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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姑 娘 小 敏 是 个 “90 后 ”。
2016 年，她去武汉、重庆、成都转了
一大圈。回来后，小敏在大众点评上详
细晒出了自己去过的每一个景点，还跟
朋友们在评论区互动。

小敏最喜欢重庆的洪崖洞民俗风貌
区，“这是去重庆一定不要错过的一个
地方，强烈推荐”。她在点评上贴出了
自己的洪崖洞夜景照，问大家像不像

《千与千寻》里的场景。
“在重庆，11 楼是平地，一楼也是

平地，实在是很神奇。”小敏还总结了
自己的经验，“如果是旅游，推荐晚上
过来。我们晚上8点多到的，这里灯火
辉煌，10 点多离开时也没有熄灭。如
果白天过来，感觉就很普通了”。

旅行、晒图，再上路，已经是很多
人的生活轨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
201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旅游22.36亿
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10.47%；出入
境旅游1.27亿人次，增长4.1%。

谁在路上？

“90 后、女生，像小敏这样的用户
构成了去年整个旅游市场的两大关键
词。”美团点评美团平台及酒旅事业群
总裁陈亮拿出了一份 《2016 年度酒旅
消费趋势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美团
点评酒旅业务的 7000 万用户，发现其
中女性占比 61%，远超男性；90 后成
为 旅 游 住 宿 产 品 的 消 费 主 力 ， 占 比
53%，其次是80后，占比33.6%。

有意思的是，最舍得在旅游方面花
钱的星座是天秤座，占比10.3%，很符
合这个星座亲和、爱社交的特性。然后
依次是天蝎座和狮子座，而花钱最少的
是白羊座，金牛座和双子座则并列倒数
第二。

“虽然我是理性的摩羯座，但我也
非常喜爱旅行啊。”小敏相信旅行将成
为新中产阶层品质生活越来越重要的部
分，品质化、个性化将成为未来旅游产
业的发展方向。

银发群体也爱上了旅行。以北京地
区为例，《北京中老年人旅游消费行为
研究报告 2016》 显示，在经济条件和
身体条件等都具备的情况下，84.5%的
中老年受访者表示对旅游很感兴趣。

看准这一市场，去年9月份，同程旅
游高调启动了专门为老年游客打造的品
牌“百旅会”，喊出了“活到 100 岁，游遍
全世界”的口号。加入“百旅会”后，用户
可享受同程旅游为会员提供的一系列个
性化服务和组织活动，优先享受会员权
益和福利，包括定制线路、才艺比拼、深
度体检、出行保险、旅游会刊、快乐周边
等会员专属福利。在个性化、品质化的
优质服务下，目前“百旅会”旅行团在全
国 78 个 城 市 满 意 度 好 评 率 实 现 了
100%，率先在周边旅游服务中实现了零
差评，会员增长月环比达到了300%。

住在哪里？

桃 子 今 年 27 岁 ， 睡 过 5 家 咖 啡

馆、3 家书店、6 个摄影棚、2 个博物
馆，全都是通过在线短租平台预定。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睡睡。”翻着自
己的一本本旅行日历，桃子发现自己
再也没有办法忍受经济型酒店的“底
线式标准服务”，“既没有特色，也不
算便宜”。

现在，桃子如果自己出门就会选择
在线短租，体验不一样的房间；如果跟
爸爸妈妈一起旅行，她就会预定高星级
酒店，“享受不用自己叠被铺床的服
务，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无论是在线短租还是高星酒店，对
住宿的品质化和优质化追求已经成为年
轻群体的标志之一。以美团为例，在他
们的 7000 万酒旅产品用户中，具有高
消费能力的年轻群体已经迅速转化为高
星用户，高星酒店间夜单月增速最高达
到了300%。

