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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招来临 应届生为何偏爱“铁饭碗”社交电商的私域生意还好做吗

产经

弱化直播流量

为了抢夺女性用户的注意力，在“3·8”促

销期间，美妆、服饰和母婴百货成为各大电商

平台的打折促销的排头兵，也是众多直播间

的主力军。

不过，经过数天的观察，北京商报记者发

现，较之头部电商以价格激战正酣，部分社交

电商正处于尴尬的境地。

例如在云集平台，直播和会员福利入口

反而从主页面底部栏撤掉，改为“分类”和“购

物车”，而主类目也被缩减为“99精选”、美食

和服饰。

这一调整对云集的直播流量产生了明显

影响。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3月6日、7日

晚间8点左右，云集直播排名前列的直播间如

“雪饼”“傲颉旗舰店”“魏黎凌”的在线观看人

数均不满100人。比如“魏黎凌”直播间的在

线人数为90人左右，而平台标注的人数却为

3.9万。

资料显示，云集的直播业务开始于2020

年5月，云集创始人兼CEO肖尚略曾与明星

连线，还曾与罗永浩合作。时隔两年不到，为

何要弱化直播和会员业务的流量权重？截至

北京商报记者发稿，云集相关负责人暂未向

记者回应。

同时，记者还发现，借着“3·8”大促，云集

也在着力推出自有品牌，例如护肤品牌素野、

彩妆P&S、个人护理品牌“+的意义”等，这类

产品的佣金率较之其他知名大牌也更高。比

如一款109元的P&S轻盈光彩妆前隔离霜，

分享后能赚取佣金30元，而一款829元的

SK-II小银瓶只能赚得25元的佣金。

会员增长失速

“自从社交电商贝店出现资金断裂后，公

司为了规避风险，把云集等其他二三线社交

电商的店铺都退掉了。”一位商家向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目前贝店仍欠40万元的货款未

结，对方提出退还20%的解决方案，这让他无

法接受，公司打算继续上诉。据了解，在2021

年8月，母婴电商贝贝网旗下社交电商贝店被

曝拖欠商家货款。

据上述商家透露，目前公司与云集在结

款等方面未出现异常，然而从2020年起平台

流量的跌幅非常明显。

据云集财报显示，2018-2020年，平台会

员费逐年缩水，分别为15.52亿元、7.77亿元

和4240万元，会员数量增速也从165.2%一路

跌至38.5%。而营收方面，云集的收入也在持

续下降，由130.15亿元降至55.3亿元，净亏损

从5968.8万元扩大至1.46亿元。

作为在拼多多之后第二家赴美上市的社

交电商，云集历经波折。2017年，云集会员制

度因涉嫌传销被罚958万元。2020年1月，云

集降低会员门槛，为注册用户提供一年会员

福利。2021年，云集多位高管相继离职，在首

席人力官、首席战略官马辉离职前，首席财务

官陈晨也已离开。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根

据万得股票数据显示，云集市值为1.86亿美

元。而在三年前，这一数字曾超过32亿美元。

“单一靠卖产品赚佣金的时期已经过去

了，平台活动力度不大、佣金下降，都会导致

店主的流失。”一位在社交电商运营三年多的

店主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很多社交电商为

了‘讲故事’，开了A平台，随后又开B平台、C

平台，但这些平台都是在利用和消耗A平台

的信任，这也导致老店主在拉新获客上越来

越难。现在经济环境下行，私域渠道的购买力

也受到影响。一些店主直接找品牌方卖货，仅

做一两个产品。”

社交电商试验仍在继续

前仆后继的路上，后来者也未将社交电

商赛道讲述得多么吸引人。2021年5月，跨境

社交电商的洋葱集团于纽交所上市，市值曾

超6亿美元。但在2018-2020年，平台GMV同

比增速却由57.1%下降至15.3%。如今，在万

得股票上，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其市值仅

为1.34亿美元，次于云集。2021年10月，云集

收到纳斯达克退市警示函。

进入2022年，社交电商的日子并不好

过。除了贝店转型做导购电商，阿里、小米、京

东和腾讯旗下的社交电商也相继关闭，包括

淘小铺、东小店、有品有鱼和小鹅拼拼。这些

平台在2019-2020年间诞生，生命周期均未

超过三年便戛然而止。

另一边，社交电商的试验仍在继续。拼

多多旗下的群买买和阿里的友品海购均在

“3·8”大促期间推出高额佣金和补贴。而部

分电商如粉象生活又开始做名为“希鹿生

活”的新平台。据一位店主介绍，粉象生活

App以导购为主，赚头部电商流量的钱；而

希鹿生活以供应链为主，店主赚商品佣金，

主做微信私域。不过，公司仅会将粉象生活

VIP及以上的粉丝平移至新平台，普通粉丝

则需要店主自行邀请。

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研究

员赵振营表示，抖音、快手介入电商，让平台

间的竞争变得白热化，不管是大平台京东、淘

宝、拼多多，还是中小平台如云集等都面临流

量疲软的危机。“我认为通过延伸服务内容，

增长单个顾客的贡献价值，变粗放经营为精

耕细作也许是未来突围的方向。另外，在研究

用户基础上的产业链延伸，借助用户数据洞

察去赋能生产端也不失为一条突围之路，也

能与国家的智能制造战略相匹配。”

