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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关停，后会无期
时代把你抛弃的时候，连招呼也不会打

一声。
好在天涯关闭之前，还是和用户打了招

呼的。
4月 1号就发布公告称，近期将进行技

术升级和数据重构，期间平台无法访问。
只是没想到，这一升级重构，成了“关闭

三连”。
4月 27日，先是天涯社区官网无法打

开，接着天涯社区APP无法打开，然后就是
创始人成了失信执行人。

一连串的消息让天涯社区用户措手不
及，不少网友表示想要还没来得及导出自己
的帖子，“想要看一辈子自己的帖子”。

见证了中国互联网兴起过程的天涯，有
过巅峰跌过谷底，面临来自网友的慰问时，
倔强地表示“还会回来的”。

真的还能回来吗？下坡路走了十三年
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网络论坛

这个词，对于“Z世代”而言，或许比较陌生。
对于70、80甚至部分90后而言，那是他

们互联网社交梦的开端，是虚拟社区1.0。
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是BBS的黄金

时代，包括天涯、猫扑、贴吧在内的泛社交、
综合性网络社区论坛相继崛起。

天涯社区更是其中翘楚。
1999年，创始人刑明搭建天涯 BBS论

坛，接下来的十年，天涯开始了它的高光时
代。

刑明
凭借优质的内容和高质量的用户共创，

天涯承接了初代网友们的高度热情。
据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天涯社区注

册用户300万，日访问量2000万左右——要
知道，当时中文互联网网民只有7950万人。

天涯社区官方数据则显示，论坛注册用
户超过1.3亿，月覆盖用户超过2.5亿。

作为众多超级 IP如《鬼吹灯》《盗墓笔
记》《明朝那些事》的诞生地，可以说天涯见
证了当年明月、十年砍柴、芙蓉姐姐等初代
网红爆火的全过程。

加上天涯是国内最早一批内容创作和
知识分享平台，刚开始的用户质量较高，对
社会实事高度关注，引领发酵了多个全民关
注的现象级热点事件，包括山西黑砖窑、方
韩大战、孙志刚案、朱令案、艳照门、奇葩小
月月等。

早起社区氛围好，用户友好交流、分享，

天涯社区一度成为互联网人的“精神聚集
地”。

资本也看上了天涯的潜力。
2004年，新浪与搜狐都曾希望收购天涯

社区，但创始人邢明只接受入股，不接受并
购，合作谈崩了。

2005年，是天涯最风光的时候，甚至国
际巨头谷歌都来认购天涯股份。当时谷歌
以每股 1美元的价格认购了天涯 100万股，
占天涯控股总股本的6.67%。

然而，物极必反。
天涯知名度提高了之后，大量新用户涌

入，稀释原有社区氛围，让很多老用户认为，
天涯变了，成了灌水、互怼、谩骂的平台，更
是成为各种水军、水贴和广告贴的“大杂烩”
网站。

可惜，天涯没有重视，也没有采取应对
措施，导致忠实用户流失，平台调性下滑。

直到 2010年，微博兴起，移动互联网时
代到来，天涯才意识到问题，但已经开始走
下坡路了。

也就是在 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
大陆市场，停止对天涯的技术、运营支持，天
涯以 290万美元回购股份，同时错过海内外
上市的最佳时机，陷入资金危局。

用户的流失加上资金危机，让天涯社区
财务数据“报看”。

天涯招股书显示，2013年、2014年，天
涯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04亿元及 1.07亿
元，分别亏损 3161.33万元、4465.82万元，期
末的净资产分别为494.70万元和2906.55万
元。

直到 2015年，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终于以“协议转让”方式在全国股
转系统正式挂牌，证券简称“天涯社区”，证
券代码“833359”。

