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量太贵
口碑当道

获取用户的成本越来越高， 流量
越来越贵……在电商爆发的人口红利
消失之后 ， 有调查机构的数据曾指
出 ， 电商的平均获客成本超过 200
元， 甚至有很多人认为， 水涨船高的
流量成本已经成为压死创业者的最后
一根稻草。

靠流量导向的传统获客方式走不
下去了， 是否还有另一条捷径来低成
本获客？ 电商瞄上了自建用户流量池
的口碑传播模式。

流量转化的另一种思维

5 月中旬，网易旗下首个垂直美妆社区

网易美学召开了一场发布会。 从商业角度

来讲，这个社区型应用并非网易的强项，而
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是个 “赔钱货”，
然而，网易创始人丁磊竟亲自为这个出生

还不到半年的应用站台。
如此重视，用意何在？网易美学负责

人王诗沐的一句话切中了要害———在美

妆领域， 用户需求很高， 权威内容却很

少，美妆知识的价值变得尤为重要，它能

够非常牢固地吸附流量。在此之前，网易

先后推出了网易考拉和网易严选两个电

商平台。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两大电商平

台在成长初期都是通过网易体系内的邮

箱、游戏等资源来导流，但是这波人口红

利已经用完， 自建用户流量池可能是获

取新客的一种解决方案。
网易美学垂直社交的定位， 与小红

书有异曲同工之处。 小红书主打社区电

商平台，在 UGC（用户创造内容）分享社

区的基础上做电商， 期间的运营起起伏

伏，但今年忽然出现一波新的增量。从易

观千帆今年 4 月的跟踪数据来看， 小红

书的月活跃用户达到 987.73 万，而排名

第 二 的 网 易 考 拉 月 活 跃 用 户 只 有 300
万。上述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活跃用户数