“基于对大数据的洞察，美团点评
2016 年已经把高星列为战略目标，不
断引进更多高星酒店，今年还将加快布
局高星酒店，并以城市为单位进行洽谈
和覆盖，充分满足消费者品质出行的需
求。”陈亮期望美团酒旅的发展能跟得
上年轻人的脚步，因为在线短租的诱惑
力实在太大了。

根据易观智库发布的《中国在线短
租C2C市场专题分析2016》，在线住宿
领域预订活跃用户中，超过五分之一都
是在线短租月活跃用户，商务与度假旅
游的比例总和接近 90%，而这正是高
星酒店的核心客户群。

美团点评商业分析师观察到，品
质化、个性化是未来酒旅重要的消费

趋势，一方面，消费者对品质的考量
开始重于性价比，高星酒店销量大幅
上涨；另一方面，消费者期待有更丰
富的入住体验，未来标准化住宿将融
合非标住宿，酒店、民宿、分享经济
都将呈现更加优质的发展态势，整体
住 宿 大 盘 还 会 有 很 大 的 上 升 和 发 展
空间。

去哪儿玩？

“生活不只眼前的雾霾，还有手机
那一端的诗和远方。”站在河北崇礼万
龙滑雪场的雪道上，张菲比深深地吸了
一口清新空气，轻快地滑了下去。

她上周五晚上通过美团 APP 订购
了万龙滑雪场加晴朗酒店的双人套餐，
因为是周末，要 998 元，平时只要 600
多元。第二天，她和朋友从北京出发，
一路向北开了3个多小时汽车，逐渐远
离了雾霾，到达晴空万里的崇礼。看着
小而热闹的县城，专业整齐的滑道，菲
比的心情别提多愉快了，“连崇礼口音
都那么可爱！”

说走就走的远行或者周末的一次短
暂逃离，已成为比较寻常的事情。在一
二线城市，滑雪和温泉是最受欢迎的两
种周末度假方式。仅在美团点评平台
上，去年就有超过120万人消费过滑雪
类产品。购买滑雪产品的用户中有 8%
的人也购买了温泉产品，热爱生活的年
轻消费群体显然更乐意尝试多种多样的
休闲方式。

在三四线城市，旅游市场具有极大

挖掘空间。在春节和双旦返乡季，美团
点评上的庙会、灯会等产品销量猛涨。
回到家乡和度假画上等号，消费者会在
家乡当地选择好酒店入住，购买附近的
景点门票，品味家乡美食，和亲朋好友
相聚，好好放松几天。

大家都爱去哪儿玩呢？陈亮揭示答
案：去年，境内景点游玩人次最多的
TOP10 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西安、成都、天津、武汉、重庆和
宁波。

上海入选似乎理所当然，因为全平
台卖得最火的门票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门票，半年即卖出约 15 万张。但广州
有什么特别的呢？

“猜不到吧？2016年全年最受欢迎
的境内景点是珠江夜游码头，全年消费
券数超 140 万张。”陈亮还介绍了游客
选择景点的小秘密：2016 年上升最快
的 品 类 是 动 物 园 ， 同 比 去 年 增 长
167%，在动物园散步真的成了一件正
经事，而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也不
再是小众景点，在美团点评境内度假品
类上升指数排行榜位列第二。

“对精神和文化的追求，正是国人
生活品质化、优质化和精良化的充分体
现。”陈亮相信这是未来旅游发展的大
方向，配合互联网+旅游快速发展和政
策利好的促进，旅游市场还将保持良好
的发展势头。出境游持续升温，国内周
边游开始实现持续性火爆，高品质酒店
需求非常旺盛，包含吃住行游购娱的一
站式旅游服务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这些，都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公开
秘密。

旅行、晒图，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轨迹——

找寻那些关于旅行的秘密
本报记者 佘 颖

大家都知道，女性是我国网购的主
力军。去年 10 月中旬，参与“双十
一”预售的消费者逾七成是女性，难怪
马云曾被调侃“成功背后是无数个‘败
家女’”，在为阿里巴巴上市敲钟的 8 个
客户代表中，也有5位是女性。

