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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双11”，冰火两重天，或许与当初的横空出世
一般，将成为中国商业史上标志性的一年。火的一端，是各
种电商平台，依然是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促销公告，“最低
价”“真低价”的吆喝喊遍全网；冰的一端，是不再“剁手”的
消费者，何止是“理性消费”一说，“壹番YIFAN”的“双11”
观察更是写到“愈发冷清才是‘真情实感’”，而微博上，最火
的相关话题竟然是“‘双11’是不是卖不动了”。

“卖不动了”，商业咨询顾问刘润分析，因为两个原因，
时间稀释和空间稀释。以前的“双11”，就真的是“双11”，就
当天，早一分钟都不行。但逐渐的，“双11”已经从原来一天
的销售节，转变成了持续近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销售
季。刘润形容，这就像本来春节当晚要放完的烟花，最后每
天放一点，每天放一点，一直放到植树节。你不再觉得火爆，
不再觉得震撼。

这就是时间稀释，这就是空间稀释。本来“双11”，是阿
里的节日。后来“双11”，变成了所有平台电商的节日。再后
来，“头部主播”们也加入了进来。消费者的购买力，在不同
的空间里，再次被稀释。刘润说，稀释到最后，可能每天都是

“双11”。
但这依然只是用现象来解释现象，“卖不动了”，我们还

需要去寻找更底层的逻辑。
今年以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针对消费问

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一个核心观点是“一个持续
20多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即将结束”。这个阶段，在时
间上可以看作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最初15年
这么一个时间段，前半段以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所谓三大
件为主，后半段以房子汽车为主。这个阶段，需求比较单一，
三大件就是三大件，房子汽车就是房子汽车，纵有差异，也
依然是“有没有”的问题。

譬如三大件，主要就是彩电、冰箱、洗衣机，有的只是品
牌、型号或品质的差别；房地产则更为单一，虽然房子有不
同的档次，有别墅也有普通住宅楼，但都是用来住的。也所
以，这个阶段的消费特征就是“简单、明确、集中，而且具有
刚性”。

生活毕竟不是只有三大件与房子汽车，还有其他消费
品。于是，在这个阶段的最后时期，停留在对日常生活基
础性需求的满足上、本质上是“以量换价”的“双11”，乘着
网络社会的东风，应运而生。如是，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什
么，每年“双11”，消费者狂欢于“最低价”，电商平台狂欢于

“成交量”。
时代在变，人们的消费需求在变，商业的逻辑其实也在

变。新的消费阶段，简单的理解，就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阶段。
新阶段的需求特征，一是需求的差异化程度更强，不同年龄
段、不同经济状况的，甚至不同的个人，差别很大。有时，甚
至我们每个人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们需求的是什么；二是需
求弹性的程度更高，弹性高，意味着可买可不买，有条件就
买或多买，没条件就不买或少买；三是所需产品的形态不
一样，一方面人们需要品质更高的实物产品，另一方面，
还需要更多的服务以及其他无形的产品。这不仅直接体现
在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也使得整个经济的形态发生重要
的变化。

这时候的商业逻辑，就不再只是简单的量与价的关系，
而是谁能对接好消费品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桥梁，谁就能
掌握商业的主动权；谁能将全球优质产品直接送到消费者
手上，谁就是商业赢家。已然掌握了新商业逻辑的商家，有。
线上的，有拼多多……线下的，有山姆会员店……

今年的“双11”，“卖不动了”的最大价值正在于，它用
事实告诉大家，挥舞旧船票，永远登不上新客船。“壹番
YIFAN”的“双11”观察系列文章第一篇就是《“绝对低价”
不是京东的未来》。“中欧商业评论”的文章《隆冬将至，中国
零售品牌到比拼核心能力的时候了》则说得更为直接——
单独靠“折扣”“低价”，是无法把产品做成可持续爆款的。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

