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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买天价的爱马仕自行车？

年轻人为何喜欢集章，而不是集邮？

马斯克收购曼联？NO，NO，我是逗你玩呢

一辆自行车卖到 16.5万元，还一车难
求，上市很快就售罄。用网友的话说，真是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一辆自行车能冲
上热搜，必然有其不一样的关注度。近日，
爱马仕官方商城上架了一款自行车，售价
16.5万元，引发热议。据悉，这款自行车已
在上海门店售罄。

估计很多人都会猜想，究竟是什么人会
买这么贵的自行车？首先必然是不差钱的
用户。对于这些用户来说，赚钱容易，自然
消费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压力。十几万的自
行车骑得就是一种标新立异吧？这部分用
户的消费习惯就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吧？
对于大多数网友来说，是无法理解有钱人的
消费理念的，这也无可厚非。只要人家的钱
是正途赚来的，怎么消费都是个人自由。

其次估计就是那些特别喜欢收藏的用
户。就如同“炒鞋”的用户一样，买的是一种
新潮，限量版，未来的增值空间，这些用户买
来是用来收藏的，估计并不是为了去骑行
的。将来如果到拍卖行去拍卖或许也有一
个好价钱，当然前提是要放一个相对长的时
间周期。

再次，还有一部分用户，估计就是买一
个门面，一个“镇店之宝”之类的类似于装饰
品罢了。这是一种对自身定位的取舍，是一
种“炫耀”，一种彰显自身“品味”和身价的表
现。这部分用户买来显然也不是真正骑行
的。就是一个装饰物，一个点缀，一个炫耀
的资本。

当然，有没有真正买来是自己要骑行
的。相信也肯定会有的。这部分用户玩得
就是一个心跳，玩一个新潮和特立独行。就
是要买这种貌似一般人根本不会买，不舍得

买，不愿意买的产品。骑出去估计也能引来
一片回头率吧？只是，又有几人识得爱马仕
自行车为何物呢？

有意思的，在国内爱马仕高价自行车冲
上热搜是因为价格的“离谱”。对于我们这
个庞大的自行车王国来说，如此价格不菲的
自行车还是很稀奇的。虽然也有一些限量
版的自行车收藏，作为一个特殊行当的藏品
而显得独一份的价值。不过，更多的是对久
远历史的回眸，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真正
去收藏这种价格高企的新自行车的估计也
是凤毛麟角了。

对于如此价格不菲的自行车，爱马仕表
示，中国大陆暂时没有这款自行车的存货，
但后续会从法国来货。这款自行车被命名
为“Odyssee Terre载重小型单车”。自行车长
154.6厘米、宽 58厘米，重量 14千克。资料
显示，这款自行车，采用白蜡木、铝和Spad皮
革打造，把手及坐垫支架处配有车灯，前侧
饰有系列标识上釉徽章，坐垫处饰有

“Hermes Paris”烫印字样，单车前后装配有
车篮子，支持4档速度调节。

在一些细节方面，该车座位可调节高度
以适应不同身高的使用者。设计灵感源自
日式便携单车，该车为法国制造。此外，在
爱马仕官网，官方还推荐将售价4350元的卡
包、6900元的凉鞋、12350元的手机壳与自行
车搭配使用。

据悉，此前，爱马仕也曾推出过一款
15.8万元的自行车。有喜欢爱马仕包包的
女士表示，包包会买，自行车不会买。对于
这么价格不菲的自行车，也有网友调侃道：

“连个后座都没有，都没办法带人兜风”、“16
万多，一台低配雅阁没了”，“自行车刺客”

“汽车品牌出自行车我还能理解，皮具卖自
行车？咋不去卖皮卡呢”