现在，这股支撑起了一个电商帝国
的力量又爱上了一项新消遣——旅游。
美团点评对去年 7000 万酒店旅游用户
的分析显示，其中女性占比61%，远超
男性。近期，同程旅游也准备推出丽
人、亲子旅游品牌，同样看上了“她”
的钱包。

这一趋势背后，是互联网时代“她
经济”的崛起。从个性上说，女性通常
具有较强表达能力、感染能力和传播能
力，能说会道善推广，商家讨得女士的
欢心能赢得更多市场青睐。有了互联网
之后，女性大多喜欢在微博、朋友圈晒

成果，这让女性消费者成为最佳的免费
代言平台，传播效果比重金做广告效果
还好。

统计表明，75%至 80%的家庭消费
决策由女性做出，特别是随着女性经
济、社会地位的上升，一个家庭除买
房子需要跟丈夫商量，剩下的购物、
理财、亲子、孝老，基本上妻子都能
做主。连马云自己都说，“互联网经济
是体验经济，女性在体验经济中有天
生的直觉。互联网给了那些自立自爱
自强自信的新女性一个机会，让她们
可以与男性一起，追寻自己想要的梦
想”。

“她”的力量在实体经济中同样强
大。2016 年上海购物节打出“女人的
上海”这一口号，推动各大商场女装、
化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2.3%和
10.2%。

其实“她经济”不算新词，早在
2007 年，教育部就将“她经济”列入
171 个汉语新词；它涵盖的行业也不算
新，美容、生活服务、女装、珠宝、化
妆品、医疗美容等诸多细分行业早已存
在。这个“老词”近两年能进入聚光灯
下，既是对女性消费者消费能力的高度
认可，也是消费升级时代细分消费人群
的必然选择。

经济新常态下，个性化、多样化消
费渐成主流，再没有一种产品、一种服
务能够“通吃”。男女老少，不仅是

“女”要被细分出来，剩下的三类人群
同样有细分空间，而且在每类人群里还
要进一步细分。比如，今后的旅游，可
能是专为喜爱马拉松运动的男士定制的
三亚森林长跑团，可能是专为宝宝定制
的超级飞侠旅行团，也可能是专为爱打
太极拳的大爷大妈们定制的陈家沟拳王

寻访团。
对于商家来说，要抓住这波“她经

济”，还要进一步读懂女人心，为不同
年龄段的女性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
务。“90 后”女孩好奇大胆、容易接受
新生事物，会比较关注 TMT、校园市
场、泛娱乐和新消费；刚工作的单身女
贵族，有社交、谈恋爱、结婚需求，希
望将自己打造成精致白领，因此会更关
注内在美；35 岁至 44 岁阶段的女性大
多是妈妈，家政平台、母婴市场、少儿
教育可重点跟进；45 岁至 64 岁阶段，
女性更关注孩子教育和自身身体健康问
题，兴趣重点会转为医疗健康、教育培
训领域。

商 家 需 要 找 准 自 己 的 客 户 群
体 ， 为 她 们 提 供 高 质 量 、 有 创 新 的
产 品 和 服 务 。 想 靠 “ 她 ”， 先 懂

“她”。

马云靠“她”，旅游也靠“她”
若 瑜

捧着收音机听广播，对于笔者而言，感觉已经是非常
久远的事了。除了开车的时候，偶然听听车载音乐电台，
就再无交集。然而，最近笔者的爱人和儿子争相拿着手
机通过网络电台听红楼梦、听故事，甚至还花钱买了财经
作家吴晓波的音频节目。虽然对网络电台这几年的快速
发展有所耳闻，但是对其这么快就渗透到自己的家里，多
少还是有点惊讶。传统的电台一旦遇到互联网，就有了
再次唤醒人们耳朵的“魔力”。