结果，缺乏商业变现途径的天涯社区，
不被资本看好，上市的三年多时间里，仅通
过增发获得1亿元的融资。

最后因未及时公布2015年年报，上市6
天被暂停转让，自 2016年底起处于停牌状
态，基本融资功能。

2019年4月17日，停牌两年之久的天涯
社区彻底从新三板摘牌。

下坡路走了十三年，天涯也挣扎过。
押宝“区块链”、虚拟货币，甚至元宇宙，

去年7月还正式启动了“天涯原钻计划”。
可是，无论是区块链还是元宇宙，其商

业路径并不清晰，赛道内也稍有盈利的初创
企业，大多还在烧钱阶段。

对于处在亏损当中的天涯，并不是一个
好的标的。

如今天涯社区无法访问的原因，就是由
于资金链断裂，公司无力支付中国电信的机
房和网络费用，导致网站服务被迫中断。

实际上，这几年，和天涯衰落命运相似
的内容平台，很多。

内容平台深陷商业迷途
这两年，猫扑、千千静听、西祠胡同、铁

血、人人网接连关闭。这些曾经火遍大江南
北的平台，都没能躲过冲击，都被后浪拍死
在沙滩上。

如果说天涯、猫扑的陨落，是受到微博、
微信、知乎、豆瓣等后起之秀的冲击，那么微
博、知乎、豆瓣的商业难题又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无论是前浪天涯、猫扑，还是后浪
微博、知乎、豆瓣，甚至新生代垂直社区代表
小红书、B站等，都陷入亏损泥潭，走不出商
业迷雾。

公开财报数据显示，微博 2022年非经
营亏损达到 3.5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4亿，
净利大跌八成；B站 2022年Q4总亏损 14.97
亿人民币，全年总亏损 74.04亿元；知乎Q4
亏损1.795亿元，全年总亏损15.78亿元。

至于还未上市的小红书，曾被估值 200
亿美元，如今因商业变现问题腰斩，经营方
面也是盈利艰难。

究其原因，内容社区在变现上本就有着
天然瓶颈。

一方面，内容社区需要突破一定用户规
模，平台才具有商业价值，才能承接广告业
务；

另一方面，扩大用户规模，社区氛围就
必然被稀释，要维持社区调性，避免损失高
质量用户，就得承受用户规模限制，进而承
受商业变现限制。

而选择广告作为主要收入，势必又会造
成用户体验损失，进而流失用户。

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广告整体下行，
中关村互动营销实验室发布的《2022中国互
联网广告数据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互联
网广告市场规模为 5088 亿元，同比下跌
6.38%，是近七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这样一看，内容社区商业变现似乎陷入
死循环。

这也是为何，内容社区很少有做成商业

巨头的。
要么像微博一样，融入阿里生态；要么

像知乎、B站一样，异地上市，承受资本的压
力；至于当下火热的短视频，已经难以再切
割出市场。

在这样的商业逻辑下，天涯的没落，或
许是必然。

还有商业出路吗？
天涯社区停止访问后，有网友表示，愿

意众筹付费，希望天涯社区能够妥善处理数
量庞大的贴文，提供相关的导出功能。

作为回应，天涯也在微博强调“我还会
回来的”——正如动画里灰太狼那般，落寞
中带着一丝倔强。

其实，现有的内容社区平台，也如天涯
一样，都在等待一个机会，寻找出路。

不少天涯忠实粉丝，对于天涯社区关停
表示很遗憾，并且不少天涯用户表示，愿意
为天涯付费，甚至很多用户建议天涯开放付
费服务，比如说注册付费服务、会员付费浏
览等增加运营收入。

这一点，知乎“盐选”会员就是一个很好
的借鉴，其会员收入印证了平台用户愿意为
优质内容付费——知乎 2022年财报显示，
其付费会员收入已经超过12亿。

虽然知乎会员内容付费模式没有让知
乎扭转亏损，但是对于天涯而言，想要能够
交得起服务费，再回到大众视野，做付费会
员内容显然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除此之外，“宇宙的尽头是游戏、广告、
电商和直播带货”，这些天涯都可以适当考
虑是否从这些商业途径实现变现。

