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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来临之际，为何上涨的是黄金而不是比特币？
曾几何时，比特币被奉为独立于现有格

局之外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可以不受更多
影响的长远存在。众所周知，区块链技术的
应用在理论上是完全去中心化的，是可以独
立于现有框架的存在，也应该更具有“保值”
和“增值”空间，应该更稳定和具有独立性。

1.突发情况下，为何比特币也“萎”了？
当世界格局突然发生改变的时候，当一

种地域冲突出现之后，真正的避险工具还是
黄金，而不是比特币。这多少是令人尴尬的
一种存在，也不符合技术达人们认知的对于
比特币这种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完美阐释。
在变化到来时，为何还是传统的黄金，而不
是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来承担这种重任？

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的是黄
金的不断攀升；而比特币却出现下跌。虽然
比特币此前已经有很疯狂的涨幅，如今的价
值也远超过诞生以来的升迁。这已经是一
种进步，不过，在真正潜在的“危机”出现的
时候，人们的选择还是囿于传统，而不是这
些新生事物，说明人们的认知并没有因为技
术变化的疯狂就改变自己的意识。

2.黄金还是实实在在的避险“硬通货”
选择黄金这种更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不

是“虚幻”的区块链技术。大量资金在寻求
安全感的时候，选择的是黄金、能源、石油、
煤炭等传统的认知。黄金的上涨符合市场
的预期，2月24日，现货黄金站上1970美元/

盎司关口，创下18个月以来的新高。随后有
波动，但依旧在1900美元/盎司之上，市场普
遍预计，黄金价格有望开启上行通道。

但是，比特币的走势就差强人意了。2
月 24日，比特币跌穿 35000美元/枚，比去年
11月 10日创下的历史最高价 68928.9美元/
枚近乎腰斩。有数据显示，2022年至今，比
特币下跌幅度已经达到20%左右，市场疲态
一览无遗。有分析表示，比特币的表现说
明，其避险属性已经不复存在，未来或成泡
沫资产。

俄乌冲突的突发性，人们习惯性地寻找
资产避险方式，而黄金成为最直接的受益
者。事实上，黄金等传统避险资产的避险属
性越发凸显，但比特币的表现却难以支撑其

“数字黄金”的美名。也就是说，区块链技术
下的技术引导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规避风险
的模式无疑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在突发事
件发生之后，人们的习惯性避险模式还是在
传统框架下的一种应对，而不是选择这种所
谓的“数字黄金”。

3.比特币的跌势在收窄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比特币价格大幅跳

水。被誉为“加密黄金”的比特币不过是技
术追逐者的一厢情愿罢了，其难以承载真正
的避险属性。而在欧美股市暴跌的同时黄
金却出现暴涨，可以说，黄金作为避险资产
的属性被进一步强化。这也是在人们脑海

中根深蒂固生成的一种潜意识，并在真正风
险来临的时候，自然地选择。有分析也表
示，本次地缘危机是比特币有史以来第一次
遭遇的潜在重大全球冲突，股市持续承压的
话，比特币价格就会继续下跌。

事实上，加密货币正慢慢成为一个更加
机构化的市场，大机构的不断杀入，大企业
和大保险财团的进入“捞金”，把以比特币为

代表的加密货币演变成了一种投资工具。
其自身的避险属性大打折扣，在和传统的价
值秉性相符的黄金等资产比较中，虚拟货币
没有优势。当然，最终俄乌局势的演变，将
决定黄金的走势，如果局势可控，那么对于
全球经济的影响有限，黄金的持续上涨空间
也会变得有限。最终在一个区间趋于稳定，
并盘整等待局势彻底明朗化。

腾讯真的做不好电商吗？

有关小鹅拼拼即将下线的消息引发了
热议。很多人认为，小鹅拼拼的下线运营再
一次告诉我们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即，腾
讯做不好电商。然而，事情真的如此吗？笔
者认为，所谓的小鹅拼拼的下线运营，仅仅
只是一个在大的环境下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并不能够将它与腾讯本身在电商业务上的
探索联系在一起，更加不能将其看成是腾讯
试水电商失败的标志。