与最终销售不能直接挂钩， 但是活跃用

户量的获客成本更低， 这种内生转化率

比外部引流带来的转化率高得多。

意见领袖是天然的流量主

在达晨创投总经理高洪庆看来，不

是流量贵了，是流量分散了，“传统流量

的优势不再，传统线上消费已经被逐步

场景化和碎片化，用户的消费习惯和行

为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变

流量导向的思维模式 ， 建立用 户 流 量

池，是传统电商品牌急需转型的一关。 ”
自建用户流量池的优势， 在电商人

口红利时代并不明显， 但随着红利的消

失，社区所产生的优质内容、意见领袖和

粉丝粘性，却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就在

几天前，小红书宣布将在 “66 周年庆大

促”实行“一贵就赔”政策，总计 2400 多

个品牌旗下商品都适用于这个政策，并

将其作为长期政策施行，正是得益于“天
然流量主”的低成本。

“经过 4 年的积累和沉淀，我们已经

拥有了低价的底气。 ”小红书 CEO 毛文

超表示， 小红书要做的就是让消费者用

分享的力量打破了商品信息不对称的魔

咒， 用海量真实消费信息汇聚成一条信

任的护城河， 使优质商品不需要广告也

可以深入人心。
有意思的是， 大量企业也将视线聚

焦在这种高效的转化和沟通方式上。 澳

洲保健品品牌瑞士（Swisse）在进入中国

后，将小红书作为中国市场的探索之地，
品牌总裁安玉婷认为， 中国的新生代消

费者更愿意信任口碑，而非广告，品牌也

更加倾向于赢得流量主的支持， 并将售

卖转化成用户口碑。
高洪庆认为， 在流量已经式微的今

天，意见领袖是天然的流量主，还在买流

量的企业没有未来。

从口碑效应到爆款“占卜”
通过自建用户流量池来降低流量成

本，是电商和企业迫切希望的，但自建口

碑社区的好处，从长远来看远不止此。
欧莱雅已经率先尝到了甜头。 中国

高端化妆品部电商与数字营销总监郑亮

告诉记者， 去年旗下品牌植村秀推出了

一款眼线笔， 在市面上还没火起来之前，
已经被社区用户发现并分享了， 在此之

后， 这款产品果然成了爆款。 经过多年

的沉淀 ， 社区的口碑效应已逐 渐 具 备

“预测爆款” 的新能力。
作为自建用户流量池的 “元老”， 东

方购物相关负责人认为， 通过口碑传播

来预测爆款， 前提是商品的质量过硬。
几天前， 东方购物在国内首发了一款巴

拉利尼意法美食盛宴锅具套组， 手柄结

合了高科技的智能红绿感应点。 按照正

常流程， 这种新品从推出到爆发需要漫

长的酝酿期， 但东方购物对此充满信心。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成立之初的乐

扣乐扣、 双立人， 到后来的原汁机， 这

些产品能从无人使用到人手一台， 源于

东方购物对于选品质量的严格把关， 此

后才能通过口碑传播的数据来预测爆款。
有分析人士认为， 电商未来发展的

一大关键要素就是大数据能力， 然而并

非所有数据都能作为有效参考， 数据本

身讲究质量， 口碑数据积累形成的大数

据更加有利于形成决策，“由大数据带来

的爆款预测能力相当关键， 它会给电商

带来选品上的先发优势， 包括议价主导

权、首发红利、仓库周转率等环节都将连

环获益。 ”

■本报记者 徐晶卉

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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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创业， 草根狂欢

“全民创作” 时代来临

内容为王 ! 所有的平台 ，
或者自媒体的作者都深知这
一 点 。 内 容 的 创 作 和 传 播 ，
介入者的门槛越来越低 ， 传
统媒体的优势越来越小 。 市
场， 向所有人敞开。

公 关 圈 自 媒 体 “ 万 能 的 大 叔 ”
（公号名称） 创始人霍世杰， 原先是媒

体人 ， 随后转型进入公关行业 ， 先后

在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任职 。 结合自

身经历 ， 以及在新媒体和社群运营方

面的深度实践 ， 霍世杰在 “万能的大

叔” 上连续推出针对一系列公关事件

的 深 度 分 析 、 趋 势 探 讨 和 定 向 专 访 ，
并发布了独特的社交传播理论 ， 一时

引起轰动 ， 聚集了一大批媒体人和公

关 人 。 如 今 ， 这 个 平 台 还 成 为 一 个

5000 余人的品牌系列社群， 涵盖招聘、
资源推荐 、 需求对接 、 公关早报等服

务， 并经常组织北 、 上 、 广 、 深等区

域的线下讨论、 分享会。
霍世杰透露， 如今 “万能的大叔”