毕竟从现在的内容平台发展来看，几乎
都逃不过这几大路径。火爆如抖音、快手，
最终也是走向直播带货。

拥抱商业，打造电商生态体系，补课电
商供应链，培养平台主播，扩充商家品牌合
作，实现商业价值，具体参考案例如小红
书。在董洁直播带货火了之后，小红书有了
标杆案例，抓住该顶流做大营销，向电商之
路奋进。

总体来看，内容平台或许还需要再多点
耐心，维持内容社区特色同时，积极向商业
市场迈进。

吸取天涯社区教训，该“恰饭”的时候，
绝不“清高”。

毕竟，商业市场，从不缺后来者抢饭碗。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12万人五一“赶烤”淄博，会成为文旅业借势样本？
五一才过半，预计接待了超12万人的淄

博，凭借独树一帜的烧烤文化，已经“杀疯
了”。

淄博有烧烤店老板为了劝退游客，自己
刷差评上了热搜；有不足一米的小朋友当街
看行李、当导游......

当蜂拥而至的人群涌入一座没落的重
工业城市，有没有能力承接和服务好他们，
就成了考验淄博能否吃下互联网时代的流
量和注意力红利，借机改变城市命运的关
键。

而从游客们“不听劝阻”，放话老板们
“不要躺平，继续干活”就可看出，站上文旅
复苏潮头的淄博，成为了文旅行业吃下“报
复性”增长的样本城市。

淄博爆红，有备而来
随着疫情的淡去，餐饮、旅游业成为最

先迎来报复性增长的产业。压抑许久的人
们迫切需要用最本能的吃喝玩乐方式，庆贺
生活回归常态。

“淄博烧烤”爆红，本质上就是后疫情时
代，人们对自在、放松、惬意的烟火生活最朴
素向往。

但“上一次出名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
国”的淄博，在新时代拥有的标签，按产业论
叫“没落重工业城市”，按发展程度论则是

“下沉市场”。
这样一座“边缘”城市，要承接住从全国

各地来吃烧烤的流量，必然不能只靠烧烤的
便宜与美味，还需要在“吃住行”各方面都做
好准备。

从不断升温的热度到登陆顶流网红城
市，淄博用事实证明了对接住年轻人热情的
有备而来。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具悠久历史的淄博烧烤，在如

今消费升级的时代，仍能将性价比贯穿始
终，让年轻人畅快淋漓地感受烧烤带来的人

间烟火。
在各种公开报道与游客的分享中，淄博

烧烤的规格看上去很高：独立的炭火小烤
炉，蘸料、几沓面饼、一捆葱，几个人围桌而
坐，边烤边聊边喝酒。

这样的氛围，带给游客的不只是热辣刺
激的口感，更有朋友之间难得的互诉衷肠。
但人均花费只需要几十块，就能在口腹之欲
中，酣畅淋漓体会平凡热辣的市井人生。

其二，是淄博从政府层面到普通群体，
都身体力行地诠释“好客山东”，传递城市温
度，在游客心里为城市印象“上大分”。

游客到淄博烧烤丢包找回一事“出圈”
各大媒体热搜平台，“你的包在尚客优”字条
的背后，就是淄博有备而来的代表与缩影。

素昧平生的淄博人民，捡到包后交给了
尚客优前台保管 ，留下“你的包在尚客优”的
指引字条；而尚客优酒店也热心地代为保管
直至失主前来认领。这样有温度的城市，能
与美味的烧烤发挥优势溢出效应，撑起淄博
持久的热度。

同时，在政府层面推出了一系列“烧烤”
政策，以及举办淄博烧烤节、设置烧烤专列、
推出烧烤主题一日游、两日游线路等，让游
客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住得开心，推动当地
消费及文旅发展。

文旅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反应也非常
迅速。比如，淄博的21家尚客优酒店及时推
出免费寄包及烧烤服务，淄博不少景区进行
免费兑换门票活动，以及当地电影院推出过
夜服务等，都在积极发挥自身能力，把游客
从烧烤“流量”变为旅游“留量”。

