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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一则消息在业界大热。11月29日，美股市场，拼
多多盘中市值首次短暂超过阿里巴巴。彭博社认为，这是中
国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分水岭”，“也标志着从拼多多到字节
跳动等一代新贵的崛起，它们正颠覆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的
传统领域”。12月1日，美股收盘，拼多多市值超过阿里巴巴，
正式成为在美中概股中的市值第一股。

媒体热议，包括各种分析，拼多多凭什么突破了电商天
花板。颇多目光聚集在拼多多的低价策略上，也聚焦在拼多
多的出海与跨境平台Temu上。但这些事儿，其他电商不也都
做得一个比一个欢吗。一个业内的传说——质疑拼多多、理
解拼多多、成为拼多多，正在成为如今电商行业最流行的成
长故事。但显然，低价也好，出海也罢，无疑都只是拼多多战
略的外衣，否则，“成为拼多多”就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个个
现实了。事实上，把低价当成救命稻草的京乐，不是摔得更狠
了吗？

理解拼多多市值超过阿里巴巴，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视野
来理解。

2016年，黄峥在其个人公众号的文章中谈到和阿里巴巴
的对比，“我们这个团队可能跟阿里团队差了20年，我觉得我
们也许有机会在新的流量分布形式，新的用户交互形式，和
新的国际化的情况下，能够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阿里。”黄峥还
分析称，整个电商市场的形式在发生改变，“今天阿里成功的
形式未必是明天成功的形式，但是人的需求是依然存在，而
且会进一步被放大的，所以潜在的市场很大。”

或许正是这句“人的需求是依然存在，而且会进一步被
放大的”，所以，围绕人、围绕消费者需求发展业务，成为拼多
多一路以来的策略。此前的“社交分享式”购物是以“人为中
心”的导购，自不必说。投身乡村振兴，致力地区特色农产品
走出当地，打造农业产销供应链，拼多多最后推出的新电商
模式恰是“平台+新农人+农户”。关键点来了，这个模式里，并
没有“货”，却有两个“人”。

如是，我们再看阿里系电商，无论是当初还是今日，阿里
始终是围绕产品、围绕物的流转而展开商业运作的。

于是想起了丰田与特斯拉，两家皆值得尊敬的伟大公
司，但在新能源车赛道上的竞逐，却是不一样的结局。不是丰
田不努力。一般人或许不知道，特斯拉在2014年免费公开了
所有的电动车专利技术后，感受到竞争的压力，丰田于2015
年宣布开放氢能源燃料电池技术专利的使用权总计5680项，
2019年宣布免费开放23740项核心电动化技术相关专利。然
而，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电动车迅猛发展，全球氢燃料电池汽
车市场却并未出现大量丰田技术跟随者进场引发的行业繁
荣景象。为何，有媒体探究，特斯拉的技术开放，并没有给其
开放的专利附加任何实质利益性的条件，用马斯克自己的
话，他只是希望Copy者是“善意”的。但丰田却不是，汽车专
利的免费时间被限定在了2020年前，只有生产和供应氢气的
专利将永久免费。更重要的是，丰田希望使用其专利的公司
跟其签订一份专利共享互惠协议。

恰恰是这份共享互惠协议，暴露了丰田与特斯拉的本质
不同。丰田是生产时代的企业典范，他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
建构起了紧密合作的生产生态系统。这样的生态，于内，是共
同身份与亲密无间，于外，却是封闭的。而那份共享互惠协议
的根本，正是起到了把一个圈外人建立起与圈内人共同身
份，也就是拉进圈的初步作用。

但特斯拉，来自硅谷，这里是一个同样紧密合作但却是
开放的社区故事。有一本书叫《区域优势：硅谷与128号公路
的文化和竞争》，讲硅谷公司之间建立了紧密合作的产业传
统与文化，人与人能够进行面对面的、高频的、紧密的交流与
讨论，这促进了创新、集体学习、身份认同，由此，硅谷成为一
个高创新产业社群。也所以，“开放”“开源”早已渗进了马斯
克与特斯拉的血脉中。

所以，新能源赛道上，电动车与氢能源车的竞争，表面
看，是两家领军企业特斯拉与丰田的竞争，但本质上，却是两
类社会关系在新时代的竞争。有媒体称，丰田换了新社长，更
新了管理团队，旨在加速电动化进程，简化汽车结构。这是一
个艰难的过程，因为表面是产品架构的变革，背后其实是组
织架构变革。这里提到的组织是广义的，包括供应商等整个
生态，更包括企业背后的社会关系在新时代的重新建构。

