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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搜题类软件暂下线“双减”举措再加码

针对线上的“双减”举措再次加码。12月13日，教育部办

公厅印发通知，对加强教育App管理推动与“双减”政策衔

接提出明确要求。根据通知要求，“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

维能力的作业App需暂时下线，整改完成后才可恢复备案。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本次通知发布前，多家拍搜软件已

进行了调整，用户在获得题目答案前需先通过家长认证。另

值得关注的是，在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审批维度上，

北京也于近日新增多家机构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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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最高炒至6000元

12月10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公告，

原本被推迟发售的“2021达菲和朋友们圣诞

系列商品”和“常规款玲娜贝儿毛绒玩具”，预

约通道将于12月12日20：00开始。其中的三

款商品“常规款玲娜贝儿毛绒玩具”“2021圣

诞系列玲娜贝儿毛绒玩具”及“2021圣诞系

列玲娜贝儿毛绒玩具钥匙圈”，均采取线上预

约+线下购买的发售方式，且“季节性商品数

量有限，售完即止”。

根据规定，仅预约成功的游客可在迪士尼

小镇的迪士尼世界商店进行线下购买。线下购

买时间为12月17日、18日的8：00-20：00，以

及12月19日、20日的8：00-19：00。成功预约

的游客，必须根据预约时所确认的日期和时

段前往现场进行线下购买。预约不可转让，不

可改期，不可取消。

然而，在12月12日晚8：00预约通道开启

后，大量消费者发现预约页面无法刷出页面。

但引起消费者不满的，除了官方预约渠道不

畅外，还有黄牛代购市场的猖獗。“作为消费

者，通过正规途径买不到。如今这些二手平台

上却到处都是新品在贩售，又是黄牛在背后

借机圈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消费者曾

女士气愤地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代购在

二手交易平台上挂出的玲娜贝儿圣诞系列售

价普遍达到了3000元以上，最高甚至超过了

6000元；不仅如此，部分预约成功的普通消费

者也挂起高价售卖，甚至直接拍卖，每套出价

亦达到3000元左右。尽管官方尚未公布玲娜

贝儿该系列衍生品的实际售价，但据从事迪

士尼周边代购的黄牛透露，原价应该在500元

左右。也就是说，玲娜贝儿衍生品的市场溢价

或已超10倍以上。

“黄牛轻松搬货，粉丝难抢一个”，这样的

现象引发了众多消费者不满，截至北京商报

记者发稿，仍有不少消费者在上海迪士尼及

达菲友你的官方微博评论区“讨说法”。消费

者安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预约时间一到

就开始抢了，选好场次一提交就直接卡住，浪

费了整整30分钟。结果黄牛却能够很轻松抢

到，一个玩偶溢价到6000元，直接把真爱粉当

猴耍。”

黄牛趁“缺”而入

据悉，玲娜贝儿是上海迪士尼全球首发的

新IP形象，自9月29日出道以来，便凭借可爱的

外表和活泼的人设迅速跻身“顶流”，吸引了一

众拥趸，几乎所有周边产品一上架便瞬间售

空，这自然也使得黄牛盯上了这块蛋糕。

以原价219元的玲娜贝儿常规款玩偶为

例，不少黄牛直接标价近千元售卖，约比原价

高出4倍；而原价99元的玲娜贝儿挂件，也被

黄牛炒到了400元以上。即使如此，依然有不

少粉丝愿意买单。“就算抢到预约资格，也必

须在规定的时间到上海迪士尼的线下店铺才

能买到，这对于很多非本地粉丝来说很难实

现，所以大家只能高价买黄牛手里的东西。”

消费者王女士解释道。

“黄牛泛滥不是迪士尼的个例，事实上，

绝大多数行业都深受黄牛之困。”在数字产业

分析师孙昊看来，供需关系不平衡是导致黄

牛出现的根本原因。以迪士尼为例，众所周

知，迪士尼绝大多数IP周边都会采用限时、限

量、限购的售卖方式，导致绝大多数粉丝的购

买需求都无法被满足。

业内人士将迪士尼的这种销售方式称为

“饥饿营销”，即“商品提供者有意调低产量，

制造出一种供不应求的假象，以维护品牌形

象，并维持商品的较高售价和利润率”。“正是

因为太多公司和行业进行饥饿营销，使得供

不应求的假象出现，黄牛才有了市场。他们通

过各种方式替消费者购买，再以高价销售赚

取差价。”财经评论员张雪峰直言。

营销的只是个IP

玲娜贝儿所属的“达菲的朋友”系列，一

直被网友们称为迪士尼的“圈钱天团”。达菲

家族最早是于2005年从东京迪士尼海洋火起

来的。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2005年东京迪士

尼的人均消费走到了过去20年最低，为9178

日元（约合人民币514.7元），五年后恢复到1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60.8元）以上，推出星黛

露的2017年人均消费飙至11614日元（约合

人民币651.3元）。

与迪士尼的其他IP不同，“达菲的朋友”

