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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漫笔

季播剧的概念起源于美国，是指根据观众收视习惯呈现季节性变化并有播出
周期的电视剧或者网络剧，一般在特定时间段里一周播出一集。该时间段结束即
为一季，来年的同一时间段为下一播出季，以此类推。

季播剧到了中国被“本土化”。不同于美剧“边拍边播”模式，中国式季播剧
走的多是“续集”路线：第一季拍完投放市场赚口碑，接着开拍第二季、第三
季。然而，欧美季播剧几季都能保持一定水准，中国式季播剧续集口碑滑铁卢的
现象却屡见不鲜，众多季播剧沦为“注水剧”。何为“注水剧”？情节冗长、故事
拖沓、台词空洞，“戏不够，感情凑”等是其特征。而这几乎是如今中国式季播剧
的通病。

比如，现在正在热播的某都市女性励志职场情感电视剧第二季，就被部分网
友大呼“失望”。不同于第一季网络上一边倒的赞美之声，网友们在视频网站的弹
幕区、评论区对第二季的剧情、服装、广告植入展开了“花式吐槽”。但居高不下
的收视率和网络点击量早就预示了第三季的到来……

第一季赚口碑，第二季、第三季“捞金”。与打造品牌季播剧的初衷不同，电
视剧出品方似乎更注重能不能吸引到广告商、投资商，能不能拉高收视率、点击
率，能不能制造话题赚流量。笔者注意到，为了防止第一季的热度冷却，出品方
经常急不可耐地宣布推出续集，而很有可能此时连最基本的剧情大纲都未设计
好。很多拍了几季的剧，第一季其实已经有了结局，但为了不浪费“热度”，在续
集中，出品方会强行“加戏”、塞人，导致剧情主线严重偏离，甚至为了强行植入
广告而设计匪夷所思的情节，让人不知所云。凭借第一季的热度，迅速推出的第
二季往往也能在市场上杀出一片天，但高收视率、高回报率并不等于剧集成功。

季播剧对于剧作者和出品方都是一项考验。从剧本来说，它要求剧作者或者
剧本制作团队有相当的长篇叙事功底，保证故事衔接自然而又不沦为流水账或者

“狗血雷剧”。那种随心所欲、毫无章法扩张剧情甚至无剧本就开拍的做法是对观
众的不尊重。从出品方而言，要有长线思维。金字品牌的打造远比“捞快钱”更
有价值。“良心剧”的招牌倒了，好不容易培育好的观众品牌忠实度丢了，就得不
偿失了。砸了招牌，就等于自毁长城，注水的季播剧，注定走不远。

日前，中国大学生马拉松联赛暨腾讯视频“欢乐跑”在东南大学举
行，比赛全程 6公里，共计超过 5000人参与。由 《特工王妃楚乔传》、《拜
托了冰箱3》、《择天记》等时下热门的娱乐内容组成的主题助跑站，让此次
马拉松联赛更轻松，带给参与者欢乐好时光。

据悉，腾讯视频嗨剧社是腾讯视频在全国高校建立的视频爱好者兴趣
社团，由一群爱看视频且热爱生活的青年人组成，已深入多所高校。图为
腾讯视频“欢乐跑”现场。 (陈文）

腾讯“欢乐跑”让运动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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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北京市政协委员朱良赴无锡考察
时，再次利用共享单车解决了“最后一公里”
的出行难题。对于朱良来说，共享经济已成为
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他也观察
到，共享经济在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改变的同
时，也存在着一些乱象，引发了诸多市政管理
上的问题。“共享”与“市政”之间，是应该
携手共进，还是互相妨碍？这是值得每个参与
者思考的问题。

乱象

6 月 5 日晚，在北京朝阳区大望路地铁口
附近，记者观察到一位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并没
有把单车停在 100 米外的专用停车位，而是