北京商报记者何倩

电商都在围绕“三八节”竭尽全力促销时，有些平台却没有那么热闹。

例如在云集平台，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发现，除了品类明显缩减，直播排位前

列的主播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甚至还不到100人。而在贝店，由于仍未结清

欠款，部分商家选择离开。在大量平台试水搁浅后，电商们关于社交分销裂

变的故事仍未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范本。

春招季来临，新一届的毕业生们也开

始加入求职大军。据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000万人。在千万

毕业生即将进入职场之时，更多的年轻人

开始对考公务员或者考编制更加青睐。在

与多位毕业生交流后，北京商报记者发

现，目前，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等

相对稳定的岗位已成为不少应届毕业

生的首选。而在求职过程中，部分毕业

生还遇到了性别歧视、三方签署等种种

问题。今年春招如何促就业？听听这届年

轻人怎么说。

“我们学校有很多学生求职的时候选

择选调生、公务员或者央企这样的单位。”

即将毕业于天津某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小

张向北京商报记者讲述了她和同学们的

求职故事。在小张看来，目前大家求职都

比较追求稳定。“偏好上感觉大家更倾向

于去稳定的单位。”小张说道。

在像小张这样的应届毕业生看来，包

括了国企、央企、事业编和公务员等，取代

了之前应届生最爱去的互联网公司，成为

了新的热门。

刚刚拿到一家北京国企offer的毕业

生小旭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像

我身边一些在秋招时已经拿了互联网大

厂offer的同学，目前也在看一些国企、央

企的招聘信息，互联网行业的形势相比之

前没有太好了。”小旭正在大连的一所高

校读研三，所学为交通运输相关专业，即

将在今年6月毕业。

领英中国产品运营总监与校园品牌

负责人陈怡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领

英平台会更加关注金融、高科技、制造、新

能源、医疗、区块链、智能汽车等行业中的

热门人才。“行业领域处在充满变革的状

态下，这类人才在求职和个人职业发展方

面相对更加活跃，也更加受到企业雇主和

猎头的青睐。”

而在留学生求职方面，陈怡静也表

示，随着国内对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和吸引留学生回国就业政策力度加大，

国企和大型央企也开始对国际化人才

青睐有加。

在小张看来，她和同学们在求职时

更看重春招的时机。“春招岗位的需求量

相比秋招时要更多，机会也更多。”此外，

除了春招这一时间节点，每年上半年也

是国家公务员考试等编制类考试的面试

期，不少毕业生的最终归宿都将在此期

间决定。

把握好企业招聘的时机，是目前应届

毕业生们找到满意工作的关键。对此，小

旭表示，从整体的求职时间表来看，相比

于普通企业招聘，向体制内方向求职所需

要的流程和时间都更久一些。所以需要毕

业生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比如有些普通

企业会在9月秋招的时候就走完流程，我

们就可以签三方协议了。但是我心仪的

央企和国企很多都是在10月或者11月左

右才开始简历投递。我现在拿到的offer

就是经历了三四轮面试，从过年前面试

到过年后，最后才得到反馈。”

小旭在分享自己的求职心得时表示，

“我从一开始定下的求职目标就偏向国

企、央企这样性质的单位，也综合考虑了

城市、薪资等因素，然后依据求职目标去

了解企业的信息，并向学长学姐取经，也

少走了一些弯路”。

在小旭看来，求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信息战，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就看谁能掌

握其中的信息差。据领英与■望智库联合

发布的《2021大学生求职安全与信任度调

研报告》显示，有近九成受访者在确定工

作前，会对公司和职位进行调查，他们最

信任的信息渠道是企业官方信息平台，其

次是求职论坛。

毕业生们的求职路，实际上并非一帆

风顺。“我自身求职的经验相对不足，当时

的协议条款也没有太仔细看。”小旭建议，

如果三方协议中规定了违约金的相关事

项，一定要在签署协议前仔细斟酌。“尤其

是在等出结果比较慢的招聘的时候，要考

虑好是否能承担违约成本。”目前小旭已

经回到学校，开始办理新的三方协议。

北京商报记者程铭劼赵博宇

“小金盾”≠质量认证标志

随着儿童化妆品兴起，国家对这一领域

的监管也不断强化。2021年12月，国家药监局

发布了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旨在

提高儿童化妆品辨识度，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不过，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市面上部分儿童

