者牺牲睡眠时间拼手速，居然

被美化成了一次规则的改进，

这份为脸上贴金的手段，服！

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
改变呢， 根据某电商平台的

推广文， 大约是几个原因：

一、 习惯于熬夜的大城市青

年已经不再为大促心跳，消
费更趋理性， 平时也有各种

促销，无所谓挤“双 11”；二、

消费升级， 三到五线的下沉

市场新增用户、 小镇青年们
不习惯熬夜；三、老年人也是

一大波电商新用户， 他们熬

不了夜 。 ———原来如此 ，这
一分析有正所谓不打自招之

嫌。 一言以蔽之，原本奔着薅
电商羊毛的广大消费者，其

实是电商眼中被薅羊毛的羊。

10 多年后， 原本的羊薅不着
毛了， 饥饿营销不管用了；于

是，就降低门槛、延长时段，来
让新的羊群加入。

原本零点抢购是为你好，

因为东西少啊， 你要便宜的，

就得熬个夜交个投名状不是；

现在提前也是大发慈悲为你
好， 因为你终于可以不熬夜

了。 不过，我读来读去，没有在
推广文中读出为什么不能从

第一天起就不让消费者熬夜
的理由来。

当然， 商家为了赚钱，总
是会营造各种各样噱头。如果

巧妙，无伤大雅，那么愿者上
钩，问题不大。 比如说零点抢

购，就好比零点守岁一样，抢得
动就抢、守得动就守，抢不动、守

不动也不是了不得的事情，因
此，不零点抢购了，也不见得就

是什么大功德———更何况，历
来的抢购表明：总是有很多消

费者抢了很多不那么需要的
东西。

写到这里想起钱锺书先
生在《围城》序言里说，书写成

照例总是说要献给谁，但实际
上“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 大

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
巧地不老实”。

    秋菊飘

香，姹紫嫣
红。眼下正值

赏菊的好时
节。以“菊韵

颂恩 梦想新
城”为主题的

第17届嘉定

菊花展正在
汇龙潭公园

举行，本次菊
花展设置了3

个大型立体
菊艺景点、2

个水上特色
花境，以及室

内精品盆景
菊和插花展

示等，展出的
菊花品种达

100种，通过
园林花艺勾

勒出一幅幅
可赏可品的

菊花美景。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新城
菊韵

    本报讯 据上海“扫黄打非”

暨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透露，今
年以来，上海市“扫黄打非”深入

开展“净网 2021”集中行动，扎实
推进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网络文

学、网络社交平台等领域的专项
整治，还网络空间一片天清气朗。

“净网 2021”集中行动开展

以来，市“扫黄打非”暨文化市
场管理办公室协同相关职能部

门，不断加大属地网站监管力
度，强化网络平台综合治理，推

出“青少年模式设置指南”“沪
七条”等举措，形成了有特色的

网络治理“上海模式”；依托“上
海自媒体联盟”平台，组织自媒

体运营者参加相关学习教育活
动，提升各类有害信息辨别能

力。截至目前，组织专题培训
700 余人次，动员网站推出相关

宣传作品总点击量突破 5.4 亿
次。全市执法和监管部门指导属

地网站平台查删拦截有害信息
26.6万余条，处置各类违法违规

账号 2700余个；查办各类“净
网”案件近 200起。

针对网络平台“青少年模
式”普遍存在的入口藏得深、覆

盖不够广、身份识别不精准、专

属内容池不丰富、应用效果不
佳等问题，市委网信办联合相

关部门制定发布了《上海网络
平台青少年模式设置指南（试

行版）》，在哔哩哔哩、小红书、
喜马拉雅、阅文集团、Soul、么么

直播等 18 家网络平台推广试

行，指导上海属地主要音视频、
网络文学、网络社交、网络直播

等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和社会责
任，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

采取积极举措，加强网络信息
内容生态治理，创作和传播有

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
产品和服务，为未成年人织密

网络保护网。
在网络游戏防沉迷设置方

面，市委宣传部推出网络游戏管
理“沪七条”，在提升内容质量、做

好审核把关、压实平台责任、加强
运营管理、强化党建引领、开展培

训指导、发挥协会作用等方面提
出具体措施，统筹推进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生态治理，共有 840多
家企业、2520多款游戏接入国家

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
市“扫黄打非”工作小组暨

文化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对网上涉黄涉非有害信息
“露头就打”，对传播有害信息的

平台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净网
2021”集中行动期间，全市公安

机关进一步加强查办涉网刑事
案件，已有9起案件被全国“扫黄

打非”办和公安部联合挂牌督

办。市文旅局执法总队共出动执
法人员2836人次，检查各类互联

网文化场所776家，立案查处各
类违规互联网文化案件19起，其

中网络出版14起、互联网视听节
目服务4起、网络文化1起，罚没

款86万余元。浦东新区、普陀区
文旅局执法大队对两家互联网

企业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案
件进行处罚，分别罚款42万余元

和10万元。市通信管理局累计配
合相关主管部门处置各类违法

违规网站158个，其中淫秽色情
网站68个、赌博网站31个、其他

网站49个。
下一阶段，上海将继续加强

普法宣传，聚焦“扫黄打非”互联
网主战场，狠抓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治理，努力构建更加风清气
正的网络环境。

强化综合治理 坚持打防并举

上海“净网”行动成效显著

风 雾

吴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