党的文件，是需要认真、深入学习领悟的。

“‘双11’卖不动了”的底层逻辑
□ 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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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10万+ 网红玩具“萝卜刀”

大约从今年九月份开学以来，这种
彩色塑料的“萝卜刀”在低龄儿童和小
学生的圈子里传开了，很多孩子口袋
里都装着一把“萝卜刀”。

“我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是‘萝卜刀’，
孩子有一天突然回来说，要买个这个玩

具。”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儿子还在
上幼儿园，“说同学们最近都在玩这个，
我上网搜了下，发现型号、种类还挺多
的，我就买了小号的，也不贵，9.9元两
把……”

在市区某学校附近的广场上，几个
孩子放学后一起玩耍，他们手握“萝卜
刀”，比划着戳来戳去，做出刺、捅的动
作，玩得不亦乐乎。有个孩子跑到另一
个同学身后，快速掏出“萝卜刀”刺了过
去，还大声地叫着 ：“又中了，又中了！”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萝卜刀”
进行搜索，跳出了很多商品，分别打着

“9.9元带走一套”“正品授权，买一送一”
“高品质加强夜光版”等口号，价格从几
元到十几元，款式从指甲大小的“袖珍”
款，到20多厘米的“巨无霸”款。销量最
高已有10万+，销量几万、几千的店铺也
有很多。

在一家销量3万多“热卖大促”的店
铺，这里的“萝卜刀”主打“全套”，有常
规款、夜光款、巨无霸、透明闪光款、卡
通闪光款，还有蝴蝶刀、萝卜球、萝卜
锤、折叠爪刃等，还分成了 10多组合进
行售卖。

“萝卜刀”是一款塑料仿真刀玩具，
通过自身重力可以实现刀体的滑动。这
种由塑料经过 3D打印制成的仿真刀玩
具，因它的外观形似萝卜，能够实现流畅
滑动，所以又被称为“重力萝卜刀”。

通过销售商家和网络上的一些视
频，可以看到，“萝卜刀”在速度加持下，
能够发出清脆的“啪嗒”声，刀身能够迅
速出鞘和收回。“萝卜刀”最初的定位，
是一种解压玩具。

记者了解到，“萝卜刀”的设计者是

一名大学生“疯狂的问号 493”，他在 10
年前就接触到了 3D打印，经常把自己
设计的作品发到B站，和3D打印爱好者
交流，有些玩家也会找他订购产品。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
设计“萝卜刀”有些偶然，先是受国外玩
家视频评测启发，后来建模打印出重力
直跳塑料小刀。因为他用了绿色的配
色，就给它起名叫“重力幼崽-小萝卜”，

“萝卜刀”由此诞生。
2022年6月10日，他在某视频网站

发布了“萝卜刀”的视频，小火了一下。
今年 7月 5日，他把“萝卜刀”的视频发
布到某短视频平台上，又经过一些网红
的传播，“萝卜刀”迅速破圈了。

在该短视频平台上，记者看到了一
段“萝卜刀”的介绍性视频：最基本的玩
法就是将小刀垂下后收回；第二种是
通过手指打开一个小缝，然后快速甩出
刀；第三种玩法是将刀倒过来，打开一
条小缝后迅速捏紧，然后等待刀落回手
中；第四种玩法是将出鞘的刀收回手掌
中……还有一些视频，在销售的同时还
教购买者如何去玩，还教授用“萝卜刀”
刺、扎的动作。

本周，有媒体报道，“萝卜刀”已经漂洋
过海到了韩国，当地教育部门向 370所中小
学发送了“关于防止购买及携带玩具胡萝卜
刀的协助请求”的公文，表示“希望家长们给
予相应关心和指导，以免衍生出轻视生命的
想法”。不少学生家长对此措施表示欢迎。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广东省教育厅此
前正式发出《关于加强有害玩具教育管理的
通知》，要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要严禁此类
危险性有害玩具进入校园。西安、汉中等地
检察部门也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进行了专项
督查。

