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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让兴趣成为职业”的可能

小宇是清华大学一名博士生，也是知名校园生活类短
视频博主。在他的“抖音”账号里，清华校园美景、学习
经验分享和个人生活Vlog（视频博客） 是最常出现的三大
主题。创立“抖音”账号不过两年，他的粉丝已经达到了
100万，每月收入可观。

“以短视频平台为载体的微经济体现了一种流量经济
效应。短视频博主通过发布原创短视频在平台获得越来越
大的影响力，相伴而生的大量粉丝流量让博主获得了进行
有偿品牌推广、签约运营团队等机会。这逐渐成为一种盈
利模式，也为我们这些短视频爱好者提供了‘让兴趣成为
职业’的可能。”小宇说。

业内人士指出，包括短视频在内，微经济囊括了微创
新、微应用、微产品、微电影、微健身、微旅游等多种形
式，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微经济的核心在于微创新，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等多元主体基于已经发展成熟的平台经济、通过小微创
新实现的一种新业态。微创新可以是在各类平台上发布的
文本、图像、声音、视频等数字内容产品，也可以是搭载
平台所提供的出行、餐饮、零售等多样化服务。”商务部
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威说。

此次国家发改委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的 《意见》 明确
提出，支持线上多样化社交、短视频平台有序发展，鼓励
微创新、微应用、微产品、微电影等万众创新。

微经济首次进入官方文件视野，与其近年来迅猛发展
态势不无关系。以微电影、短视频为例，日前发布的《中
国微电影短视频发展报告 （2019）》显示，截至2019年6
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7.59亿，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6.48 亿，超过长视频 6.39 亿的用户规模，占网民整体的
75.8%。短视频日均使用时长超过长视频，贡献了移动互
联网时长增量的 33.1%，新增网民短视频使用率高达
53.2%。

在梁威看来，近年微经济在中国持续向好发展，呈现出
巨大发展潜力，也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到这一新业态。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
报告》显示，2019年，新登记注册青年创业者达到446.7万
人，增长4%；大学生创业者74.1万人，增长9%。

适应碎片化个性化的“微需求”

微经济为啥这么火？不少人认为，灵活自由、投入
少、门槛低是它吸引大批从业者的重要原因。

“无须线下门店、投入成本低、符合现阶段消费趋
势，这些因素促使越来越多人选择加入电商行业。”某电
商服装品牌合伙人向延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很聪明，在
这样一片互联网经济的‘蓝海’里，只要肯动脑筋、愿
意干，每个人都能为自己创造更多发展的可能。”从去年
7 月在淘宝开店至今，向延的店铺关注量增长了 2 万多
人，店铺微信号拥有 1600 多个客户，月均营业额达到
8 万元以上。

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贺俊看来，微经
济火爆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基于
互联网平台，微创新、微应用、微产品等微经济有了发展
的基础；二是技术模块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平台的架构设
计是由平台定位决定的，定位在用户参与型的这类平台拥
有更加友好的“模块化”界面设计。例如抖音用户上传视
频会有界面简洁、功能清晰的滤镜、音乐、剪辑工具，只

要一分钟就可以上传视频，这无疑激发了短视频爱好者内
容创作的热情。

对于微经济的发展，各平台在加大支持力度。抖音陆
续推出“抖音音乐人亿元补贴计划”、扶持“三农”内容
创作的“新农人计划”、面向高潜力达人的“繁星计划”
等，通过流量扶持、作品补贴、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帮
助不同领域视频内容创作者生产更多精品原创内容；人民
网研究院、腾讯广告近日共同发起的“微创业扶植计划”
公益项目，推出联合培训、规范标准、分享课程、趋势指
引、开放工具五大措施，为特许连锁及各类中小微企业提
供多元化创业解决方案与扶植政策。

专家指出，如今，人们日常生活中碎片化、便捷化、
个性化的“微需求”日益增长，而随着 5G、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音乐、阅读、资讯、
健康、文化等各种生活娱乐内容的创造、传播和获取更多
在微应用、微产品、微设备上得到实现，微型化、分布
式、密集型的微经济实体逐步成为承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
益补充，更加精细化、个性化、实用化的微创新满足了人
们多样化需求，微经济作为新业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大众创新氛围的营造、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
需求的不断升级等因素，都在助推着微经济这一新业态持
续涌现活力。”梁威说。