在腾讯新闻客户端 、 今日头条 、 搜狐

新闻客户端、 新浪看点、 36 氪等平台

均有专栏 ， 累计推荐量超过千万 ， 目

前仅微信公众号就有 12 万粉丝。 随着

品牌的提升和粉丝的增长 ， 如今公众

号已经获得付费赞赏 、 广告投放等方

面的收入 ， 霍世杰也多次受邀在各类

场合讲课。
“万能的大叔 ” 的成功路径 ， 意

味着内容创业的商业模式愈来愈走向

成熟 。 最初 ， 许多草根号的产生 ， 是

出于作者对某一领域的爱好 ， 通过不

断的内容产出 ， 获得粉丝的支持和赞

赏 。 这 种 认 同 感 和 作 者 名 气 的 增 长 ，
为创作者带来极大的成就感 ， 以及坚

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 如今 ， 草根号

的商业模式及收入模式多元化 ， 为更

多作者带来了鼓舞和激励。
最直接的鼓励 ， 应该算是广告收

入， 这与微博时代相同 。 知名的微信

自媒体在获得大量粉丝后 ， 便可以进

行流量变现 。 在新媒体广告交易市场

上， 将广告植入头条新闻 ， 或者直接

发布软文 ， 根据该自媒体知名度的不

同， 价格从一、 两千到四、 五万不等，
像 “咪蒙 ” 这样顶尖的微信号 ， 一条

广告报价超过 50 万。 但是用这种方式

获取收入的门槛较高 ， 大部分作者只

能望洋兴叹。
当然 ， 草根号创业成功 ， 离不开

那只 “无形之手 ” 的助推 。 阿里大鱼

号、 微信公众平台 、 今日头条 、 天天

快报等平台分别推出了面向作者的扶

持计划 ， 从内容推荐到经济激励双管

齐下 。 根 据 阿 里 文 娱 集 团 UC 总 经 理

陈超的介绍 ， 入驻大鱼号之后 ， 内容

生产者将享受到 “一点接入 ， 多点分

发， 多重收益 ” 的整合服务 ， 享受到

阿里文娱生态的多点分发渠道 ， 包括

UC、 土豆、 优酷、 淘系， 未来还会扩

展到豌豆荚 、 神马搜索 、 PP 助手等 ，
为作者提供全链路的成长和上升空间，
快速孵化成为内容 “独角兽”； 在收益

激 励 方 面 ， 通 过 20 亿 元 的 纯 现 金 扶

持 优 秀 原 创 作 者 及 短 视 频 创 作 产 出 ，
优质创作者单月有机会获得 2 万元的

奖金。
与此同时 ， 微信公众号 、 今日头

条等平台还开通了 “赞赏 ” 功能 ， 试

图慢慢培养用户付费的习惯 。 已经有

不少读者愿意为优质内容买单 ， 部分

作者能够在一两篇内容上获得数万元

的赞赏 ， 也有作者积少成多 ， 一年半

载下来 “赏金 ” 蔚为可观 。 更重要的

是， 不论赞赏费用多少 ， 都是给作者

莫大的精神支持 ， 哪怕只有 1 元的赏

金， 也比一个点赞的红心更令人振奋。
BAT 出 手 大 方 ， 而 搜 狐 、 新 浪 、

腾讯等传统门户也不遗余力地支持自

媒体的成长 。 在搜狐科技 、 腾讯体育

等平台上 ， 由草根作者撰写的优质内

容， 可以登上栏目置顶乃至首页的重

要位置 ， 和门户原创及传统媒体的内

容并驾齐驱。 而虎嗅、 36 氪等科技类

媒体的重要推荐位 ， 全部是原创内容

厮杀的战场 。 只有优质内容才能给予

推荐， 即便是媒体 “自家人”， 也和外

部作者一样， 需要不断提升内容质量，
否则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内容为

王! 所有的平台， 或者自媒体的作者都

深知这一点 。 内容的创作和传播 ， 介

入者的门槛越来越低 ， 传统媒体的优

势越来越小。 市场， 向所有人敞开。

厮杀比想像中更为残酷

一个看似人人都可以参
与的市场 ， 想要成功也不容
易 ， 其对于产品 （内容 ） 的
要求 ， 通常到了极为苛刻的
程度 ， 它要求作者能够持续
输出优质内容。

当人人都能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

传 播 者 ， 一 切 变 得 更 加 自 由 和 开 放 ，
但是成功也变得愈加艰难 。 因为你的

对手不再只是数量有限的同行 ， 而是

所有人。
据资料显示 ， 微信公众号数量已

经超过 1200 万个 ， UC 宣布内容生产

方入驻超过 30 万。 其中， 真正能够一

夜爆红的自媒体属凤毛麟角 。 “二八

定律 ” 在哪都适用 ， 内容创业也是如

此， 即 20%的 “头部 ” 内容生产者或

创业者坐享着风口下的红利 ， 大致吃

下了行业 80%的流量和利润 。 市场蛋

糕已将近瓜分完毕 ， 新入场的人大多

沦为 “炮灰”。 很多人眼红于 “罗辑思

维”、 “六神磊磊” 或者 “咪蒙” 的成

功而扑向这个市场 ， 甚至有人模仿或

借鉴这些思路和模式 ， 却发现自己最

终淹没在芸芸众生中。
内容创业的厮杀比想像中 更 为 残

酷。 就像其他互联网行当一样 ， 每一

个内容创业的领域 ， 只有做到第一名

才有意义 。 咪蒙说 ， 她把所有的时间

都花在写公众号上 ， 随时随地会斟酌

选题 、 内容和标题 ， 为了突发奇想的

灵感， 写稿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
看起来她只是专注于 “内容 ” 这件很

小的事 ， 但完成这份工作所需要投入

的精力和资源， 可能是以前的几十倍。
一个看似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市场 ， 想