“任性”地停在了自行车道旁，随后走向了地
铁站。这辆乱停乱放的单车使得原本空间有限
的自行车道变得更加拥挤。

据权威数据统计，去年有30多家公司进军
共享单车领域。然而，当数以百万计的共享单
车投放市场后，车辆丢失、损坏严重、乱停乱
放、占道扰民等一系列问题也陆续暴露。这只
是共享经济带来问题的一个缩影。

再看其它共享物品：共享雨伞在上海短暂
现身后，由于没有定位系统，丢失很多；民宿
短租后，屋内装修损坏严重。上海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对共享单车进行的 200次消费观
察发现，37％的车辆是在有明确标识公共停车
区域之外找到的……当共享经济渗透到人们生
活各个方面后，带来的问题也无法忽视。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今年 2月发布
的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 显示，据
估算，2016 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
345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参与者总人
数达到 6 亿人，比上年增加 1 亿人左右。报告
预测，未来几年，我国分享经济将保持年均
4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快速度、高
发展的背后，共享经济为何会带来市政监管
上的“烦恼”呢？

根源

“共享经济节约了一定的社会资源。以共
享单车为例，一辆车的资源可以多个人使用，
一天可以周转三五次甚至十多次。但另一方
面，由于共享的东西不是属于个人的，所以大
家在使用时就不会像用自己东西那样爱惜。”
朱良分析，由于所共享的物品不是私人的，使
用者所拥有的责任也只是在使用时才有。一旦
物品使用结束，承租人对物品的责任就宣告结
束。“这就造成了承租人不会去想这辆车停放
的位置合不合适、会不会被偷走，而是由着自
己怎么方便怎么来，不会有太多的考虑。”

在 朱 良 委 员 看 来 ，
“共享的物品所有权和使
用权不一致”是共享经济
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的
根源。这种观点与清华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巫永平的观点不谋而合。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
所 有 权 和 使 用 权 的 分
离，也正是这个原因给
市政管理带来了新的困
扰 。” 巫 永 平 解 释 说 ：

“ 在 共 享 经 济 尚 未 出 现
时，人们对某件物品大
都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相统一，也就是我的东
西我使用。以自行车为例，我买了一辆自行
车，我就对它有使用权。但共享单车出现
后，就不再是这种情况了。共享单车不是个
人的物品，而是某家公司的，承租人有使用
权。当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后，很容易造成
损坏严重、乱堆乱放的问题。”

市政管理之所以有了“成长的烦恼”，是因
为共享经济的出现模糊了公共和个人的概
念。“中国的共享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甚至已经
超过了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但国民的公共
概念却还没有树立起来，观念上还没有转变，
对公共物品的爱惜程度还不够。”巫永平认为。

磨合

在共享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才能不
给市政管理“添堵”呢？巫永平认为，在共享
经济中，若政府、公司、个人三方都能磨合
好，中国的共享经济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会给市民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共享经济是一个新的现象，跟原有的模
式不同。尽管也带来一些问题，但共享经济总
体上是利大于弊的。”巫永平说，要想解决共
享经济和市政管理上的矛盾，个人、政府和企
业都应该学习。个人应该培养“公共物品也应
珍惜”的观念，政府则应该尽快制定出新的

“游戏规则”，在政策上做好引导和监督。
共享平台公司也不能只把赚钱多少当成判

断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准，应对社会负起责任。
在巫永平看来，共享平台公司应为维持共享物
品的秩序负主责。

朱良说：“以共享单车为例，当平台公司
向公共场所投放单车时，也应投入维护管理力
量。尤其是在初期，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
力，维持物品秩序，规范使用规则。等承租人
培养起良好的使用习惯后，可以相应地减少管
理力量。”

朱良建议，共享平台公司应对共享物品的

秩序管理担责。一方面，可以从技术上解决部
分管理问题，比如在共享单车上设置电子围栏，
规定在哪些区域可以停放，哪些不能；另一方
面，则要投入大量的维护管理人员。“现在共享
单车存在的乱停乱放的问题，也是由于维护人
员覆盖面小、不周全而导致的。”朱良说。

新生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从共享经济的发展周
期来看，中国的共享经济目前仍处于高速增长
阶段，而且由于共享经济模式的特殊性，未来
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但它能否顺利升级到

