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媒体 2013年6月21日 星期五

责编：罗 俊 邮箱：luojun@haiwainet.cn

人民日报海外版 ! 月 "# 日在二版“市场观察”
专栏刊出《中国奢侈品消费大幅降温》一文，当天约
有 "$%家网络媒体转载。文章指出，奢侈品消费市场过
度倚重礼品市场和团购市场。去年底，中央出台改进工
作作风的“八项规定”，给以公款消费为代表的畸型消
费降了温。此外，“价差”依旧是导致中国奢侈品消费
外流连年增长的最大推动力。专家建议，抓住“八项规
定”出台后，我国消费观念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机，推动
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倡导适度消费和可持续消费。

文中观点引起不少网友热捧。网友“&&'”说，
为这样的举措叫好，奢侈品消费中，确实有一部分是
靠公款在支撑。网友“有你才幸福”评论称，希望能
真正刹住奢侈风，很难理解那些对天价衣服、手袋疯
狂追捧的人。网友“金大师傅”指出，奢侈品为什么
国内外差价高？送礼和拜金风气使得商品总是供不应
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税费实在太高。网友“守
得花开”认为，“八项规定”引领了社会好风气，其
实奢侈品就是包装好一点，何必浪费，不如帮助那些
贫困的人。

为什么该文会引起舆论和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较大
反响？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奢侈品消费作为一
种高档消费行为，近年来在我国大受欢迎，众多国际
知名奢侈品品牌不断加快扩张步伐。本报长期关注我
国经济领域，对奢侈品消费市场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能够及时跟进、
观 察 和 思

考。二是当 (月底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我国内地奢侈
品消费数据时，本报编辑、记者首先想到探究奢侈品
消费市场的构成，深挖奢侈品消费遇冷现象背后的
缘由，以深度报道、独家报道为追求目标，而并不
急于作相关采访报道。三是专家学者全方位、多
角度地分析问题，其真知灼见往往引起读者共
鸣。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
长荆林波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一定的
下行压力。整体经济预期的走弱势必会影响
到消费信心，因此公众捂紧钱包也在情理
之中。”商务部贸易研究院消费经济部研
究员赵萍认为：“目前公款消费受到
严格限制，以‘炫富’为目的的
消费行为也有所降温，正是通
过政策引导，培育自主品
牌，倡导适度、可持续
消费的大好时机，而
中等收入群体将是这
部分产品的主力
消费人群。”

高房价被普遍认为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顽
疾，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及高房价支撑的中国经济
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日益增大。然而，一些地产专
家和学者近来频频抛出“奇谈怪论”，公然为高

房价辩护。某学者声称“高房价不是为了让
富人发财，而是让穷人能住上房子”，这一
言论刺激了国人的神经，更是引爆了互联
网，网友一致表达反对之声。网友 $)*+,-.)

说：穷人怎会在高房价中收益呢？这不忽悠
人吗？网民中国之声罗厚说：这种观
点，跟流氓强悍有利于良民提高战斗力
有什么区别。

在此背景下，本报 ! 月 /0 日刊发
《“高房价有利穷人”是歪理邪

说》，对此观点进行了驳斥。
文章指出，高房价和高地价
所支撑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

为继，不仅导致实体经
济产业空洞化，而
且造成社会财富分
配不公，两级分化

日益严
重，影

响民生和社会稳定。保障低收入居民的基本居住
权利要走正路，靠的是日益完善的保障房体系。

文章刊出后，各大媒体和门户网站纷纷转
载，网友对此反应强烈，发表了几千条评论。网
友改革先锋说：党报批得好，建设不能头疼医
头，脚痛医脚，楼市调控尤其如此。一些媒体也
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这样的论调，显然缺乏起码
的温度，显得乖戾而悖逆现实。

该学者此后也连发数条微博对此做出回应，
仍坚称“天价豪宅的土地溢价和高额税费转化为
公租房和低价房的投资，这是现代城市经营者的
商业模式，所以说髙房价有利于穷人。让高房价
为穷人谋利绝不是‘歪理邪说’，而是各国楼市
调控政策的成功经验！”

对他这种说法，舆论和网友并不买账。网友
波罗乔老爷说：其所有结论皆来源于假设，把社
会问题单一化，经济问题理想化，不考虑中国交
织的利益现状，只会大喊这是国际经验。一些媒
体也尖锐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学家都不是喝理性
的西北风长大的，就像中国的房子与价格也必得
放在国情下考察一样。

为什么专家的立场与观点会成为舆论风暴？
除了真知灼见之外，或者也与专家话语权的滥
用、房地产领域复杂角力等大有干系。

6月 18日，因为京东店庆

日而演变成各大电商们鸣锣击

鼓、互相厮杀的首战日。

厮杀拼的依然是谁家促销花样多，

谁的价格最低。数据显示，易迅成为价

格战中降价商品占比最高的商家，京东

降价商品降幅最高。7家参战电商中，

有超过 11万件商品的价格达到历史新

低，其中亚马逊有 5.7万多件，位居榜首。

其次是京东商城和苏宁，分别有 2.3万多件

和1万多件商品价格达到历史新低。

不过，从今年“6·18”各大电商的流量

增长比例普遍小于去年来看，用户对电商价

格战的敏感度正在下降。尽管电商之间口水

仗打得热闹，但是消费者和供应商并非买账。

不少消费者表示“价格水分”和频繁“价

格战”带来审

美疲劳，要理

智下单。在此

次电商大战

中，“先涨价

后降价”的老

把戏仍存在。据某

机构发布的监测报

告显示，“6·18”