如是，再看拼多多与阿里系，不也正是以“人”为中心建
构社会关系与以“物”为中心建构社会关系，两条道路在新时
代的比拼吗？

阿里VS拼多多 丰田VS特斯拉
□ 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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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未必清 书房的变迁

1毛钱1根的头发，卖出4万多根

11月25日，发表于上海的一条公众
号文章“‘95后’女孩公开出售自己的头
发，1毛钱 1根，网友疯抢”，吸引了很多
人的目光，浏览量迅速达成“10万+”。

这篇文章里介绍了，毕业于中央
美术学院、26岁的艺术家佘璐芸，从去
年起，以 1 毛钱 1 根的价格，在淘宝售
卖自己的 56808 根头发，至今已售出 4
万多根。

最初，佘璐芸是将这个当成自己的
毕业创作，“买个毛”这个名字是谐音
梗，既指 1毛钱，又指我头上的 1根毛，
还指“买个什么”。

2022年4月，正式上架淘宝后，佘璐
芸开始尝试各种营销方法。线上联系
直播带货、营销号，到热门评论区留言，
线下还分发传单，但效果都不明显。佘
璐芸还亲自上阵推销，有的人聊了一个
小时才下单。还有人说手机信号不好，
留下传单第二天再买，但一般就没下文
了。佘璐芸认为：“这也很符合消费主
义的现状——人们大部分时候是冲动
消费。”

之后，佘璐芸还不断优化文案：写
上“惊爆价：1毛钱”，比如“为您挑选每
一根合格的头发，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永久头发保修，腐烂、分
岔等问题终身替换”。甚
至还去权威机构做了头皮
检测，并加上了“通过权
威 头 皮 中 心 健 康 认 证 ”

“使用进口洗护产品定期
护理”等。

佘璐芸还加了一些胡
编乱造的使用方式，比如
可以当书签，可以放在水
上漂，可以当成礼物送给
别人，可以采耳。没想到
很多评论说他们真的按照
她说的方式去做了，有人
评价，“物超所值”。

商品的包装也煞费苦
心。先塑封，再喷淋消毒，再套上一个
PVC塑料袋。每件都印上了独一无二
的编码，还有隐形墨水二维码用于防
伪。佘璐芸表示，自己费了这么大的功
夫，其实只是想探讨一个问题：“一个无
用又廉价的东西，如果给它很好的营销
和包装，大众会不会趋之若鹜？大家到
底买了个毛（什么）？”

佘璐芸也分析了购买者的动机，她
认为，一方面，比起消费物品本身，消费
行为似乎只是在满足大家的消费欲
望。就像刚刚过去的“双11”消费节，大
家可能并不需要任何东西，但都觉得必
须去消费点什么。另一方面，就算你没
有需求，商家也会为你制造需求。现在
的大数据算法，很容易向你推荐需要的
产品，诱导消费。

佘璐芸希望《买个毛》能给大众带
来思考：你是否真的需要这件东西？你
消费的究竟是什么？你是否也被卷入
了消费主义中？

而看清了消费主义的真相后，她对消
费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今年的618年中大
促和双十一购物节佘璐芸都没有消费。

“等我的头发全部卖完了，我会做一些事
情，让所有相关收入避开消费循环。”

如果你认为佘璐芸只是哗众取宠，
只是为了博眼球的行为艺术，那恐怕就
不太准确了。因为，她这次《买个毛》
的作品前身是大二的创作《当代艺术驱
动器》：一块裸露的电路板，上面有一
个小屏幕和一个小按钮。当按下按钮，
屏幕上就会随机生成一个和艺术相关
的句子。

《当代艺术驱动器》当时狂卖了1万

多件，让佘璐芸赚了 100多万元。也正
是这个经历，让佘璐芸认为，营销才是
卖得好的真正原因。之后，衍生出的

《加密艺术驱动器》，还入围了2022年威
尼斯双年展。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年，电商平台
上销售的“离谱”产品，还不在少数，那
些吐槽“奇葩”电商产品的网帖，更是比
比皆是。

