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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S直聘，将去中间化进行到底
科技元素，是北京冬奥会的一大亮点。

除了精彩纷呈的开幕式充满了科技元素之
外，我们同样在冬奥会的赞助商里看到的不
少互联网公司的身影。阿里巴巴、拼多多、
淘特、BOSS直聘，就是这些互联网公司的突
出代表。如果一定要找到让人印象深刻的
那一个，BOSS直聘无疑是当仁不让的。

很多人认为，BOSS直聘铺天盖地的广
告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然而，对于笔者来
讲，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铺天盖地的广告，而
是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广告背后，BOSS直聘
透露出来的将去中间化进行到底的勇气与
信心。「直接跟老板谈」，正是这样一种坚持
的真实写照。

对于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BOSS直聘，
如何找到新周期里的发展新机会，如何跳出
互联网式的怪圈，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
的深刻话题。当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远离
互联网，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互联网式
的商业模式时，BOSS直聘则正在通过自身
的努力与实践，向我们展示着互联网式的商
业模式的别样的风景，诠释着互联网的新内
涵

提及互联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以电
商、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互联网+」式的商
业模式。从表面看来，所谓的互联网模式，
其实就是搭建一个平台，仅仅只是在中间充
当撮合与中介的达成，从而获得中介费和广
告费来实现营收的增长。这是人们对于互
联网式的商业模式的固定看法，同样是诸多
互联网玩家们频繁布局的方向。可以肯定
的是，当互联网时代的红利逐渐出清，仅仅
只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延续自身的发展是
无法持续的，挖掘出互联网的新内涵，才是
每一个互联网玩家真正应该做的事。BOSS
直聘，无疑正在向我们展示互联网式的商业
模式的新内涵。

互联网的终点并不在于撮合和中介
以往，人们仅仅只是简单地认为，当交

易达成，当信息对接实现，互联网玩家们的
使命就已经完成。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几
乎所有的玩家都将撮合和中介的完成看成
是互联网的终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在资
本和流量丰沛的背景下，互联网玩家们追求
的必然结果。然而，等到互联网的红利不
再，这种状态正在被改变。

当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进入到深水区，我
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将关注的
焦点聚焦在赋能实体，融合实体的方向上。
随之而来的是，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新时代
的来临。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将互联网的终
点聚焦在撮合和中介上，很显然是无法做到
这一点的。挖掘互联网的新内涵，才是关键
所在。

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数字和数据领域，寻

找互联网在数据收集和数字科技的孪生上
的新机会，才是互联网行业的下一个星辰大
海。无疑，BOSS直聘，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
展和进化。从表面上看，BOSS直聘依然还
在主打去中间化的理念，但是，如果将这一
理念发挥到极致，那么，它的终点在哪呢？
很显然，并不在于撮合和中介，而是在数字
经济与数字科技的星辰大海里。

互联网的潜能有待进一步激活与释放
当外界都在对互联网百般质疑的时候，

必然有人会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互联网式的
商业模式在新形势下的新内涵。BOSS直
聘，正是其中之一。笔者认为，互联网行业
之所以会深度洗牌，并不是互联网式的商业
模式出现了问题，而是因为那些利用互联网
投机取巧的人开始失去机会。按照一般理
解，人们仅仅只是简单地将互联网式的商业
模式看成是他们收割红利的方式和手段，而
没有想到利用互联网为用户做什么。我们
口头上所讲的互联网时代的落幕，仅仅只是
那个投机时代的落幕，而那些真正践行互联
网的思维，真正利用互联网为用户服务的玩
家，依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对于BOSS直聘来讲，它的确是互联网
时代的发展壮大起来的。然而，如果仅仅只
是将BOSS直聘的发展壮大，仅仅只是拘泥
于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红利，仅仅只是归结为
互联网式的商业模式，很显然是不恰当的。
笔者认为，BOSS直聘的成功更多地在于它
真正把握了互联网的发展规律，并且将它对
于互联网的理解与用户的需求真实结合在
了一起。

