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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败退的背后逻辑
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罗敏试图通过

预制菜打一个翻身仗的想法是有一些失败
的风险的。无论是直播打赏被拉黑，抑或是
与其有过合作的贾乃亮、傅首尔迅速地撇清
关系，我们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舆论的
风向并不是朝向罗敏这边的。一直以来，人
们都在说，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而在罗敏
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反向操作」，即，互
联网是有记忆的，并且互联网的记忆相当深
刻。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有关罗敏的消极性
言论持续蔓延的话，对于罗敏的再度创业是
没有任何好处的。当趣店在资本市场上被
遗弃，罗敏的下一个创业项目——预制菜，
同样有再一次陷入困境的风险。罗敏的借
助预制菜为趣店续命的「如意算盘」，或许终
将会落空。透过罗敏的遭遇，我们可以看
出，人们对于互联网式的营销套路业已熟
稔，摒弃互联网式的套路，业已成为一种潮
流和趋势。而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真正需
要的，或许不再是一味地投资本所好，而是
更多地需要关注他们所服务的用户本身的
感受。

尽管我们尚且无法断定罗敏在预制菜
上的创业是失败的，但是，如果无法用预制
菜洗清罗敏在校园贷上的污点，那么，他在

预制菜上的败退或许是迟早的事情。透过
罗敏的遭遇，笔者更多地想到的是，互联网
式的主打概念和营销的时代渐行渐远，只有
真正对产业有所改变，只有真正给用户带来
好处，才能在市场上立足。

这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旋律。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互联网模式给我

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改变。在很多情况
下，互联网业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并且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我
们真正反感的是那些借助互联网式的噱头
来进行无底线营销的行为。而罗敏投身到
预制菜市场，之所以会遭遇到如此大的阻
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罗敏在进军预制菜领域时，将招商目标
群体定位为「宝妈族」，并喊出了「每天只需
要卖出 50份菜，每月即可轻松赚大几千的
收入」的口号。对于那些没有足够资金开店
的宝妈们，罗敏更是提出，趣店可以为创业
伙伴提供一年免息贷款的想法。

于是，有人开始怀疑，罗敏投身到预制
菜的创业新项目里，或许仅仅只是一个噱头
而已，他的真实目的依然是为了放贷。尽管
罗敏方面并未对此做出回应，但是，从人们
的反应来看，大家多多少少对于罗敏的创业

新项目是有些戒备心理的，他们害怕再一次
被罗敏收割。

如果罗敏无法打消人们对于他的这些
疑虑，那么，他的预制菜项目非但无法受到
普通用户的青睐，甚至在资本市场上或许同
样将会碰得头破血流。当然，我们也无法否
认罗敏会在预制菜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
但是，如果罗敏依然按照互联网式的前期放
量，中期贷款，后期收割的老套路，那么，他
在预制菜上的试探，几乎是没有任何出路
的。当然，我们同样要看到的是，当下的预
制菜市场的确需要一场升级和蜕变。罗敏
选择在这个一个时刻投身到预制菜领域里，
的确是一个好的时机。但是，预制菜市场真
正需要的是对预制菜本身有新的改变和突
破，而不是简单地用互联网的逻辑来套用预
制菜的发展，最终将预制菜当成了为互联网
模式续命的「救命稻草」。

另外，预制菜市场真正需要的并非仅仅
只是简单意义上的依靠概念和营销来抬高
价格，而是需要真正能够用新的模式和方法
给预制菜市场带来新的改变。当预制菜市
场不再以概念和噱头来吸引用户，当预制菜
市场真正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我们或许才
算是找到了切入到预制菜市场的正确的方

式和方法。
而这，正是罗敏真正要做的。
当罗敏开始投身到预制菜的战场上，我

们从头到脚都可以看出满满的互联网式的
套路。但是，在这些套路的背后，我们还是
要看到他是否真正给预制菜的产业链带来
了根本性的改变，并且这样一种改变是不是
真正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的。如果罗敏仅
仅只是将对预制菜的改变当成是一种噱头，
他仅仅只是为了收割用户做准备，那么，我
们同样要对罗敏做预制菜这件事抱有戒
备。如果罗敏真正做出了改变预制菜的事
情，并且真正给用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
惠，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对罗敏投身到预制
菜市场另眼相待。

对于罗敏来讲，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败
退。透过这样一种败退，我们需要更多地看
到的是，人们对于劣质互联网模式的厌倦与
戒备。透过这样一种败退，我们需要更多地
看到的是，人们对于新的发展模式的渴求。
透过这样一种败退，我们需要更多地看到的
是，一场全新风口的来临。这场风口，不再
是以资本和流量为主导的，不再是以营销和
噱头为注脚的，而是一场以产业的深度变革
和蜕变为主导的新开始。 孟永辉

北上仍稳居榜首、汉蓉成后起之秀，住得好成城市人才核心吸引力
千万毕业生将流向哪里？他们又为什

么会如此选择？
——自4月毕业季开始，“首批超千万毕

业生去哪里”就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日前，自如研究院发布了一组《2020-

2022 年毕业季租房行为观察》（下称《观
察》），数据显示，被称为“将会整顿租房市
场”的首届 00后们，在城市选择和城市安居
方面也颇有自己的想法。

在城市选择上，北京、上海依旧强势，仍
是毕业生的首要选择；以成都、武汉为代表
的新一线城市的吸引力正在提升，隐隐有

“上位之势”；在居住方式上，合租依旧是毕
业生群体的首选；毕业生们也更倾向于选择
通地铁的城郊新房，而不是中心老房。

而毕业生选择的背后，一是各大城市吸
引人才的方向不同，二则是城市建设与长租
发展为毕业生安居打好了地基。

各大城市加码“抢人”步伐统一，北上依
具稳定吸引力，新一线吸引力提升

2020年以来，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逐
渐浮上水面，并在今年夏天达到新的高峰。