其实，早在小鹅拼拼下线之前，互联网
上有关「阿里做不好社交，腾讯做不好电商」
的论调由来已久。尽管这种说法颇有几分
戏谑的成分，但是，它同样从另外一个侧面
反映了阿里、腾讯在异域探索，并且失败的
现实。不可否认的是，阿里在探索社交的道
路上命运多舛，而腾讯在进军电商的时候，
同样是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或许更多地应
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的
出现，而不仅仅只是一味地将原因归结到
「阿里做不好社交，腾讯做不好电商」的简单
逻辑上。

笔者认为，这才是正确看待小鹅拼拼下
线运营的正确逻辑。如果仅仅只是简单地
将小鹅拼拼下线运营的消息归结为「腾讯做
不好电商」，这非但是对腾讯的一种不公，同
样是对于电商内在发展逻辑的一种武断。
因此，深入思考小鹅拼拼下线运营的背后逻
辑，并且将其放置于更大的范畴之下，或许
才能得出一个更加全面和完整的答案。

电商的世界里，流量并非万能
当笔者看到小鹅拼拼即将下线运营的

消息，头脑当中首先浮现的是，流量并非万
能，在电商的世界里同样如此。一直以来，
我们都在说，流量是电商的生命线，如何获
得流量，如何对规模庞大的流量进行转化，
直接关系到电商的成败。于是，我们看到，

几乎所有的电商玩家都将发展的目光聚焦
在了流量的获取和转化上。

无论是阿里、京东为代表的传统电商玩
家，还是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生代的电商平
台，它们之所以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获得
如此快速的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在于，它们的平台上聚焦了海量的流量，它
们可以借助营销和运营的手段对这些流量
进行转化。于是，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错觉，
即，只要有流量，我们就可以做好电商。

然而，事情真的如此吗？小鹅拼拼的退
场，再一次告诉我们，仅仅只有流量，并不能
够做好电商。除了流量之外，电商还需要更
加其他的要素。这包括用户习惯的培养、电
商生态的搭建、供应链的构建等诸多方面。
如果仅仅只是以为有流量就可以做电商，未
免有些太过简单和武断了。

正是因为如此，笔者认为，透过小鹅拼
拼的退场，我们应当更多地看到的是，在电
商的世界里，流量并不是万能的。仅仅只有
流量，而没有完整的电商生态，是无论如何
都无法做好电商上。这一点在小鹅拼拼的
身上得到了证明，或许，未来还将会在其他
的电商品牌上继续得到证明。

或许，这才是我们看到小鹅拼拼退场的
正确姿势，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将小鹅拼拼的
退场与「腾讯做不好电商」的陈词滥调联系
在一起。笔者认为，腾讯仅仅只是为小鹅拼
拼提供了做电商的「充分条件」，但是，小鹅
拼拼要做好电商，必然还需要其他的「必要
条件」，而这些「必要条件」才是导致小鹅拼
拼最终下线运营的关键要素。从这个角度
来看，简单地将小鹅拼拼的下线，完全归结
为腾讯，显然是不公道的。

电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提及小鹅拼拼，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将

它与拼多多联系在一起，甚至还有人认为，
小鹅拼拼其实是在和拼多多「赛马」。无论
腾讯方面是否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是，透过
小鹅拼拼的下线与拼多多的强势崛起，我们
应当看到的是，电商行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
的变化。

按照传统理解，所谓的电商，其实就是
一个将商家与消费者聚拢到自身的平台上，
然后，再借助运营和营销进行撮合，最终实
现交易的达成。这是以阿里、京东为代表的
电商平台之所以会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同
样是很多的电商平台主要的操作思路和方
法。然而，我们同样要看到的是，这样一种
简单的电商模式，仅仅只是在早期的电商范
畴下存在，等到电商发展成熟，等到用户需
求发生改变，这样一种较为传统的电商模
式，必然会遭遇挑战。

不幸的是，小鹅拼拼的上线，正处于电
商剧变的关口。当小鹅拼拼还在以为坐拥
微信庞大的流量入口，可以有一番大的作为
时，其实，电商行业正在发生着一场非常深
刻的变化。如果一定要给这样一个变化，做
一个总结的话，那就是，仅仅只是依靠流量
的聚集与撮合是无法实现的，电商行业越来
越强调虚实结合，越来越讲究与产业的融
合。缺少了这些点，纵然是拥有了庞大的流
量，依然是无法做好电商的。