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时间已经极度碎片化，完整地
观看一部电影或者一集电视剧都成了一种奢侈。相对于
人们在乘坐公交地铁、运动健身、做家务时，用耳朵来获
取信息更方便。更为关键的是，与传统电台相比，网络电
台的播放没有太多限制，不仅可以通过手机、汽车或智能
产品随时随地播放，而且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随意点播，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碎片化的收听需求。从这个角度
看，网络电台也算是应运而生。

不过，一个市场的形成总免不了一番争斗，网络电台
也不例外，从最初的雨后春笋，到如今局面基本稳定，其
中的酸甜苦辣可以想象。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和荔枝 FM 目前排在主流网络电台用户渗
透率前三位。虽然不必赘述这3家网络电台如何厮杀出
重围，但显而易见的是，品牌价值和平台价值已经凸显。
以荔枝 FM 为例，据称其已拥有超过 1 亿的注册用户、
600 万日活跃用户、200 万播客，以及 5000 万期原创音
频节目。不断扩大的规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在经
过多轮融资之后，其估值也水涨船高。

但有人认为，网络的电台现在是纸面繁荣，如何更好
地实现盈利仍是难点，毕竟免费收听电台早已成为习
惯。在日益商业化的今天，打破消费习惯不仅意味着风
险，而且意味着要增加更多的成本。笔者以为，虽然网络
电台兴起较晚，却也具备了一定的后发优势，一方面一些
成熟经验做法可以借鉴，另一方面内容收费、会员付费、
粉丝经济等概念已经逐渐被消费者所接纳，网络电台使
用起来就少走很多弯路。比如，经过多年的磨合，消费者
已经接受了精品内容需要付费的观念，所以网络电台在
推广付费收听时，并未遇到过多的阻力，甚至有的付费音
频节目还受到了追捧。在喜马拉雅 FM 上，马东打造的

《好好说话》付费音频节目，一年的费用为198元，已经累
计 2869.2 万次播放，据说其第一天上线，销售额就超过
了500万元。

在打造优质内容的基础上，各大网络电台也不断延
伸和尝试。笔者发现，几大网络电台不仅有了商城，听众
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购买自己感兴趣的商品，而且还
设置了语音直播，听众可以与自己喜欢的语音主播互
动。正如视频直播一样，粉丝打赏和虚拟礼物也为网络
电台和语音主播带来可观的收入，某网络电台在 3 个月
内增加了 1000 万元的虚拟收入，有的语音主播最高分
成收入1个月可达10多万元。

更吸引人的是网络电台为普通人的声音变现提供了
平台。如果你的声音有特点，说的内容有质量，就可以成
为播客。从几大网络电台的发展来看，大量的普通播客
成为支撑力量，荔枝FM喊出了“人人都是播客”的口号，
让很多普通人圆了做电台主播的梦想。笔者有个亲戚，
大学期间就与两个小伙伴模仿“锵锵三人行”录制音频节
目，虽然一些内容听起来有些稚嫩，但年轻人的嬉笑怒骂
还是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关注。大学毕业后，亲戚的这
个兴趣通过网络电台竟成为自己创业的起点。

在第一次登录蜻蜓FM时，会有一个小调查，让听众
选择喜欢听的内容。笔者认为，这是很用心的体现。当
你掌握上亿用户行为数据之后，你面对的就是一片蓝海，
更多的营利点将被找到。最近，挪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关闭 FM 调频广播的国家，其国家广播电台将转为数字
音频广播，虽然这仅是个例，但也说明传统电台转型的脚
步不会停止。也许，网络电台现在还没有走进你的生活，
但笔者认为，它很快也会唤醒你的耳朵。

网络电台:

被唤醒的“耳朵经济”
默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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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今年春节期间，动物园成为热门
景点。动物园经济和亲子经济得以完美体
现。图为一位小朋友在喂小羊。

下图：游客在喂松鼠猴。 佘 颖摄

上图：今年春节期间，家长带着孩子在动物
园喂白鹈鹕。 佘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