“共享经济2.0”模式还需各方的努力。
对于共享经济，政府的态度十分明朗。今

年 3月，交通部长李小鹏在出席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的发布会时介绍了交通运输行业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
问。他表示，政府要主动作为，超前谋划，加
强监管，推动新事物发展；运营企业要尊重市
场规定，做好管理规范，守诚信，提高服务水
平；使用者要增强文明意识，来维护共享单车
的运行秩序。

此外，6 月 5 日，海外网从北京市交通委
员会得知，由交通部发起的 《关于鼓励和规
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
意见稿）》 为期两周的公开征求意见活动已
结束，将于近期发布。该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政府责任，鼓励企业推广运用电子围栏技
术，综合采取经济惩罚等措施规范停车秩
序。同时，将建立企业和用户信用基础数据
库，对企业和用户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违规行
为记入信用记录。

业内人士普遍对共享经济的未来持乐观态
度。“但不能否认的是，国民在多长时间内能
够培养起公共意识，这对共享经济能否尽快地
上升一个层次起着决定作用。若国民公共意识
能够尽快地培养起来，我国的共享经济也能在
短期内发展起来。” 巫永平如是说。

法国的香水、美国的皮包、英国的风衣……随着中国经
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可以享用这些来自海外的
高级商品甚至奢侈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忙碌的工作
生活中随时出国“买买买”，于是庞大的需求创造了庞大的市
场，“海淘客”应运而生。

不管你住在中国的哪座城市，只要在互联网上下单，就可
以足不出户买到远在大洋彼岸的心仪的商品，“海淘”业的发展
满足了越来越多人淘洋货的需求。然而，网上下单买到的真的
就是从大洋彼岸寄出的货品吗？商品真的可以保证质量过关，
品牌是正品吗？

贴着洋货标签的仿品

最近，一段快递公司与造假商家串通，为仿冒鞋编造物流
路径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福建莆田的一些鞋厂生产仿冒耐克、
阿迪达斯和新百伦运动鞋后，由快递公司“代收点”提供异地
上线服务，并搭设虚假海外物流查询网站，帮助厂商虚构海外
发货信息，掩盖真实发货地点。比如，原本从莆田发出的假
鞋，在物流路径上显示的则是从美国或者中国香港发货，使假
货摇身一变成为境外代购正品。

无独有偶，2016年11月，大连机场海关人员在对一出境航
班进行监管时，通过X光机图像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存在异
常。经开箱查验，发现标有某外国知名品牌标识的口红 755
支、彩妆套盒13盒。在例行询问中，该旅客声称这批化妆品购
自某国内网站，但海关人员从其发票信息中发现发票价格仅为
真品的 20%。大连海关随即联系了相关品牌的知识产权权利
人。通过鉴定，认定这批化妆品全部都是假货。据了解，代购
者通过这种方式先把商品带出境，然后再用代购直邮的方式卖
回到国内，以此来冒充是在日本购买的，其实就是在日本走过
一圈的假货。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贴着洋货标签的本土仿品。
中国俗话常说“眼见为实”，然而这些海淘仿品却打破了人

们对这一常识的认知。据了解，一些代购者为了获取买家的信
任，会同步直播自己在国外采购的过程。不过，据相关部门调
查，目前存在大量所谓的“直播视频”代理，他们为部分微商

提供在国外采购的直播或视频。
而我们用以判断正品的专柜购物票据，也是可以伪造

的。假票据可以通过网络以 10 元至 40 元的低价购得，大量
购买还有更高的优惠。据了解，去年 5 月，浙江省诸暨市一
纸制品厂被查，查获的假冒包装及单据共涉及 17 个国际知
名奢侈品牌，各类奢侈品包装盒近万个、包装袋 26 万多
只，奢侈品专柜发票、银联刷屏 POS 机单据、专柜收银条
各 1000 多张。