要成功的话 ， 其对于产品 （内容 ） 的

要求 ， 通常到了极为苛刻的程度 ， 它

要求作者能够持续输出优质内容 。 首

先， 内容创业者的思想 、 文笔与才华

或者说是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 、 个性

化特质与特长 ， 能够吸引读者 ， 粉丝

愿意追随 ； 同时 ， 需保证优质内容的

数量和延续性 ， 这对于作者精力体力

和灵感创意的考验也是巨大的。
在 如 此 激 烈 的 红 海 竞 争 下 ， 机

会 仍 然 存 在 。 在 2017 年 ， 越 是 小 切

口 、 越 是 垂 直 化 的 内 容 创 业 者 ， 仍

然 有 一 定 的 突 围 可 能 。 因 为 ， 垂 直

领 域 往 往 能 收 割 更 精 准 稳 定 的 粉 丝

群 。 套 现 1.78 亿 的 “同 道 大 叔 ” 研

究 的 是 星 座 文 化 ， “六 神 磊 磊 ” 读

的 是 金 庸 ， “王 左 中 右 ” 点 评 的 是

西 游 记 ， 咪 蒙 写 的 是 心 灵 鸡 汤 ……
这 些 成 功 的 大 V 内 容 定 位 都 非 常 垂

直 、 细 分 。 定 位 切 入 口 小 ， 意 味 着

对 应 的 读 者 群 很 精 准 ， 同 一 赛 道 的

竞 争 者 少 。 如 果 具 备 持 续 的 优 质 内

容 产 出 的 能 力 ， 往 往 能 快 速 收 割 该

领 域 红 利 而 做 到 头 部 。
霍世杰认为 ， 微信公众平台以及

各类内容平台 ， 确实给普通人提供了

成名获利的机会 ， 但这个时间窗口是

有限的 ， 对个人的自媒体运营能力也

有极高的要求 。 如果没有这个心理准

备 和 能 力 储 备 ， 还 是 不 要 贸 然 介 入 。
做这一行 ， 一开始不能把盈利看得太

重， 爱好和成就感是第一诉求。

平台成为内容创业的撬棒

对于传统的互联网公司
来说 ， 要想获取新用户 、 并
让 老 用 户 长 久 地 留 在 平 台
内 ， 做内容或者买内容 ， 应
该是性价比最优的选择。

今 日 头 条 、 大 鱼 号 等 平 台 的 介

入 ， 成 为 内 容 创 业 的 一 根 重 要 撬 棒 。
一个普遍的认知是 ， “内容 ” 已经是

一个新的流量入口 。 对于传统的互联

网公司来说 ， 要想获取新用户 、 并让

老用户长久地留在平台内 ， 做内容或

者 买 内 容 ， 应 该 是 性 价 比 最 优 的 选

择。 阿里认识到了这个趋势 。 从淘宝

电商上的内容化试水 ， 再到整个阿里

大文娱体系的布局 ， 阿里对内容进行

了大手笔的探索。
从 UC 浏 览 器 升 级 ， 再 到 大 鱼 号

的诞生 ， 阿里看中移动端浏览器作为

流量入口的巨大优势 ， 再将其与创作

平台相融合 ， 将用户分发 、 引流到其

他 平 台 中 。 这 一 战 略 颇 为 独 到 。 同

时 ， UC 作 为 大 鱼 号 其 中 一 个 大 数 据

精准推荐内容分发平台 ， 便于有效识

别用户 ， 使创作内容得到个性化 、 精

准地下发。

如此大成本投入到平台建设和作

者扶持 ， 使 内 容 创 作 者 对 UC 的 商 业

回 报 极 具 信 心 。 陈 超 介 绍 说 ， UC 背

后的商业生态中包括卧龙系统 、 汇川

系统 、 App 系统均是国内最主流的互

联网广告平台 ， 结合阿里大文娱集团

丰 富 的 大 数 据 资 产 ， 能 够 实 现 综 合

性、 多形式的广告售卖 ， 服务于各类

广告主品牌 ， 结合集团丰富的大数据

资产 ， 进行多维度 、 多样式 、 品效兼

顾的广告精准投放 。 此外 ， 也会接入

电 商 服 务 这 一 天 然 的 内 容 变 现 方 式 ，
实现内容衍生的二次变现。

同样 ， 今日头条的优势在于大数

据和优秀算法 ， 可以为每个用户建立

精 准 的 DNA 库 ， 而 基 于 此 可 实 现 的

是 广 告 的 精 准 投 放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今日头条 2016 年的广告营收接近 100
亿元。

腾 讯 天 天 快 报 负 责 人 郑 坚 表 示 ，
平台与自媒体人以及机构媒体的合作

是一种共赢的关系 。 平台会从内容出

发深挖自媒体内容创作需求 ， 发挥平

台自身分发优势和媒体基因 ， 让更多

优 质 内 容 的 锋 芒 绽 放 ， 以 “平 台 之

丰 ” 助 力 “内 容 之 疯 ”， 营 造 内 容 生

产的可持续生态。

标题党泛滥与同质化困局

缺 少 传 统 媒 体 时 代 的
“把 关 人 ” 角 色 之 后 ， 自 媒
体在追热点抢头条的路子上
一 骑 绝 尘 ， 甚 至 不 惜 以 捏
造 、 篡改等伤害他人利益的
方式吸睛———反正我躲在暗
处 ， 只 要 有 了 10 万 + 阅 读
量， 管它身后巨浪滔天。