激发“微经济”各类主体的创造活力

在微经济中掘金，并不容易。行业整体快速发展的同
时，不少创业者也在苦苦挣扎。

“在短视频领域，许多有一定知名度的博主都会选择
和运营机构签约，但目前运营机构和博主间的利益划分仍
然没有较为明确的行业标准。”小宇说，“许多博主陷入了
两难境地：‘单打独斗’难以获得投入资金和流量资源，
签约机构往往会失去对内容创作的绝对话语权，在权益保
障、利益分配方面也常常处于劣势。”

向延表示：“电商行业可谓‘成也流量、败也流量’。

作为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小卖家，在电商平台这一套非常成
熟的竞价排名机制下非常被动。没有充足预算、没钱参加
推广、拼不过大品牌和人气网红店，许多电商创业者的激
情就是这样被一点点磨灭的。”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延伸到各行各业的微经济也暴露
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朋友圈购买商品，退货等权益无法保
障；微博推广“软广”恶意营销，引发用户反感；短视频
充斥低俗、色情、暴力内容；微电影粗制滥造，“把观众
当傻瓜”……

“扶上马，还需送一程。”梁威说，“就政府部门而
言，为推动微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激发创新和有效监
管之间找到平衡点，既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又有效激发
多主体的创新活力，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就提供微经济发
展土壤的互联网平台而言，各平台应该对平台上多元主体
供给的商品与服务承担一定的监管职责。”

近期，针对微经济等新业态，政策支持连续发力。
此次发布的《意见》提出，实施新业态成长计划，建

立微经济等新业态成长型企业名录，及时跟踪推动解决企
业的政策堵点。

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的《关于推进“上云
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提出，支持企
业通过开放共享资源，为中小微企业主、创客提供企业内创
业机会。面向自由设计师、网约车司机、自由行管家、外卖
骑手、线上红娘、线上健身教练、自由摄影师、内容创作者
等各类灵活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供需对接等多样化就业
服务和社保服务、商业保险等多层次劳动保障。

国务院办公厅7月底印发的《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
业的意见》提出，合理设定互联网平台经济及其他新业态
新模式监管规则，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等
降低服务费、加盟管理费等费用。

“微经济代表着一种信息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发
展趋势，对于新生事物，在发展初期出现一些问题是正
常现象，对此我们要有包容的态度。”贺俊说，随着技
术越来越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规范，微经济必将
迎来更大机遇，进一步推动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建设
与发展。

一 粥 一 饭 ，
当 思 来 之 不 易 ；
半丝半缕，恒念
物 力 维 艰 。 近
日，习近平总书
记对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作出重要
指 示 。 他 指 出 ，
餐 饮 浪 费 现 象 ，
触目惊心、令人
痛心！尽管中国
粮食生产连年丰
收，对粮食安全
还是始终要有危
机意识，今年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
所带来的影响更
是给我们敲响了
警钟。

拒绝“剩宴”，
中国广大餐饮企业
以及相关机构第一
时间行动起来。

8月12日，中
国 商 业 联 合 会 、
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中国烹饪协
会、中国饭店协
会以及美团点评
联合向全国餐饮
行业发起了 《关
于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 培养节约习
惯的倡议书》，提
出当下要进一步
创 新 宣 传 手 段 ，
利用企业宣传屏
幕、公众号、小
程序、直播等方
式，将倡导文明
风尚、厉行节约
的行动推向深入。

《倡议书》 还
建议餐饮企业建
立惩戒机制，在
点餐环节，要对顾客履行提醒义务，对于明
显超量的需求应及时劝止；对待顾客的中途
加餐，餐饮企业应及时回应；对于取用自助
餐造成浪费的行为，餐饮企业应事先告知需
加收餐费或服务费。

“在 我 们 这 里 ， 光 盘 行 动 没 有 ‘ 休 止
符’。”北京某连锁自助火锅店店长许先生对
记者说，“自从 2013 年提出‘光盘行动’以
来，我们一直在倡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这几年自助餐浪费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记
者看到，在餐厅内自助取餐处，贴着“不多
拿、不浪费、践行光盘行动”的标语，许店长
告诉记者，餐厅限定每位顾客就餐时间为一
个半小时，如果就餐时间结束时餐盘内有剩
余的菜品，支持顾客打包带走。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店里的生意不是很
好，但是最近正在逐步恢复，餐饮浪费的情
况并不多见。”北京青柠泰餐厅一位负责人表
示，如果顾客点了超出人数分量的饭菜，服
务员会及时提醒顾客，并给出更加节约、健
康、合理的点餐建议。“我们的打包盒也是免
费的，非常支持顾客将吃不完的饭菜打包。”
刘先生说。