从而，年轻人趋之若鹜打卡淄博，并用
自己的口碑将淄博托举至网红城市“顶流”。

淄博商务局数据显示，自2023年3月份
以来，淄博接待外地游客480多万人次，同比
增长了134%，旅游收入增长了60%。

如果说烧烤是承载如今淄博爆火的切

口，那么整个淄博从政府到文旅产业再到普
通人，都是助长这轮高潮的重要推手，通过

“一桌一炉一卷饼”的淄博烧烤，凝聚出一座
有温度的城市，撬动了整个淄博旅游产业繁
荣。

文旅产业如何借势？
具体到文旅产业来说，“你的包在尚客

优”字条背后，以尚客优为代表的文旅产业
环节，并不会像“淄博烧烤”一样，能够迅速
推动一个城市成为网红。

但文旅产业环节上的每个品跑，都如尚
客优酒店一样，做好用户体验，不仅能构成
了网红淄博承接游客的城市温度，更大的价
值还在于，为文旅产业借势发展提供思考与
启发。

从消费者层面来说，用户为先，是文旅
产业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观。

就如“你的包在尚客优”字条，背后的尚
客优酒店人员，能够将包悉心保管直至游客
来取，从个体曾看来将，展现的是淄博人民
的淳朴与好客。但从个体所代表的尚客优
酒店品牌来看，则是“用户为先”价值观，已
经深入了每一个员工的内心。

除此之外，淄博很多坚持口味、不因游
客是单次消费而缺斤少两的烧烤店，五一期
间严格控价的酒店等，都诠释了“用户为先”
的坚守。

正因如此，从烧烤餐饮、到酒店住宿、到
网约车、再到各个景区，文旅产业上的每一
个环节，都能享受到“淄博烧烤”的流量红
利。

这对于不少被曝出五一前夕涨价的酒
店品牌、缺斤少两宰客的餐饮品牌等来说，
都需要学习借鉴并深刻反思。

从产业层面来看，淄博市政府借助“烧
烤+”，全面打造文旅品牌，让全国人民重新
认识了这座城市的做法，放在文旅产业链上
也同样适用：打通产业链上每个环节，借助

当地特色提供多元化服务，提升品牌延展
性。

小饼、小葱、小火炉这种独特的烧烤“三
件套”，能够让淄博烧烤火爆，但撑起这座城
市火出圈的，当属当地政府借助热度打造

“烧烤”+踏青赏花游、“烧烤”+网红景区打卡
游、“烧烤”+艺术氛围游、“烧烤”+工业风体
验游、“烧烤”+民宿田园游等文旅主题产品。

这种借势跨界的做法，能够从淄博推动
至全国，形成商业繁荣、文化多彩、旅游兴旺
的多业态联动融合，激活产业链上每一个环
节的活力，最终达到多业态共赢的局面。

从市场竞争来看，酒店行业是各个地方
文旅产业繁荣发展的落脚点，寻求酒店与文
旅产业更多融合贯通的跨界发展，能够伴随
着社交媒体的传播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中，最
终将转化为地方文旅持续增长的动力，为整
个产业带来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伴随着淄博烧烤成为顶流担当，淄博潭
溪山旅游度假区、梦泉生态旅游区也迅速与
淄博烧烤组团“留客”，成为承接年轻人热情
的目的地。

毕竟，在文旅强势复苏的当下，无需舟
车劳顿、行程更为可控的“城市微度假”获得
广泛关注，目的地游、短途游、周边游等，是
时下年轻人最喜爱的旅游路线。

这也给了酒店业以度假村、度假区切入
文旅产业，形成了品牌风格与产品特色，推
动酒店行业增长，并撬动文旅产业打开更高
增长空间的机会。

如今，淄博少的热度还在持续，年轻人
打卡淄博的热情仍在高涨，而淄博从顶层政
策到文旅产业再到普通民众，每一个环节都
做到了接住这一波流量红利。

这于淄博来说，是改写城市印象、提升
城市产业能级的最佳着手点；对于整个文旅
产业来说，“顶流淄博”已经示范了集本土
化、一体化、个性化的多元“留客”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