随 着 自 媒 体 人 和 平 台 的 不 断 增

多， 草根内容创业因为 “零门槛 ” 的

缘 故 ， 文 章 粗 制 滥 造 、 内 容 同 质 化 、
抄袭 、 标题党， 以至于有害垃圾信息

泛滥等问题开始出现 。 譬如 ： 打开许

多平台的首页界面， 内容大多是猎奇、
心灵鸡汤 、 两性生活 、 奇闻怪事和耸

人听闻的标题 。 出现这些现象并不奇

怪 ， 因 为 优 质 内 容 本 身 就 是 稀 缺 的 。
而平台能输出那么多内容 ， 最简单暴

力的是 “借他山之玉”， 改一些文字重

新出炉 。 稍好一些的 ， 是将各方内容

做个盘点整合 ， 也有的直接挂几张图

片、 一个视频， 主打标题的耸人听闻，
又称 “标题党”， 这些都属于投机取巧

的做法。 如上文所述 ， 真正优质的内

容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和精力 ， 往往

也 是 无 法 量 产 和 不 断 复 制 的 。 少 而

精， 是优质内容的重要特点 。 而对于

以数量和标题取胜的作者来说 ， 其实

打了一个大的擦边球 ， 也是钻了平台

“智能推荐” 的空子。
知 识 产 权 也 是 一 个 重 大 的 问 题 。

以体育为例 ， 近年来 ， 在平台上流行

一种体育软内容 ， 包括赛前赛后的分

析 ， 包 括 用 户 UGC 的 口 水 ， 甚 至 包

括近年来被自媒体平台极为推崇的非

原 创 “揉 面 ” 内 容 。 啥 叫 “揉 面 ” ？
就是一个根本没有去现场的用户 ， 在

电脑上 “汲取 ” 了别人多个第一现场

内容干货后 ， 整合出了一篇现场的文

章 。 结果是 ： 真正付出成本的原创者

吃亏了 ， 而没有付出差旅 、 采访 、 时

间 等 各 种 成 本 的 “键 盘 侠 ” 却 获 利

了 。 譬如世界杯小组赛伊朗对中国的

赛前一天 ， 聚力体育独家专访了张玉

宁 。 随后 ， 当人们在今日头条搜索张

玉 宁 时 ， 会 看 到 相 似 度 极 高 的 20 多

篇张玉宁专访文章 ， 这当中 ， 没有一

个 作 者 尊 重 聚 力 体 育 的 摄 制 组 劳 动 ，
没有一篇文章哪怕提及文字内容来自

于聚力体育专访 ， 而这种所谓的 “二

次加工”， 居然被平台贴上了 “原创 ”
标签。

有 分 析 人 士 认 为 ， 尊 重 内 容 的

原创性 ， 就更应当重视这些抄袭 、 侵

权现象 。 可惜的是 ， 在现有的法规制

度下 ， 在浩瀚如海的内容当中 ， 难以

完全网罗这样的案例 ， 也无法对这些

下三滥手段进行惩罚 。 尽管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推出了保护 “原创 ” 作者的

各种制度 ， 但碍于技术原因 ， 后台对

“洗 稿 ” 这 类 整 合 文 字 的 行 为 ， 至 今

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缺 少 传 统 媒 体 时 代 的 “把 关 人 ”

角色之后 ， 自媒体在追热点抢头条的

路 子 上 一 骑 绝 尘 ， 甚 至 不 惜 以 捏 造 、
篡 改 等 伤 害他人利益的方式吸睛———
反正我躲在暗处 ， 只要有了 10 万+阅

读 量 ， 管 它 身 后 巨 浪 滔 天 。 近 年 来 ，
涉及自媒体侵权的民事官司开始多了

起来。 2015 年， 一篇 《田朴珺撩汉往

事， 世界就这样被野路子的女人抢走》
的文章 ， 因为名誉侵权 ， 其作者王某

被法院判决赔偿 6 万元 ； 同一年 ， 万