电商价格大战，商

品价格有涨有降，

截至 6月 18日 16

时，7家参与价格

战的商家中，有超

过 10%的商品涨

价，涨价幅度在

20%-30%不等。亚

马逊有3万多件商

品价格先涨后降，

位居榜首。同样先

涨后降的还有京东

和苏宁。许多消费者在真正购买线上产品时才

发现算到最后并没有便宜。

而电商行业频发的价格战，也影响到了产

品在线下原本就有些混乱的价格体系，线上促

销的成本最终向供应商转嫁，已经引起供应商

的强烈反弹。

平心而论，对于电商来说，傻大黑粗的价

格战，谁都不赚钱。但是，价格战仍是初级但

有效的硬仗。这与中国消费市场不成熟有关。

当几家电商势均力敌的时候，价格战实际上是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或许，对于电商来说，价格战实为公关战，

以“价格战”噱头带动消费者关注度，拉动消

费欲望和消费力，已成为电商的标准打法。但

不管怎么说，从长远来看，电商之间的竞争最

终将走向差异化，包括货品的差异化和服务差

异化，从价格竞争回归到价值竞争才

是电商在未来竞争中的多赢之道。

关于房价

本报驳有人滥用话语权
本报记者 周小苑

关于奢侈品

本报倡导理性消费
本报记者 赵鹏飞

网络文学将迎混战时代
本报记者 尹晓宇

价格战，
小心“审美疲劳”

徐 蕾

本月初，百度旗下多酷文学网悄然上线，差不多时间，有
消息称，新浪拆分读书频道成立文学公司，被业界视作进军网
络文学市场的信号。就在距离不远的上月底，原起点创业团队

与腾讯深度合作的创世中文网上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几
家互联网巨头在网络文学领域纷纷出招，改变着网络文学领域
盛大文学一家独大的格局。

狼烟四起，网络文学此轮的混战像极了高手间的比武，这
根导火线可以从起点中文网团队出走盛大文学说起。

今年 .月，盛大文学 123侯小强通过内部公开信，向全体
员工宣布了旗下“起点中文网”部分高管离职的消息。随后的
日子里，侯小强像是坐上了火山口。

4%%5 年 /% 月，盛大集团以全资形式收购起点中文网。这
家网站最初只是由一批爱好玄幻写作的年轻人自发组成的文学
协会，4%%4年，吴文辉和另外 )名会员利用业余时间创立了一
个网络论坛，命名为“起点中文网”。在那个文字、音乐、电影

大部分都免费的时代，起点创立了与作者
分成的读者付费阅读模式，千字 4分钱的收

费标准到后来成为了业内标准，这非但没有让
网站死掉，反而到 4%%5 年月盈利已经超过 /% 万

元。
收购起点后，盛大又收购了红袖添香网、小说阅读

网、榕树下、言情小说吧、潇湘书院，并在 4%%- 年成立盛
大文学集团，掌门人是来自新浪的侯小强。

陈天桥一直有个迪士尼式的娱乐帝国的梦，所以在盛大文
学成立之初便将重点放在了“版权”上，这一点，侯小强也是
很认可的，在公司成立的最初几年，这位掌门人在见客户或是
公开演讲的时候，谈的最多的也是版权为核心的运营理念，可
以是电影、游戏、电视剧、漫画或者其他。那几年，侯小强做

得最多的还有跟 677689和百度谈网络版权侵权的问题。
在网络文学这个平台上，有的人凭借每天 .:%% 字的更新，

码成了年收入百万元的“大神”，由于影响力的大增，主流文学
也开始接受这种文学样式，中国作协还吸收了“唐家三少”等
几位作者，成为“作家”，而不是之前的对这个行业工作者的称
谓———“网络写手”。

发布自有的电纸书阅读器，与中国移动阅读基地合作，成
立图书公司，建立云中书城，成立编剧公司，盛大文学曾一路
高歌猛进，布局网络文学的全产业链。

盛大文学确实给了盛大集团希望。根据其 4%/4年 !月向美
国 ;21（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 <=>?@文件显示，4::-年其
营收为 )4A- 万元人民币，4::A 年升至 >B$) 亿元，4:>: 年和
4:>>年分别为 $BA$亿元和 0B:>亿元。4:>4年 C>更是实现其成
立以来的首度盈利，净利润逾 $::万元。

起点事件不但开始了行业洗牌，还将深藏在背后的作者利
益问题暴露出来，于是，版权在不同的公司开始被执行不同的
标准。创世中文网打破了分成合约作者永久失去版权的行业惯
例，提出了 >:万元年薪签约 >:万名作家的初期目标，设定了最
低 >):: 元D月的作者低保制度。百度多酷将八成的收入给予作
者，并快速垫付稿酬，百度获得的仅是作品的互联网和无线版权，
游戏、图书、影视、漫画改编权仍归作者，作者可自行销售。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让移动阅读注定会成为下一个战
场。

以前用户跟小说，每天都要刷网站，现在 @EFG7HF 和 H3;

手机提供推送功能，只要用户订阅内容，最新内容就能第一时

间推送给用户。
中移动阅读基地

去年营收达到 45 亿元，
按照 !!5的分成模式，中移
动拿走 ! 成之后，意味着内容
提供商去年可以获得近 >: 亿元的收
入。

刚宣布了组织架构调整的百度，组建“前
向收费业务群组”，成为与传统搜索、移动云、IJ;、
国际化等体系并列的新业务板块。这一业务群组设立的目
的是为适应用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消费行为变
化，抓住和培养未来的市场需求，打造新的
业务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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