记者同时发现，一些电商平台已经加强
了对“离谱”电商产品的管控，有的已经搜索
不到结果。

有法律人士认为，电商平台的有些虚拟
产品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禁售规定，有的则明
显带有搞笑色彩，消费者应理性对待。但若
商家存在不正当意图或欺诈行为，消费者应
保留证据，及时向平台或有关部门反映，避
免上当受骗。

采访中，面对曾经或者现在仍在销售的
“离谱”产品，很多市民认为，这些商家更多
是利用了人们的猎奇心理或是娱乐心理。
大多数人能够清醒、理智面对网络上的“离
谱”产品。

专业人士指出，目前，消费者的网络购
物模式也有所变化，之前以年轻群体为主的

“消费主力军”开始逛批发市场，买临期产
品。而在年轻群体当中爆火的“特种兵旅
游”“City walk”，也都体现着人们在消费过
程中，对性价比的追求，更多体现了对消费
的理性。

“双 12”即将到来，那么，如何才能在网
购中避免踩雷和浪费钱呢？

记者了解到，市消协公众号“镇江智慧
315”今年就曾在网络电商节前发布过消费
提示：

消费者在网购时要注意选择在成熟正
规的电商平台官网上购买，不要轻易点击来
源不明的网页链接，在平台选购商品时除了
价格，也要关注店铺是否值得信赖。

消费者在领取使用各类红包时，要提前
了解清楚其使用条件，付款前要核对是否与
自己计算的优惠价格一致，避免出现如不能
叠加使用、降价存在限额导致“满减不减”等
情况。

建议消费者尽量在正规直播带货平台
购买商品，同时要认真查看经营者在直播平
台的资质信息公示情况。

不能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注意留存好
相关交易证据。在发生消费纠纷时，可以先
同商家以及购物平台协商处理，如协商不
成，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消费者还应树立防范意识，不要直接私
下转账或扫描来路不明的二维码付款。此
外，还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不轻易将
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验证码等透露
给他人，防止信息遭到不法分子利用。

11月下旬，一条“‘95后’女孩公开出售自己的头发，1毛钱1根，网
友疯抢”的公众号文章，在朋友圈疯传，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从去
年起，以1毛钱1根的头发，至今已售出4万多根。这样的做法，试图引
起人们对消费主义的思考。

这些年，网络上一直有着一些吸引人关注的“离谱”商品。如今还
能搜索到“野生葫芦娃”“野生奥特曼”“爱因斯坦的脑子”和“鲁迅的脑
子”……好在对于这些产品，很多消费者都能以娱乐的心态去看待。

面对博眼球的产品和频繁到来的电商节，我们还是需要理性面对。

离谱的电商产品，让人难以理解

消费模式有变化，理性面对网购

理性消费理性消费，，
聊聊聊聊““离谱离谱””的网购产品的网购产品

是哗众取宠，还是“智商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市民张先生表示，自己看到过比较离谱的电
商产品，是卖空气的，“还有好多家在卖，有
呼伦贝尔新鲜空气，有富士山空气，价格从
几十元到五百多元不等。”他坦言，看不明
白，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不管是什么包
装，打开不就没了，又不是氧气袋，不明白有
什么用……”

网友黄小姐认为，有的产品就是“智商
税”，自己就曾经为此买过单。“我曾经在网
上买过‘回心转意符’，当时感情不顺利，就
寄望于这些玄幻的方式。钱是花了好几百，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黄小姐说，后来头脑冷
静下来才发现，人与人的相处还是要自己去
体会，而且能不能在一起，还是需要两个人
的交流和磨合。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查询发现一些离谱
的产品，如：“纯种野生蚊子”，“下单就出发，
可能会迷路”；“野生葫芦娃”销售有 70单，

“下单后会自动走到你身边，有时会迷路”；
“野生奥特曼”销售 28单，“现拍现抓，可选
赛罗迪迦梦比优斯”……

此外，还有“爱因斯坦的脑子”和“鲁迅
的脑子”都销售超过“100+”，前者“拍下后自
动长到你大脑上（买过的都说好用）”，后者

“考试前拍下语文立涨 50分，拍上立刻长到
脑子上，文综加分利器。”

有的商家标明了“本商品为虚拟商
品……娱乐项目，不喜欢可以退款，介意者
慎拍”，有的商家则只是发布产品照片，没
有特别进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