江苏省消保委在 10月份、镇江市消协
在 11 月份先后发布提示，认为应对“萝卜
刀”正确引导和强化监管。专业人士指出，
攻击性动作并不一定会成为暴力倾向的催
化剂，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引导和教育孩子。
同时各方面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商家作为玩具的制造商和销售商，应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检查所生产的“萝卜刀”
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同时要注意广告宣传中
是否存在不良暗示，如“看谁不爽就刀一下”
此类宣传应及时改正。同时，电商平台作为
销售平台，应该绷紧宣传内容把关“安全
弦”，避免不良引导内容的大肆扩散。

监管部门作为市场秩序“守护者”，应加
强审查监管，将安全隐患防范于未然。规范

销售渠道，重点检查商家是否证照齐全，是
否销售“三无”产品、低俗或暴力包装产品，
是否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是否销售未经 3C
认证的玩具等。

学校和家长作为孩子的“教育合伙人”，
应注重培养孩子正确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提升孩子的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帮助其更好地认识危险、规
避危险，引导孩子摒弃暴力倾向，确保身心
健康和全面发展。

近期，一款名为“萝卜刀”的玩具在低龄儿童
和学生中风靡起来，同时也引发了家长的担心和
各方的关注。

“萝卜刀”是一种用塑料制成的玩具仿真刀，
可以通过重力或弹簧的作用让刀片伸缩，颜色鲜
艳，造型多样，价格低廉。

有人说，这种玩具有解压神器的功效，可以
让孩子们在玩耍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和情绪。但
更多人却是担心这种玩具的隐患和风险，比如可
能造成人身伤害，更担心影响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诱发暴力倾向等。

解压神器？“萝卜刀”迅速走红

正确教育引导 强化市场监管

孩子手中的孩子手中的““萝卜刀萝卜刀””，，您关注了吗您关注了吗？？
销售火热，是解压神器？还是危险玩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是否安全？家长担心不良影响

面对这种玩具，很多家长观点并不一
致，有支持、有反对，更多的则是担忧。

家长张先生表示，“萝卜刀”从材质和结
构来看，是用塑料制成的仿真品，其颜色和
造型也是为了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和兴
趣。“我也看过孩子的玩具了，感觉没有什么
杀伤力，也没有什么安全隐患。”他认为，孩
子们喜欢玩具，喜欢玩耍，也是他们认知世
界的一种方法。“萝卜刀”作为一种色彩鲜
艳、会闪光的玩具，自然会吸引孩子们的好
奇心。“孩子们之间的打闹，也是正常的娱
乐，我们小时候，也会拿着玩具，玩类似打仗
的游戏……”

“‘萝卜刀’这个东西真是害人不浅，不

但让孩子沉迷其中，而且在使用中存在着巨
大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还滋长了孩子潜在
的暴力倾向！”家长俞女士则表示强烈反对，
虽然“萝卜刀”不是真正的刀具，但如果用力
过猛或方向不当，还是可能会给自己或者他
人造成伤害。尤其是“萝卜刀”的使用者，都
是一些低年级的孩子，他们用“萝卜刀”做出
一些危险的动作，如刺、捅、砍等，这样就很
容易发生意外或冲突。

俞女士同时认为，“萝卜刀”还可能进一
步影响心理健康，会让他们形成一种依赖或
上瘾的心理。“萝卜刀”也可能会滋生孩子们
的暴力倾向，让他们对真正的刀具或武器产
生好奇或向往，“现在拿着玩具刀，随便乱
玩，以后对真的刀具就没有警惕心理，很容
易造成更大程度的伤害！”

家长黄女士也表示，自己发现问题也上
网就“萝卜刀”的安全性进行了查询，发现有
的实验视频证明，“萝卜刀”虽然是塑料材
质，但不代表没有破坏力，“那些视频中，这
个玩具可以扎破白纸，插入苹果，甚至可以
戳破西瓜，这样的东西放在孩子手里，我还
是很不放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