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起诉公众号 “顶

尖企业家思维 ” 捏造其讲话 ， 侵犯其

姓名权 、 肖像权 、 名誉权 ； 2017 年 2
月 ， 优信二手车起诉自媒体人张钧泓

发布其二手车数据造假的不实报道误

导公众 、 抹黑企业形象……针对自媒

体的侵权诉讼日渐增多 ， 不但频频将

作者送上被告席 ， 也将作者身后的各

家平台拖进漩涡之中， 一旦处理不当，
很有可能引发连锁负面效应。

本版图片： 视觉中国

■尤歆飞

内容创业时代众声喧哗， 当职业门槛、 传播平台、 变现通道的藩篱逐渐消
失， 对那些渴望将知识迅速变现的 “草根素人” 而言， “一夜翻身” 似乎已不
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果真如此吗？ 或者， 一切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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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阅读量， 还是点赞、 打赏， 这 10 类公号
都排名靠前， 聚集着最多的内容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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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是内容创业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广告收入

打赏收入

电商收入

订阅收入

其他

88.8%

14.3%

9.1%

4.5%

15.7%

微信免费表情

哪些平台的内容最容易收获打赏

微信公号文章

其他

58.6%

18%

知乎专栏文章

微博文章

原创音乐

原创视频

28.4%

27.3%

21.2%

20.5%

17.3%

同质化信息泛滥是内容创业的最大痛点

同质化信息太多

其他

44.2%

10.4%

推送内容太低俗

广告体验不好

评论氛围不好

推送内容不够丰富

42.4%

38.7%

31.5%

24.6%

这是一个 “人人都有麦克
风”的时代。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
头条、阿里大鱼号 、搜狐公众平
台、百度百家……鳞次栉比的平
台为写作者提供了梦想的舞台。
与 此 同 时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版权）的商业价值
得到最大展现，罗辑思维旗下的

19 名收费作者一年内创造了大
约 1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吴晓波
的音频阅读订阅量超过 10 万 ，
一年收入高达 2000 多万元。 许
多原先就职于专业机构的文字
工作者， 也纷纷转投内容创业，
成了自媒体时代的风云人物，譬
如咪蒙，微信粉丝超过 1000 万，
几乎篇篇阅读 10 万+……

不论是金融 、财经 ，亦或是
艺术、情感 ，都有许多特色鲜明
的“大号“，和愿意为内容付费的
忠实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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