如今，提及互联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互联网红利的退却，但是，单单从这个说法

本身就是错误的。之所以会将目光聚焦在
「红利」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
仅仅只是以收割红利的态度来落地互联网，
而没有真正挖掘互联网的潜能，更没有真正
把互联网当成一个事业来做。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互联网行业的深度
洗牌。透过BOSS直聘，我们更多地看到的
是，互联网的潜能有待于进一步激发和挖
掘。只要我们愿意，互联网依然还有很多的
红利值得我们去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
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长期主义，像BOSS
直聘那样坚持互联网的精髓与灵魂。

「基础设施」，互联网的新定义和新内涵
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互联网在经济社

会发展过程当中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就愈
发清晰。在那个互联网野蛮生长的年代里，
人们在看到互联网的时候，通常是将它与实
体经济对立起来看待的。于是，我们看到的
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实体经济的衰退。然
而，这难道就是互联网的本质内涵与意义
吗？很显然不是。

笔者认为，互联网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新
定义与新内涵在于，它应当成为经济社会的
「基础设施」。如何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如何
寻找在这样一个方向之下的发展新机会，才
是开启互联网玩家们新的发展机会的关键
所在。通过观察，我们发现，无论是头部的
阿里、腾讯，还是京东、百度，几乎都在将自
身定义成为新型的基础设施，并且寻找自身
与实体行业的结合之道。

透过BOSS直聘，我们同样可以非常清
晰地看到这一点。在很多人看来，BOSS直
聘仅仅只是一个诞生与招聘和求职的互联
网企业，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地看到的是

BOSS直聘试图成为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
的「基础设施」的决心。换句话说，BOSS直
聘不再是一个与实体经济争食的存在，而是
一个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与人们的生活融
合的存在。

透过BOSS直聘的广告语，我们可以非
常强烈地感觉到其对于互联网的新定义与
新内涵的深刻理解与诠释。正是基于这样
一个原因，我们才会说，BOSS直聘正在试图
成为人力资源行业的「基础设施」，正在让互
联网在新的背景下找到新的诠释。

数字与数据，互联网的新征途
很多人会简单地认为，BOSS直聘的核

心竞争力在于流量，同其他类型的互联网企
业并没有太多区别。如果仅仅只是以互联
网式的商业模式来定义互联网本身，我们看
到的是互联网时代的落幕。这是必然的。
然而，如果我们以新的视角来定义互联网，
我们将会看到互联网的新征程，看到互联网
的新红利。透过BOSS直聘，我们同样看到
了这一点。

笔者认为，BOSS直聘的成功并不在于
它抓住了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红利，而是在于
它将互联网的去中间化发挥到了极致，并且
不断用新的内涵和意义来诠释「去中间化」
的新内涵和新意义。正是因为如此，笔者并
不将BOSS直聘定义为一家招聘网站，而是
一家数据公司。真正促使BOSS直聘在竞争
激烈的互联网时代获胜的是大数据技术，而
真正让BOSS直聘可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
续发展的依然是数字和数据。

因此，透过BOSS直聘，我们更多地看到
的是互联网的新征途——数字和数据。需
要明确的是，如果仅仅只是对互联网式的商
业模式进行蜻蜓点水般的试探，而没有真正
将互联网式的商业模式进行到底的决心和
勇气，互联网玩家是无法触达到互联网的这
样一个新征途的。只有持续地，深入地落地
和实践互联网式的商业模式，只有不断地，
全面地完善和修正互联网式的商业模式，我
们才可以触及互联网式商业模式的精髓。

这或许就是我们应该透过BOSS直聘看
到的。对于那些依然还在黑暗里摸索的互
联网玩家来讲，更多地像BOSS直聘一样，将
更多地目光投向数字和数据领域，并且真正
用新技术为互联网行业找到新注脚，才是保
证他们可以获得新的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 BOSS 直聘再度在冬奥会赛场上刷
屏，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它坚持将去中间化进
行到底的信心和勇气。同时，我们还应该看
到它为我们展现出来的有关互联网的新方
向。当我们把「去中间化」这样一个互联网
的特质发挥到极致，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有别
于互联网的新世界，而这或许正是我们苦苦
探索，却无法触及的互联网行业的新未来。