6月 29日，一则话题#今年上海应届硕
士毕业生直接落户#登上微博热榜，并在两
天内阅读达 1.9亿。当然，这并不是一线及
新一线城市们因放宽落户政策而引发关注：

20年 12月，广州发布《关于放宽“双一
流”高校大学本科学历人才入户社保年限的
通知》；

21年 7月，北京发布《北京市引进毕业
生管理办法》；

21年 9月，武汉发布《关于调整完善落
户政策相关条件的实施意见》；

22年 1月，成都发布《成都市户籍迁入
登记管理办法》……

上述文件发布之初，无一不被称为是
“最大力度放宽”。然而若仔细看来，不同城
市却显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引进思路：

一者，如高校资源冠绝全国的首都北
京，瞄准的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硕士、博士
等超高学历人才；二者，如成都、武汉等高校
群体规模更占优的新一线城市，则全力招揽
本地高校群体，用发展潜力制胜。

最终形成了“老牌一线依旧强势，新一
线上升明显”的局势。《观察》调研的毕业生
租房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观察》数据显示，在全国 9个重点城市
中，有近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高校所在城
市，且每个城市的比例逐年递增。

其中，有三个情况值得单独一看：
上海三年“留沪率”超 80%，北京在

77%，两大一线城市对毕业生具有持续稳定
的吸引力；新一线城市里，成都同样实现三
年“留蓉率”超80%，而后起之秀武汉作为集
齐高校资源丰富和新兴产业发展较快两大
特点的城市，也完美诠释了新一线城市稳步
提升的人才吸引力——三年来，毕业生留汉
比例三年提升了 10%；从比例数据来看，广
州虽然居留率较低，但是广州市在校高校生
数量超过150万，位居全国第一，因此从绝对
规模而言，其吸引到的毕业生人才并不在少
数。

人才政策、经济潜力是毕业生选择城市
的主要背景，是否能顺利且符合预期的在城
市安家也是影响毕业生择城的重点。最近
几年，长租机构等居住方式的出现和普及，
以及持续推出的租房优惠政策，也让毕业生
品质安居有了底气。

近年来，长租机构均为毕业生提供了较
大力度的租房优惠，降低毕业生压力。以自
如为例，其推出的“海燕计划”提供房租月
付、免付押金的优惠。假设房源月租金3000
元，在常规“押一付三+中介费”的模式下，毕
业生在入住前需要支付1万5千元，而在“海
燕计划”中，则仅需缴纳 3000元首月房租即
可入住。“首付”压力显著降低。

再者，毕业旺季中，长租机构的租金更
加平稳。据克而瑞租售数据显示，今年和去
年 4月-5月上海个人房源租金环比上涨分
别达 9%、10%。相比之下，长租机构租金波
动平稳。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自如全
国租金水平保持整体平稳的状态，环比波动
幅度均在2％范围内。此外，数据显示，三年
来“海燕计划”签约价格波动在±2%之间，价
格较为稳定，这对于毕业生们来说非常友
好。

因此，在今年就业趋势较为严峻的背景
下，自如等长租机构比较受毕业生青睐。那
么，毕业生们会更倾向哪类居住条件呢？不
妨先来看几组数据。

《观察》统计了全国9个城市毕业生签约
最多的10个热门小区，其中上海与成都最为
典型：上榜小区普遍位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

周边地区，但是往往紧邻某个贯穿全城的地
铁站或者是临近高新开发区；同时，小区普
遍建成年代较近、规模较大、户型较多，更符
合年轻人生活要求。

具体来看，毕业生在居住行为上，也展
现了00后的新态度：

对于毕业生们来说，“手头紧 VS想住
好”的天然矛盾一直存在，因此，高性价比的
合租方式成为最优选；

在目前住房租赁市场中的各类供给主
体中，专业化的长租机构是为数不多能够提
供“品质合租”的市场主体，其中自如十年来
不断升级的“友家”系列更是成为了许多年
轻人独立人生的“首套房”；

同样是合租房源，“房龄”更年轻、户型
更合理，交通同样便利，租金却更有优势的

“郊区房”，更容易受到毕业生们的青睐；
毕业生们在有限的预算下，能够在一二

线城市住有所居，不难发现，由各城市住房
租赁市场中的房东、企业、平台等各类主体
构成租房供给侧，实质上承担着各地人才吸
引、人才落地中“最后一公里”价值。而要量
化并规模化复刻这最后一公里的品质体验，
专业化长租机构与产业化的长租行业的力
量不可或缺。也许，并非是毕业生最终因为
城市而选择了长租机构，而是因为长租机构
而选择了城市。因此，长租机构也要主动适
应这种变化，用新模式、新态度、新观念承担
责任，与年轻人们携手成长。希望毕业生们
都能够在理想的城市找到满意的住所，在自
己的人生时区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