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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事们急切或者更加急切的期待中，年味越来越浓了。比你更加着急的是电商：人造了“双 11”、“双 12”之后，即将

迎来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1 月 12 日，天猫率先推出了“年货节”，并打出“我们希望 1000 万个家庭的年夜饭上都是天猫的

酒”这一口号，京东、苏宁易购、本来生活网等电商不甘示弱紧随其后，无疑让这一鏖战增添了更多变数。

“以前总是拎着大包小包去挤火
车，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还真是
一 件 体 力 活 儿 。 现 在 基 本 上 是 网
上下单，直接邮寄回老家。”回忆起
以往过年回家挤火车的经历，赵筱
晗颇有感触。对于在北京工作、老
家却在沈阳的她来说，网购年货的
优势显而易见。

“网购年货的价格确实便宜，有
时候比实体超市要便宜一半以上。
购买渠道方便快捷，午饭过后随手
刷刷手机，一两天就直接寄到沈阳
了。而且，电商年货物品丰富、选
择空间较广，还能货比三家。”《经
济日报》 记者见到赵筱晗时，她正
登录京东商城“年货直通车”专区
购买年货。

给赵筱晗提供年货“宝贝”的
可 不 只 有 京 东 一 家 。 对 于 网 购 年
货，各大电商抓准商机，抢购促销
活动一波接着一波。

在信达证券互联网文化行业分
析师方光照看来，往年电商间简单
粗暴的“价格战”渐行渐远，行业
竞争裂变出个性化以及差异化等发
展特征，“套餐式打包推荐”与“年
货免费出租活动”等差异化竞争手
段表现尤为抢眼。

众所周知，电商平台的年货宣
传手段多以打折、包邮、抽奖、优
惠券等形式为主，但今年不少电商
为 了 突 出 差 异 化 ， 还 打 出 “ 组 合
拳”。以垂直电商平台本来生活网
为例，今年就推出“最年味”、“最
健康”、“最尊享”等套餐式打包系
列。“套餐式打包礼盒，将山珍干
货、营养有机杂粮、特色腊味等组
合搭配，为消费者提供更为省时、
省事、精致的年货选择。”本来生
活网相关负责人表示。

无独有偶，从本月初开始，苏
宁易购就已联合包括食品、酒水、
粮油干货等数千家知名品牌商户，
联合打造从春节前清洁必备的洗护
套餐，到年夜饭必不可少的粮油套
餐等，价格优惠，更能省去选购的
烦恼。如“清洁全家福套餐”，从清
洁巾、纸杯、垃圾袋到洗洁精等厨
房用品一应俱全，单品总价为 211
元，而套餐价只有 109 元，若减去
使用红包支付的 10 元外，花费只需
要 99 元。

与此同时，各家电商使出浑身
解数开展个性化营销竞争。“年货
租家电活动是今年京东在年货营销
方 面 推 出 的 5 个 核 心 特 色 板 块 之
一。”京东商城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 无 论 是 新 奇 电 器 还 是 智 能 电
器，在春节期间可以半价租用电器
一个月。提交租用申请后，被选中
的 用 户 将 获 得 半 价 购 买 产 品 的 机
会 ， 先 租 用 30 天 ， 喜 欢 自 留 ； 若
不喜欢，则可随时申请退货，京东
将全额返款。

在多家电商角逐北上广深等一
线城市用户的同时，淘宝网却把触
角伸向了三四线城市。淘宝试用中
心集结联合利华、雀巢等 11 家知名
品牌，让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提前
感受获得年货的欣喜。“消费者无需
走出家门，就能收到来自知名品牌
的共计百万余份试用品，这些将提
供给三四线城市的用户免费试用。”
淘宝网一位负责人说。

个性化差异化
营销策略凸显1

网购年货对年轻一族来说是一
种“潇洒”和“解脱”，但对众多老
年人来说，买年货热闹喜庆的“仪
式感”不见了。

这不，沈阳的邵奶奶刚刚收到
了孙女赵筱晗从北京快递过来的电
子血压计年货。“收到孙女邮来的年
货，高兴是高兴，但总还是觉得缺
了点什么。”邵奶奶感慨，她更怀念
20 多年前带着儿女和小孙女坐上 1
个多小时公交车赶年货大集时的场
景。“买春联鞭炮、买肉买菜，每人
都给买件新衣服，热热闹闹的。如
今倒是啥都有了，就是没举家一起
买年货的那种氛围了。”