化妆品商家以“小金盾”标志作为产品质量保

证进行宣传。

在淘宝莱索兔旗舰店，一款儿童化妆品

的详情页面称，所有产品符合国家药监局“小

金盾”使用要求，全线产品按儿童化妆品标准

生产、检测、备案。“柒小仙旗舰店”产品介绍

中附上了“小金盾”图标并表示“认准小金盾，

安心妈妈选”；“妆面桃花”店铺内客服人员表

示，有“小金盾”更安全，“不管以后在哪家买

儿童化妆品，先看有没有‘小金盾’标志，这是

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要求，关键对儿童好”。

客服称。

在小红书上，一用户发布的一款婴儿洗

发沐浴露形容为“含着金汤匙出生，中国第一

批小金盾资质儿童化妆品，品质第一”。另一

用户发布的一款宝宝霜则称产品是通过国家

药监局对儿童护肤品的检测规定，带有“小金

盾”标志。

商家口中的“小金盾”仿佛成了产品质量

标准的象征。那么“小金盾”究竟是什么？

在2022年1月1日实施的《儿童化妆品监

督管理规定》中，规定了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

售包装展示面标注国家药监局规定的儿童化

妆品标志（“小金盾”）。“小金盾”是儿童化妆

品区别于成人化妆品、消毒产品、玩具等其他

易混淆产品的区别性标志，非儿童化妆品不

得标注这个标志。

北京君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生命

科学与健康医疗法律部主任张文波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儿童化妆品监

督管理规定》，“小金盾”的标志说明这款产品

属于儿童化妆品，但并不代表产品合格，拥有

相关质量认证。

窗口期的利益驱动

近年来儿童化妆品风头正盛，商家纷纷

布局这一赛道。而将“小金盾”作为宣传卖点

可以为企业带来一定利益。

根据中研普华研究报告，截至2019年，我

国儿童护肤品市场总额已经超过120亿元，未

来儿童化妆品市场还将进一步扩大，并走向

细分化。

百植萃于2021年推出了功效性儿童护

理子品牌“稚可”，百植萃方面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入局儿童护理，主打“儿童分龄功效护

肤”可以避开与传统品牌竞争激烈的红海市

场，聚焦于0-12岁儿童护肤领域的深度运

营，开辟细分新赛道以抢占市场先机。精致

育儿时代，以“90后”为主的新生代母婴人群

处于多元化消费时代，他们更加崇尚科学育

儿，同时对婴童洗护产品功效、安全提出更

高的要求，产品细分之下，儿童市场空间未

来可想象。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表示，儿童消费是一

个相对价格不敏感的市场，越来越多的年轻

父母更愿意为孩子投资化妆消费，产品或服

务的收益空间大，对企业的吸引力也强。

2022年1月，我国首个专门针对儿童化妆

品的监管法规文件《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

定》落地实施，依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

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的公告，自2022年5

月1日起，申请注册或进行备案的儿童化妆

品，必须标注“小金盾”；此前申请注册或进行

备案的儿童化妆品，未按照规定进行标签标

识的，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当在2023年5

月1日前完成产品标签更新。

张文波表示，在2023年5月1日前的这个

窗口期，先完成产品标签更新的商家将“小金

盾”作为宣传卖点，可以获得一定的商业利益。

监管政策逐步完善

由于儿童化妆品的特殊性，国家层面正

在不断完善对这一领域的监管。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市面上不少儿童

化妆品存在将儿童化妆品分类为玩具产品、

缺乏相关备案认证、用料不符合相关标准等

问题。依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儿童化妆品监

督管理规定》公告，标注“小金盾”的儿童化妆

品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市场上；2023年5月1

日后生产或者进口的儿童化妆品将全部标注

“小金盾”。

国家药监局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在选

购儿童化妆品时，要关注“小金盾”标志，正确

理解“小金盾”的涵义。儿童化妆品经营者应

当查验所经营的儿童化妆品是否有专用标

志。电商平台应在产品展示页面显著位置持

续公示儿童化妆品标志。

在张文波看来，从中国首部儿童化妆品

法规《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的颁布，再

到儿童化妆品专属标志“小金盾”的发布，国

家对儿童化妆品市场的监管不断强化，日益

趋严。

沈萌则认为，对于儿童化妆不应过度盲

目，儿童阶段过于专注于化妆等行为，可能会

造成儿童心理成长的偏差。化妆品是与皮肤

和器官紧密接触的消费品，儿童的皮肤和器

官相比成年人更脆弱，因此必须建立比成年

人化妆品更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处罚制度，驱

逐不良厂商，建立健康完善的生产经营环境。

北京商报记者姚倩张函

“小金盾”的涵义

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

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通过标识“适用于全人

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包装形式等暗示本化

妆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

儿童化妆品政策不完全一览

2021年10月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出台

2021年12月

国家药监局制定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

2022年1月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作为与成人化妆品区分的标志，“小金盾”正在被部分商家用来混淆视听，为产品质量做背书。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化妆品生产经营者在推销产品时将“小金盾”标志与获得国家审批、质量认证等宣传用语相挂钩，误导消费者。

“小金盾”被乱用的现象引得国家层面出手打假。国家药监局发文称“小金盾”不是产品质量认证标志，不代表该产品已

经获得监管部门审批或者质量安全得到认证。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儿童消费市场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也暴露出安全标准、

宣传等问题。无论是中国首部儿童化妆品法规《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的颁布，还是儿童化妆品专属标志“小金盾”的发

布，都意味着儿童化妆品将步入严监管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