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
机构对北京、上海、成都、拉萨4个城市366
家餐馆进行的实地调研发现，餐饮业人均食
物浪费量为 93 克/人/餐，浪费率为 11.7%。
其中，大型餐馆、游客群体、商务聚餐等是
餐饮食物浪费的“重灾区”。中国饭店协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行业的浪费行为主要
发生在宴会和食堂上。由于宴会和食堂是短
时间大量用餐，这对于企业备餐提出了高要
求，备的多了吃不了，备的少了不够吃。但
现在很多宴会企业已尝试提供冷餐、自助
餐、位餐，食堂尽量采用自助、份菜等来减
少浪费。

杜绝餐饮浪费，各地、各职能部门多措并
举，打造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硬约束”。

在湖北武汉，餐饮业协会已向所有在汉
餐厅发出了推广半份菜、准备打包盒的倡
议，很多餐厅的堂食和外卖都推出了一份、
半份、例份等规格，满足不同数量人群的就
餐需求；在浙江宁波，几乎所有的餐饮店都
会在醒目位置贴有“不剩饭、不剩菜”的提
示，有的餐厅还推出“N-1”的点餐模式。

付庄村是河北省涿鹿县桑干河南岸的一
个普通村庄，也曾是贫困边缘村，大部分村
民收入刚过贫困线，只能勉强解决温饱。

在村民付德山的印象中，村里除了几
间破旧的房子，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狭
窄土路通往村外，村里房前屋后垃圾遍
地，污水横流。全村人用水靠的是一眼50
多年前的老水井，水里满是泥沙。

原因众多，比如村支部班子组织涣
散、村民内生动力不足等。

穷则思变。2013年底，村民毛业华在
县城的家里来了位娘家客人——付庄村村
支书。原来，村支书快退休了，想物色一
位既靠得住又能干的继任者，带领村民改

变现状奔小康。当过兵、创过业，年富力
强的毛业华算是村里的能人。因此，老支
书专程登门请他来接下这副担子。

毛业华犹豫过、困惑过，但最后决定
回到村里参加选举。

没有豪言壮语，当选村支部书记后，
毛业华和村两委班子就从村民最迫切需要
改变的事项入手，即解决喝水难和村容村
貌，在上任第三个月就新打了机井并安装
配套设施。经多方筹资，团结带领全村党

员干部群众出工出力，对付庄村进行全面
绿化、亮化、美化、硬化。

几年后，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房屋整
齐、街道干净整洁，被评为张家口美丽乡
村示范村。

付庄村人均收入也从 2014 年的 2000
多 元 增 长 到 现 在 的 7000 多 元 ， 村 集 体
经 济 从 负 债 160 万 元 转 变 为 净 资 产 200
多万元。

付德山感慨地说，吃水难变成了吃水
甜，泥水路变成了水泥路，晚上出门黑变
成了出门亮。

水甜了，灯亮了，路好走了，村民奔
小康的劲头自然也就更足了。

微创新、微应用、微产品、微电影……创造新岗位，满足新需求

“微经济”有大宝藏
邱海峰 李嘉贝

短视频创业成为新“蓝海”，微博红
人纷纷“流量变现”，微信公号成就一批
创业达人……近年来，以“微”“短”

“快”为特征的微经济走进中国人生活。
微经济不是小打小闹。国家发改委等

13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支持新业态
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
就业的意见》，鼓励大力发展微经济。微
经济为何越来越火？目前，还面临哪些
挑战？

水甜了，灯亮了，路好走了——

桑干河畔付庄村变身记
严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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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河北省河间市文化馆推出非遗展演“云端”
播系列活动，通过“云端”传承非遗文化。图为 8 月 13
日，西河大鼓非遗项目艺人李雪（左）、张领娣通过网
络直播方式表演节目。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在安徽铜陵供电公司职工餐厅，工作人员
在每张餐桌上摆放节约粮食的提示牌，提醒就
餐者避免浪费食物。

郜小兵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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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8 月 10 日，甘肃省陇南市宕昌
县好梯乡磨河坝村的王朋艳在直播推销野
艾草。 刘 辉摄 （人民图片）

图①：8 月 10 日，甘肃省陇南市宕昌
县好梯乡磨河坝村的王朋艳在直播推销野
艾草。 刘 辉摄 （人民图片）

图②：7 月 25 日，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
北街道，家庭主妇彭柱燕正在租住的房子里编
织毛线卡通玩偶。 蒋友青摄 （人民图片）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