其实除了天价的自行车之外，我们更应
该关注的是，爱马仕集团最新发布的2022年
上半年财报显示，该集团综合收入为 54.75
亿欧元，按当前汇率计算增幅为 29%，营业
收入为 23.04亿欧元(占销售额的 42%)。其
中，集团净利润达到 16.41亿欧元(占销售额
的 30%)，2021年上半年为 11.74亿欧元。经
常性营业利润率从 2021年 6月底的 41%升
至42%，达到历史最高点。

更主要的是，据爱马仕财报，2022年上
半年，在中国地区疫情影响下，亚洲市场仍

表现出强韧的回弹力，集团门店销售额增长
23%，批发业务也增长了25%。而且，虽然中
国受到4月和5月疫情限制和门店关闭的影
响，但在6月呈现强势反弹。目前，手袋等皮
具依然是爱马仕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同比增
长 12%至 23.58亿欧元；其次是成衣和配饰
类商品，同比增长 35.9%至 14.58亿欧元；香
水和美妆收入增长23%至2.3亿欧元。除了
皮具系列，成衣和配饰部门销售额增长
36%。有咨询公司预测，2022年全球奢侈品
消费将同比增长 10%至 15%到 3200亿元至
3300亿元欧元。

在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博物院、
古城、景区，甚至一些举办展览会、交易会之
类的场所，都能看到一些集章的大众活动，
包括一本什么什么的“护照”，人们乐此不疲
地去盖章，积攒了一本本。看起来也是花里
胡哨的，煞是好看，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对此
比较感兴趣。甚至成为打卡的一种方式。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为何年轻人对这种集章

活动比较乐于参与，而对集邮却丝毫不感兴
趣呢？

我们观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
旅游打卡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尤其是
各种网红出现之后，有一些旅游达人，把到
一个地方的打卡当作一种乐趣，一种纪念的
方式，以及作为自己来过这里，类似于“到此
一游”的一种凭证。有的人喜欢把自己的身

影留在相册了，也有人喜欢用一种打卡的方
式，记录走过的地方，看过的风景，去过的场
所等等。

其二是纪念章花样翻新，形式多样，变
化多端，而且色彩缤纷，呈现方式多元。对
于喜欢五彩斑斓的年轻人来说，很容易接受
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看起来也是各式各
样，姿态百出。许多年轻人都是拿着一些笔
记本或者旅游“护照”，在上面留下一页页的
纪念章。一是纪念自己来过此地，留下过足
迹；二是在未来回眸的时候，也能回忆起一
些片段吧。

其三是加盖纪念章几乎零成本。不需
要购买邮资片、明信片，信封，邮票，只要拿
着自己的小本本，在小面摁下一个又一个储
墨、回墨纪念章就可以。各种色彩的艳丽，
再加上标志性的图案，乍看起来也是非常赏
心悦目的。这也是一些活动的组织者，喜欢
在自己的场所配置这种纪念章的初衷，就是
希望吸引年轻用户的关注和参与。只要有
人流，自然就可以带来一定的关注度和口
碑。甚至一些新开门的网红店，都会设计一
个纪念章，让参与的年轻人加盖。有的人为
了表明自己来过，都要加盖到手背上，然后
再拍照上传，证明哥（姐）来过这里了。

其四是没有书写的麻烦。当你在旅游
网点时，时间都比较仓促，尤其是随团游的
时候，如果是寄一枚明信片，还得写地址，很
多人都还不知道邮编，不清楚具体的街道地
址，无法书写等等。总之有一堆的烦恼，而
加盖一个纪念章，就简单多了。直接扣在随

身携带的本本上，纸张上，甚至一些可以留
印的物件上，就是一份纪念，一种玩耍，足
以。此外，还有一些旅游网点，即使有主题
邮局，但没有实寄功能，甚至有一些设置了
邮筒，但是一周都不会开一次，很多游客寄
的明信片投入之后，从此就石沉大海，这样
也打击了很多邮寄者的信心。