春节档票房下滑只是因为“高票价”吗
数据显示，2022年春节档（1月 31日-2

月6日）票房已超60.3亿元。相比于2021年
春节档的 78.4亿元票房，差距是相当明显
的。整个档期同比减少了 4200多万观影人
次，也明显落后于 2018年和 2019年同期。
曾经繁荣的春节档，开始出现了一部分“空
洞”。一个声量很大的吐槽是票价太高，其
中大年初一平均票价达56.1元，创下了历史
高点。

《狙击手》宣布从2月7日起下调结算价
格，这是春节档第一部率先对“高票价”作出
反应的电影。在 2月 3日，就有爆料称全国
院线群收到建议：迅速调整，科学定价，让更

多观众走进影院才能让行业获得最大利
益。但事实证明，春节档相关方面，还是将
高票价坚持到了最后一刻。《狙击手》的降价
也被认为是档期结束后，正常的票价恢复
了。

高票价的背后，是十多家上市公司的利
益、上百家相关公司以及广大从业者的生存
问题。作为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之一，电
影业在过去两年过得很不容易，电影人的窘
困也一度成为社会话题，不少人表示影院正
常开门后一定会去买票支持。但矛盾也产
生了：观众眼中的高票价，在压力山大的电
影行业看来，仍不足以帮助整个产业走出困

境；而如果保持较低票价，一些公司的生存
很可能雪上加霜。

电影业与观众的较劲，真的是因为票价
贵吗？或者说，高票价真的是今年春节档的
最大问题吗？也未必。

从 2016年开始，春节档票价就一路攀
升，以每年5—10元的涨价幅度，考验着观众
的钱包。对此，观众虽颇有微词，但观影热
情始终未被真正地冲击。去年疫情下的春
节档票房爆发，就很能说明问题。

今年观众说“看不起电影”，有两种可
能，一种的确是钱包变瘪，要压缩娱乐开支；
另一种是换个说法，不愿为春节档电影埋更

大的单。
来自网联清

算平台的说法，似
乎也在为第二个
可能性提供佐证，
数据显示，春节假
期前五天，网联平
台共处理跨机构
网 络 支 付 交 易
62.36 亿笔，金额
4.2 万亿元，同比
增 长 5.30% 和
11.58%。也就是
说，大众在今年春
节期间，整体消费
和涨幅都不低。
那为何在电影消

费上，偏偏不增反降？
这就不得不回归到核心问题上。今年

春节档电影在质量方面“中等偏上”，一位电
影从业者这四个字的评价，或是春节档总票
房与观影人次双双下滑的真相。

“中等偏上”是褒义的评价，放在其它档
期或平常，能得到这个评价的电影，就不难
获得较理想的票房。但这四个字放到春节
档，就显得有些批评的意思了。春节档的观
众貌似宽容，其实是另一种要求严苛，既要
电影符合“合家欢”的节日氛围，又要有故
事、有内涵，无论在娱乐还是情感层面，都能
带来满满的收获感。用这一标准来对标今
年春节档的电影，确实会发觉，整体质量差
点意思。

电影在营销层面的好，体现在打分平台
与社交媒体上的好，以及观众“觉得好”，都
只是电影评价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全
部。真正的好，是观众的口口相传，是买票
观看，是用脚投票——谁也阻拦不住地走进
影院，观赏并享受电影。如果只是为了打发
节日时间，或者说为了满足社交需求，那么
看电影早已经不是重要选择，更不是唯一选
择。

电影业应该意识并重视这一点，不满足
于用“中等偏上”的作品来供应春节档，而要
在此基础上，用真正的佳作、有潜力成为经
典的电影，来充实春节档，让这一档期真正
写入观众的娱乐记忆与文化记忆。如此，春
节档电影才能保持不竭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