因此，透过小鹅拼拼的下线，我们应当
看到的是，电商行业正在发生的这样一场深
刻的变化。从本质上来看，电商行业正在发
生的深刻剧变，才是导致小鹅拼拼最终黯然
退场的原因。当以阿里、京东、拼多多为代
表的头部电商平台开始越来越多地投身到
产业当中，开始更多地强调自身与产品的深
度融合时，小鹅拼拼依然还在主打流量牌，
未尝不是一次大的战略失误。

用户需求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笔者始终认为，电商之所以会崛起，以

阿里、京东、拼多多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之所
以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快速成长壮
大，并且成为头部的互联网企业。其中一个
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满足了用户的需
求，抓住了互联网时代来临，用户需求开始
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的大趋势。

换句话说，用户成就了阿里，用户成就
了京东，用户成就了拼多多。任何无视用户
需求，一厢情愿的做法，必然会撞得头破血
流。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经历了 PC时代和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洗礼之后，用户的需求业
已发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从简单地「买
得到」，开始更多地追求「买得好」，从简单地
「线上体验」，开始更多地追求「线上和线下
融合的体验」；从简单地追求「买到的乐趣」，
开始更多地追求「买的乐趣」。

当用户的需求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无论是对于阿里、京东、拼多多这样的头部
电商平台来讲，还是对于小鹅拼拼这样的新
入局者而言，我们都应当正视，并且寻找满

足这样一种用户需求改变的方式和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受到用户的追捧和青
睐，否则的话，用户必然会选择用脚投票。

小鹅拼拼的下线，向我们非常清晰地证
明了这一点。小鹅拼拼仅仅只是看到了人
们传统意义上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人们业
已产生的新需求，于是，当它用传统的电商
模式来满足用户的新需求的时候，便失去了
市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用户需求的无
视与无法满足，才导致了小鹅拼拼的失败。
简单地将此归结为腾讯本身，同样是不切实
际的。

社交并不是万能的
腾讯在社交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给了

人们一个错觉，即，人们简单地认为，社交是
万能的。只要能够做好社交，电商便水到渠
成。这一点，同样影响了小鹅拼拼的诞生与
发展。再加上拼多多的强势崛起，更是让人
们看到了社交本身所具备的横扫一切的气
势。于是，人们开始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借
助社交的方式和手段，我们就可以做成任何
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看到那么多人做社交，
那么多创业者之所以会对社交如此迷恋的
根本原因。

然而，小鹅拼拼的退场，告诉我们一个
非常明显的道理，即，仅仅只有社交并不是
万能的。所谓的社交万能，仅仅只能在特定
的市场背景下有效，一旦过了市场所营造的
风口，抑或是找不到与社交结合的正确方式
和方法，社交就会变成一把双刃剑。

笔者认为，小鹅拼拼之所以会黯然离
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社交，
而是因为它没有找到与社交结合的正确方
式和方法，甚至仅仅只是将社交当成是一个
孵化器，一个流量的收割工具，却没有真正
找到如何利用社交，如何与社交共同发展。

对标拼多多，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
到这一点。笔者认为，拼多多之所以能够在
巨头环伺的背景下脱颖而出，并不在于它借
势社交，更重要的是，拼多多找到了与社交
结合的方式和方法，最终借助社交，实现了
聚变的力量。小鹅拼拼仅仅只是看到了社
交背后的流量优势，却并未真正弄明白如何
与社交结合的正确方式和方法，最终导致了
自己的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只是以
此来否定腾讯，特别是否定腾讯在电商的布
局，同样是不恰当的。

当小鹅拼拼停止运营的消息引发热议，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其归结为「腾讯做不好
电商」的老生常谈的话题上。这非但无法找
到小鹅拼拼失败的真正原因，而且还会抹杀
腾讯在赋能电商上的成绩。跳出「腾讯做不
好电商」的固定思维，站在新的视角来看待
小鹅拼拼停止运营这件事，或许才能得出一
个较为完整的答案。此刻，你会发现，有关
「腾讯做不好电商」的言论，或许仅仅只是一
厢情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