其五是纪念章随处可见，随处可盖，不
像邮局的纪念戳、风景戳，都是束之高阁，一
般都是使用一次之后，就被藏了起来。生怕
人们去盖似的，这样的抱残守缺，又怎么可
能吸引到年轻人的喜欢。很多老风景戳，都
已经石沉大海，不是丢失，就是被埋藏在箱
子底下，尘封了记忆，好像见不得光似的。
不知道当初邮政刻制了如此多的风景戳的
意义何在，价值何在，传播何在，信仰何在，
文化何在，理念何在？

其六是人们总是说年轻人都不喜欢这
些花纸头了，只是没有去反思为何年轻人不
喜欢了？零售邮票网点每次排队插队、加
塞，想买票买不到，想买首日封，当日来不
了，买不上，寄不出，年轻人哪有心情陪邮政
玩耍？邮票设计过多的 PS痕迹，堆砌感超
强，缺失了审美的艺术气质，没有了设计感，
文化感。市场低迷，没有引导，没有扶持，没
有纾困的手段，只是一味地派任务，不完成
就扣钱，结果造成发行就打折，打折之后更
没有人征订，市场恶性循环，你方唱罢我登
场，乱哄哄的好一片天。真到了食尽鸟投
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大家也就都
歇心了。

大嘴马斯克还想染指足球？马斯克
说：NO，NO，我是开玩笑的。众所周知，
马斯克是非常喜欢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和网
友互动的，各种大嘴说话也是从来没有把
门的。近日，马斯克又在推特上“叨叨”
称：将收购英超俱乐部曼联。“我要买下曼
联，不客气。”马斯克在推特上说。

联想到之前收购推特的各种纠纷，马
上就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全球网友热议。
多家球迷在下面评论，希望马斯克买下英
超的阿森纳、利物浦，美国的扬基队等。
不过，马斯克估计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性。赶紧出来又说：NO，NO，我是开玩笑

的。“不，这只是推特上一个老梗，我是不
会买任何运动队伍的”。

和推特的纠纷还焦头烂额呢，马斯克
又哪有心情去收购一家足球俱乐部呢？再
说了，马斯克对足球的喜爱也并非痴迷。
目前曼联归美国格雷泽家族所有。

马斯克之所以调侃曼联，也是因为该
球队现在的战绩非常糟糕。英超历史上曾
13次夺冠的曼联，在2013年后，就再未捧
得过英超冠军奖杯。如今，曼联的成绩更
加糟糕。在新赛季英超第二轮赛事中，曼
联客场 0-4不敌布伦特福德。这是曼联在
本季英超新赛季中的第 2场失利，此前已

经1比2不敌布莱顿。两轮皆负的成绩，让
曼联30年来首次在英超积分榜垫底。

如果再加上上一个赛季最后的几场比
赛，曼联已经四连负了。可以看出，这个成
绩是非常糟糕透顶的，更主要是没有丝毫转
变的迹象。如果这时候还不做出一些改变
的话，这支国际老牌劲旅以后的日子也更加
难堪。球迷们对这个成绩也是异常不满，甚
至计划要空场抗议老板格雷泽家族。

成绩不好的同时，曼联的经营状况也
不容乐观。据媒体统计，自 2012年上市至
今，10年过去了，曼联俱乐部的市值下降
超 2.6亿镑（约合人民币 21亿元），从原来

的 18.22亿英镑（约合人民币 150亿元）降
至现在的 15.7 亿英镑 （约合 129 亿元）。
2022年第三财季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曼联总收入约 1.528亿英镑 （约合人民币
12.6亿元），调整后亏损约2240万英镑（约
合人民币1.84亿元）。

英国媒体透露，面对经营不善，格雷
泽家族在 2021 年已经有出售曼联的意向
了，但报价不菲，超过 40亿英镑（约合人
民币 329亿元）。多位英超的足球经纪人也
相信，曼联在未来 24个月内会被出售。只
是如此高昂的价格，有那个财团愿意出手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