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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最近一段时间，“网红带货”特别
火。要问有多火？这不，就连上市
公司都开始蹭网红的流量了。

尤其是在近期的资本市场上，
只要蹭上网红概念，股价便噌噌往
上涨。比如，金字火腿携手知名网
红直播卖火腿，不仅直播卖货销量
惊人，公司股价还收获了涨停。正
所谓“带货5分钟，市值涨5亿”，“网
红带货”的威力可见一斑。

上市公司和网红合作看似“双
赢”。毕竟，网红成功将流量变现的
同时，上市公司也为产品找到了新的
销售渠道。因此，有些上市公司对

“网红带货”垂涎三尺，期待着网红用
流量为公司提高知名度、打开新销
路，甚至是借助网红概念打造资本市
场上的“爆款”。

不过，“网红带货”能为上市公司
真正带来多少收益，这笔账值得好好
算一算。

首先，网红直播带货的成本并不
低，知名网红的固定服务费、销售费、
佣金提成一样不能少。其次，产品直
播时的带货价格往往低于市场零售
价，直播的火爆场面很可能只是表面
繁荣，体现在账面上也许就变成了

“入不敷出”。就连李佳琦都坦言跟
他合作要做好亏钱的准备，所以一场
直播下来，究竟值不值得还得综合考
量。再次，虽说上市公司股价被网红
概念拉出了涨停，但股价异动后仍然
要面对证券交易所的拷问，当市场发
觉你只是想蹭热点、抬股价，那么涨
上去的市值也撑不了几天。

所以说，即便“网红带货”能给
上市公司带来一波流量，让股价短
时火一把，但公司能否实现可持续
发展，股价能否持续走高，最终还是
取决于核心竞争力和产品力，并不

取决于网红的带货推广。上市公司
最多可以把“网红带货”当作借力，
万万不可对其短期产生的流量效应
产生依赖。

要知道，“网红带货”作为互联网
直播热潮兴起的新型经销渠道，其本
质扮演的是金牌销售的角色。换句
话说，网红只管销售，并不对公司品
牌负责，这就容易引发质量纠纷。

为啥这么说呢？其实不是商品
质量不好，只怪网红太能“吹”。为了
达到销售目标，很多网红都会在一定
程度上夸大宣传，赋予产品超预期的

“感知质量”。所以，当消费者收货时
会在实际质量与感知质量之间产生
一定落差，这对品牌形象而言显然不
是好事。

同时，“网红带货”还是标准的人
格化营销而非品牌化营销。人格化
营销弱化了品牌自身的影响力，如果
产品过于依赖网红渠道，那么品牌也
很难在市场上真正做到脱颖而出。

此外，网红人格化营销的两大法
宝就是感官刺激和低价营销。第一
步，用感官刺激先吸引消费者；第二
步，用低价营销让消费者埋单。一旦
公司产品过度依赖“网红带货”，那
么产品的新鲜感会很快消耗殆尽，
同时低价策略也很难保证产品的利
润目标。久而久之，当你的产品不
够新鲜刺激和价格低廉，产品也就
卖不动了。

所以说，上市公司联手网红凑个
热闹尝个鲜还可以，要想把“网红带
货”当作常规武器可就行不通了。长
久之计仍然在于科学的品牌建设，及
时洞察和感知消费者需求，建立用户
黏性，树立口碑。销售渠道毕竟只是
营销链条上的一环，做好产品、擦亮
品牌是永远不变的真谛。

企业不能过度依赖
“网红带货”

□ 李 景

本版编辑 韩 叙

1月7日，中国广核集团（以下简称
“中广核”）在北京和深圳同步召开2020
年度新闻发布会，系统披露了1年来的
生产经营、安全管理、走出去、社会责任
履行等方面的情况。2019年，中广核继
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良好势头。截至去
年底，集团总资产超过7500亿元，在运
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超过5800万千瓦。

中广核新闻发言人黄晓飞表示，作
为国务院国资委重点盈利企业和重点增
利企业，中广核综合业绩保持在央企第
一方阵，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主要经营
业绩连续10年实现两位数增长。2019
年，中广核广东阳江核电6号机组和广
东台山核电2号机组相继商运，中广核
在运核电机组达到24台，核电装机总容
量突破2700万千瓦，继续保持国内第
一、世界第三；境内在运新能源装机总容
量突破2000万千瓦，境外在运新能源总
装机突破1108万千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度，中
广核全年清洁能源上网电量对应减排二
氧化碳2.2亿吨，环保效益相当于种植
了超过58万公顷的森林，为全球节能减
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境内新能源装机容量突
破2000万千瓦

2019年12月25日，随着最后一台
逆变器成功合闸运行，中广核安徽当涂
26万千瓦平价光伏项目顺利实现全容
量并网。经过12年的发展，中广核境内
新能源在运装机总容量正式突破2000
万千瓦。

中广核新能源新闻发言人李健表
示，新能源作为中广核发展的支柱产业
之一，近年来，在市场开发、工程建设、生
产运维领域的核心能力持续增强，新增
投运、度电成本、度电利润等核心指标处
于行业前列，建设及运维的标准化、系列

化、规模化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2019年，中广核新能源新增在运规模超
过300万千瓦，在建项目445万千瓦，有
望于“十四五”前期实现装机规模从
2000万千瓦至3000万千瓦的跃升。

境外新能源实现“一横
两纵”发展布局

发展清洁能源与保护环境是全球性
议题。近年来，中广核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和地区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建设。

中广核能源国际公司新闻发言人戴
洪刚表示，截至去年12月底，中广核能
源国际全球控股项目达47个，总资产
892亿元，总装机1408万千瓦，在境外

拥有电力资产的中国企业中位居前列。
戴洪刚表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

中广核在境外新能源领域形成了多个高
质量的区域发展平台，初步形成了“一横
两纵”的发展布局。其中，“一横”是以马
来西亚为立足点，向孟加拉、埃及、巴基
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延伸；“两纵”分别以
法国和巴西为立足点，分别向欧洲、非洲
及南北美洲拓展，形成纵向清洁能源发
展带。

台山核电为全球第三代
核电站建设提供成功范例

2019年，随着阳江核电6号机组和
台山核电2号机组投入商运，中广核在
运核电机组已增至24台，装机容量达

2714万千瓦，在建机组5台，装机容量
578万千瓦，核电装机规模继续保持全
国第一、全球第三。

“阳江核电实现了关键材料、核心技
术的全面自主化、国产化。其中，1号机
组设备国产化率为75%，至5号、6号机
组国产化率已达到85%，国产化率提高
了10%。”专家表示，“阳江核电项目一
次次实现国产化突破与首次应用。其
中，阳江核电5号机组首次采用中广核
自主研发的核电站‘神经中枢’和睦系
统，实现了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级数字化仪控系统的工程
应用，堪称我国核电自主化的又一重大
里程碑。可以说，台山核电为全球第三
代核电站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功
范例”。

去年清洁能源上网电量对应减排二氧化碳2.2亿吨——

中广核多项指标行业领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予阳 杨阳腾

图为中广核阳江核电基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