年味真的会被“宅经济”冲淡
吗 ？ 春 节 是 全 球 华 人 最 重 要 的 节
日，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买年货是
过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今电
商大行其道，年味儿确实被‘宅经
济’冲淡了不少。”中国民俗学会荣
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告诉
记者，年货是亲朋好友间交流真挚
情感的重要载体，包含了浓浓的传
统文化内涵，传递的是热闹非凡的

氛围和浓浓的家乡情。
在过去，年货采购的形式主要

是一起赶大集；七八年前，人们更
多选择去商场和大型超市办年货；
而如今，一家人其乐融融去郊区的
集市办年货的场景几乎不见了，去
商场超市买年画、剪纸和春联的越
来越少了。如今，电商平台为消费
者带来了高效和便捷，满足了现代
化的消费需求，但稀释了传统年文
化中的民俗因子，“高科技”背后留
下的却是“遗失的美好”。乌丙安
说，正如互联网不可能代替传统科
技 一 样 ， 其 乐 融 融 的 办 年 货 不 可
能也不应该被“虚拟”网购取代。

团圆、祥和与热闹是春节时期
人们的共同诉求。与电商年货“唱
空派”不同，也有不少专家、学者
对此持有“谨慎并乐观”的态度。

近几年来，人们消费需求呈现
多样化趋势，电商购物丰富和补充
了现场实体商店采购的形式。具体
到网购年货而言，人们选择的范围
在“老三样”基本没有消失的情况
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消费品类。

“消费者选择年货的面越宽越广，说

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老百姓
的钱袋子越来越鼓，这不是一件坏
事。”刘俊海表示。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
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逐
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民
间文化。它有一个逐渐融入并积累
的过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
强化，代代传承，并融入民族主流
价值观的潮流中去。”夏学銮表示，
青年人有网络购物的习惯，随着年
龄的不断增长和生活阅历的加深，
他们会将传统消费习惯与现代消费
理念相结合。传统的年味不会因为
网购年货的盛行而消失，不必过于
担心。

置办年货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
难 得 的 情 感 沟 通 、 社 会 交 往 的 平
台，既可增强凝聚力，又可促进群
体和谐。“虽然随着互联网等高科技
的发展，喜迎春节的形式会不断扩
充和创新，但人们对幸福、吉祥的
表达与诉求永远不会改变。‘社会狂
欢’式的置办年货也会在传统与现
代的交融中碰撞出喜人的火花。”夏
学銮说。

年味真的会被“宅经济”冲淡吗？

东北榛子、宁夏枸杞、河南黄
河大鲤鱼、贵州茅台⋯⋯采购年货
的时候，这些极具品牌效应的特产
绝对是上佳之选。开始筹备年货的
你，如何淘到物美价廉的“宝贝”
呢？疯抢年货之时，又有哪些注意
事项呢？

“ 干 货 坚 果 、 酒 水 饮 料 、 新 衣
服 ” 是 年 货 中 传 统 的 “ 老 三 样 ”。

《经济日报》 记者登录四大电商网站
查阅发现，以某干果品牌大礼包套
餐为例，天猫和 1 号店的价格最便
宜 ， 为 138 元 ， 其 次 是 京 东 的 139
元，苏宁易购最贵，为 145 元，而
北京地区各大实体店超市的价格在
150 元至 160 元不等。

对于年货抢购攻略，连续 3 年
全程参与春节网购的北京市民祁谷
浪 颇 有 心 得 。“ 想 买 中 原 特 色 生
鲜，可以常去优膳房逛逛；宁夏的
特产枸杞，百瑞源可谓不二选择；
孝顺的儿女可去多边金都网站和菜
百黄金网站为辛辛苦苦操劳一年的

妈妈选购诚意满满的金银首饰；买
新 生 儿 礼 盒 套 装 10 件 套 ， 威 尔 贝
鲁秋冬婴儿用品还蛮不错。”祁谷
浪如数家珍般向记者推荐。

“ 冲 动 是 魔 鬼 ！” 这 句 话 不 仅
适 用 于 资 本 市 场 投 资 领 域 ， 也 同
样 适 用 于 疯 抢 年 货 的 购 物 达 人 。

“购买年夜饭所用的食物，您可得
悠着点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 夏 学 銮 提 醒 消 费 者 ， 食 品 类 年
货没有必要买得过多。“生鲜类和
熟 食 类 食 物 提 前 要 有 采 购 计 划 ，
进 行 合 理 搭 配 。 购 买 生 鲜 时 ， 要
认 真 辨 明 保 质 期 限 和 送 货 到 达 时
间 ， 确 保 在 春 节 期 间 不 会 变 质 ，
不应图价格便宜而因小失大。”