触目惊心的造假产业链

从地下工厂生产、电商平台销售，再到“黄牛”充当中
介揽收发运，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灰色产业链。这里所说
的“黄牛”，主要是指负责把假货汇总后运输出去的当地“代
收点”。视频中消费者查询物流路径信息的网站，就有它们自
建或者与假货的生产商和销售商联手共建的。它们有的本身
就是长期从事跨境贸易的电商，所以在它们手里既有真货，
也有假货，物流单号和物流路径在真假货之间的转换也可以
由它们掌控。

在这条灰色产业链中，一些快递公司充当了不光彩的角
色。为打消海淘者的疑虑，协助造假的快递从业者甚至凭空造
出海外货物物流查询网站，支持消费者随时查看其实并不存在
的“实时海外物流信息”，整个造假流程可谓是一气呵成。

“网络虚拟交易中，买卖双方不能直接见面，往往通过交易
信息来评判对方的信用。”沈阳城市学院互联网应用学院院长李
刚说，此前，网店的信用评级系统受到信息“黑市”、网上“刷
单”等干扰，让消费者无法评判。“快递业伪造发货地址和‘异
地上线’服务的出现，无异于将信息造假从线上拓展到了线
下，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新的损害。”

统计显示，2016 年我国的快递业务突破 300 亿件大关。
其中，电商包裹的占比达到 70%以上。此次海淘造假丑闻
中，快递虚构信息让假货畅通无阻。在莆田部分电商城的快
递发货区以及市场周边的沿街店铺，随处都能看见这样的异
地上线业务。通过快递信息的造假，使造假者也搭上了经营

“顺风车”。

诚信是最好的通行证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里有两句名言“假作真时
真亦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以此来描绘中
国当下海淘造假现象，相当精辟。

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从上游到下游串通一气欺骗消费者
的行为，不仅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极大破坏，更会影响整个海
淘行业的健康发展。建立消费者对自己产品和品牌的信心需要
一个漫长的周期，但是要摧毁它只需要一个瞬间。

跨境电商近两年发展迅速，对监管和检测都是新的考验，
普通消费者仅凭个人直觉难以判断真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跨境电商行业从业者表示，许多国外品牌选择中国的代工厂进
行加工、生产，这些产品可能本来用于供给海外渠道，销往海
外后再通过跨境电商被国内消费者购买，这是一种比较正规的
流通方式。但也有另外的可能性，一些产品因为质量低劣或品
牌商需求变更等原因，不能出口到国际市场，商家为减少损失
遂将货物在国内销售，并通过掌握的渠道资源，拿到从海外发
货的物流订单，给内销商品贴上来自海外的订单信息，消费者
很难辨识出商品的真实来源，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情况也比
较常见。

然而这个“出口转内销”的行为从一开始动机就错了。不
想着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反而想着如何欺骗
和算计消费者，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行为，最终算计掉
的，是自己的品牌和信誉，是未来的发展前程。

造假的最终结果是诚信之失，而诚信是市场最好的通行证。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在行动了。2016 年年底，《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草案）》 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其中就明确提出，禁止实施刷单、删差评等发布不实信用评价
信息的行为，违者最高可罚款50万元。

不过，对于一直致力于规范市场秩序的中国而言，这只是
个开始。只有国家、企业和社会三者合力，树立正确的盈利
观，把诚信放在首位，中国的商品才能真正不需要以这种“假
冒”的方式被国人接受和认可，代表高品质的中国品牌才能真
正树立起来。

当共享经济遇到市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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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击溃有时只需要
一件小事。近日，网络视频
曝光福建莆田商户将假货伪
装成海淘正品出售，让网友
愤怒不已。在这一造假链条
中，部分快递从业者为虎
作伥，尤为引人关注。令人
震惊的是，从生产到销售，
部分海淘造假已经成为产业
一条龙。海淘造假何以如此
猖獗？长此以往会给市场和
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危害？未
来，我们应该如何整肃市场
秩序，重建消费者的信心？

海淘这碗“饭”究竟怎么吃？
本报记者 杨俊峰

图为乱停乱
放的共享单车，
而约 100 米处即
是共享单车专用
停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