系列背后没有如米老鼠、唐老鸭般丰富的影

视作品做支撑，该系列的成员只有简单的IP

人设介绍。

“再也不会买了”“拒绝高价黄牛”……北

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已有不少消费者在

社交平台发言抵制饥饿营销和高价黄牛。“玩

偶很可爱，但是过度的营销和炒作真的难以

接受。迪士尼本该是传播快乐的地方，却让饥

饿营销破坏了童话世界的最后一点美好，当

初对玲娜贝儿的喜欢算是被折腾尽了。”安女

士无奈表示。

张雪峰认为，饥饿营销在产品销售过程

中很常见，但它只能作为一种短期营销手段

使用，“饥饿营销有利于产品在短期内形成话

题，增强品牌的影响力，刺激消费者购买，但

如果长期使用，会让消费产生被‘耍’的感觉，

一旦耐性耗尽，必然会损害品牌信誉”。

“黄牛本身就是一种不合法的现象，而饥

饿营销会使得黄牛进一步泛滥，从而扰乱整

个消费市场秩序及交易公平，不仅影响了消

费者的消费体验，更加大了对社会的潜在危

害和治理难度。”孙昊补充道。

针对黄牛的相关防治措施，北京商报记

者联系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方面，但截至发稿

对方未作回应。张雪峰表示：“如果对于黄牛

扰乱市场的行为不作为，既不尊重广大支持

品牌的消费者，也会消耗自身品牌口碑。因

此，打击黄牛交易，规范整个交易市场，企业

也必须付诸行动。”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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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才因“男女游客区别对待”“消极营业”受到争议的“顶流”玲娜贝儿，如

今又因周边被黄牛爆炒而遭到不少粉丝“脱粉”。自上海迪士尼乐园宣布开放玲娜

贝儿圣诞系列周边预约通道后不到一天，12月13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二手

交易平台上出现不少黄牛在高价出售玲娜贝儿新款，售价最高超过6000元，溢价达

10倍不止。在从业者看来，通常情况下官方选择限时、限量、限购发售的饥饿营销，

刺激消费者购买欲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黄牛“创造”了生存土壤，饥饿营销

从短期来看虽然有利可图，但过度使用也很容易造成反噬。

◆ 消耗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引

起逆反心理

◆ 导致黄牛泛滥，扰乱消费市场

生态

“拍搜”App下架

12月13日，针对“拍照搜题”软件的整

改进一步收紧。据教育部网站显示，教育部

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加强教育App管理推

动与“双减”政策衔接提出明确要求。

具体来看，通知要求，对于提供和传

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

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

不良学习方法的作业App，暂时下线。在

整改到位并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后，方可恢复备案；未通过审核的，将被

撤销备案。

“针对拍照搜题类App的治理，实际

上在更早些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要求，只

是没有很好地落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

次的要求主要也是基于解决部分学生通

过‘拍照搜题’软件答题写作业，没有自主

思考解题过程的情况。通过再一次重申，

让这件事的落地更加严格。”

实际上，在此次“下架”要求发布前，

相关拍照搜题类软件已在内部进行了整

改。举例来看，好未来旗下的题拍拍和猿

辅导旗下的小猿答疑，目前在搜索查询问

题时，均需要先进行家长认证，认证通过

后才能看到相关答疑。

完成审批前暂停备案

除了对“拍照搜题”软件的严格要

求外，通知还对现有的中小学线上学科

培训App提出整改措施。具体来看，通

知要求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完成中小

学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前，需暂停

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App的备案工

作；已备案的相关教育App暂时从平台

下线。

下线的相关教育App提供者在获得

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许可后，在平台补

充许可信息，提交恢复备案申请，经所在

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后可恢复

上线；未获得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许可

的，撤销备案。

今年9月，教育部等六部门曾联合发

布通知，明确现有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

要由备案制改为审批制。具体流程为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按统一设置要求，对线上机

构实施审批，审批通过后发放办学许可

证。同时，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

类线上培训机构，需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性

法人。

从时间节点来看，此前的通知要求

为：在2021年底前完成对已备案线上学

科类培训机构的审批工作，并同步建立相

应的监督管理制度。现有线上机构在依法

获得办学许可证及相关证照前，应暂停新

的招生及收费行为。而目前2021年即将结

束，未完成审批的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

App将迎来下线的最后期限。

机构加速“营转非”

据“双减”相关政策要求，面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线上培训机构需一

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法人，这就意味着机构

“营转非”的脚步需从线下挪至线上。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在北京市

民政局网站行政许可公示中，新增了5家

民办非企业在线学科类培训机构。分别

为：北京希望在线线上学科培训学校、北

京志道线上学科培训学校、北京作业帮

线上学科培训学校、北京乐学东方线上

学科培训学校和北京猿辅导线上学科培

训学校。

据登记证书显示，上述5家培训机构

的业务主管单位为北京市教委，注册资金

为500万元，证书有效期为2021年12月3

日-2025年12月2日。其中，北京乐学东方

线上学科培训学校登记的住所地点为新

东方南楼，而希望在线此前为好未来公益

基金会推出的公益教育平台。面对“双减”

之下营转非的要求，各大校外培训机构正

加速合规的脚步。

此外，今年的12月31日也成为不少上

市教育公司退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

外培训的大限。

“目前的‘双减’政策采取‘1+N’的模

式。”储朝晖坦言，“所谓1+N，其中的‘1’

指的是中办、国办印发的‘双减’意见，‘N’

则指的是在落实过程中，需要对一些概念

进行科学界定，对一些工作要求进行细

化，以指导各地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个‘N’

在未来，可能会根据新的情况随时推出新

的措施，至于有多少，还要依据新的情况

来确定。”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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