对 于 服 装 类 年 货 ， 祁 谷 浪 认
为，给长辈和儿童购买新年礼物时
要事先明确大小码数和款式要求，
如果条件允许，可在网上先挑选衣
服，并到家附近的大型商场或超市

“ 试 穿 ”， 然 后 再 通 过 网 络 下 单 。
“ 此 外 ， 电 商 在 年 底 为 增 加 营 业

额，换季服饰折扣活动会比平时要
大 很 多 ， 春 节 想 送 亲 友 衣 服 的 顾
客，可以多加关注换季年货产品。”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
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
示，随着电商年货促销活动的不断
升 温 ， 消 费 者 会 因 为 感 觉 价 格 划
算，武断买下自己其实并不需要的
质次、价低、服务差的商品，购物
成本会变相增加。与此同时，购买
年货要选择信誉度高的卖家，建议
消 费 者 购 买 前 查 阅 卖 家 的 客 户 评
价、成交记录以及历史价格，抵制
虚假宣传行为，以防上当受骗。

如今，大多数电商都通过支付
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
交易结算。刘俊海提醒说，消费者
一方面应谨防钓鱼网站泄露个人隐
私，另一方面尽量在网上下单时切
记索要凭证和网页截屏，一旦发生
商品纠纷，可作为维权依据。必要
时，可及时拨打 12315 向工商总局
或当地工商部门投诉。

年货攻略：且“抢”且留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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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论

自从冲击传说中的 5 年高点无

功而返，A股就再不能安静地做个好

牛市了：一会儿是7年来单日最大跌

幅，一会儿又是5年来单日最大涨幅

——这头“牛”上蹿下跳，不少人从

“牛背”上摔下来，伤得不轻。

别管是标榜“价值回归”的大盘

蓝筹股，还是号称“挑战无极限”的小

盘成长股，资金潮水一退，全都现出原

形。震荡市把大家都变成了段子里说

的分析师：从行业自上而下看一圈，又

从个股自下而上筛一遍，最后默默选

了一只底部放量的。说到底，资金是

股市的命门，没主力的股票像棵草。

羊年将到，回看这波“杠杆牛市”

的启动，常让人想起一个跟羊有关的

故事。从前有位老人养了17只羊，临

终时嘱咐3个儿子：这些羊既不能卖

也不能杀，老大得二分之一，老二得三

分之一，老三得九分之一。正在一筹

莫展，一位朋友牵只羊来了，说：“把我

的羊借给你们一起分吧！”于是，三兄

弟各自分了9只、6只和两只羊，朋友

牵着自己的羊哼着小曲走了。

在A股市场从熊到牛的转换中，

增量资金，包括一些来路不怎么规范

的资金，凭借放大的杠杆，就起到了第

18只羊的妙用。而当市场渐渐走出

僵局时，这只“借来的羊”怎么办，却不

像故事里那么简单。因为股市对这只

羊的依赖，远远超过了自己的 17 只

羊。要把羊牵走，就像给病弱的孩子

断奶一样艰难。

刚说处罚几家有违规两融业务

的券商，股市就来了个断崖式下跌，

监管部门连夜撇清“并无联手打压股

市之意”，股市这才破涕为笑，又撒欢

儿地疯起来；再次开展现场业务检

查，听到风声股市又就地卧倒，只好

小心翼翼有言在先：“属日常监管工

作，不宜过分解读”。

这种监管和市场的博弈一再上

演，着实让人捏把汗。毕竟不是天下

人都有这般耐心，“最喜小儿无赖”。

以往 A 股的任性建立在市场相对封

闭的基础上。而现在，外有港交所组

织的 A 股沽空服务有望启动，内有

ETF股票期权交易已经获准试点，关

起门来自己给自己估值的时候就要

过去了。

其实，对比目前国内 1.1 万亿元

的融资融券规模，2000 亿至 3000 亿

元伞形信托规模，从检查结果到业内

传言，涉及违规的都只是一小部分资

金。但如果完全寄望于外力，资金面

有个风吹草动，比如人民币汇率连跌

几天，比如银行收紧伞形信托，股市

就难免心惊肉跳。

靠了“借来的羊”，牛熊切换得以

完成，要推动行情向纵深演绎，只有

找到更坚实的逻辑。一个为投资者

提供稳定回报的市场，一个为企业化

解融资难的市场，才是各方备加呵护

的好孩子。

正像孩子大了不能总用棒棒糖

哄着，是时候给股市认真地讲些故事

了，比如深化改革如何推进，比如行

业成长如何挖掘，再比如“从前有位

老人养了17只羊”，我们如何把小羊

养成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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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放走那只
借来的羊了
齐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