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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腕自治“李佳琦依赖症”

北京教育考试院：未接到增加高考难度通知
“2023高考大调整”“高考难度将大幅增

加”……3月1日，有关2023年高考难度增加的
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查询
教育部官网发现，截至目前，教育部未发布任何
关于“2023高考难度提升”的文件。此外，北京
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也表示， 从未接到有关
“2023高考难度将提升”的通知。据有关高考专
家解读， 近年来高考命题越来越注重突出应用
性和创新性， 单纯依靠机械刷题的学习方式已
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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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琦招“徒弟”

常驻直播间的李佳琦开始广招“徒弟”
了。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近日，李佳琦前往
浙江传媒学院杭州钱塘校区担任了美腕校招
的宣讲人。 李佳琦此次校招之行可谓十分低
调。“佳琦来学校的当天，学校的‘传媒大道’
才张贴出了印有李佳琦头像的海报， 前期美
腕的工作人员也特地嘱咐我们不要拍照。”浙
江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工程专业的学生朱子欣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尽管如此， 李佳琦此次去往浙江传媒学
院的目的并不难猜。“美腕在校招海报里明确
写上了‘我们诚邀你加入《所有女生的主播》
节目录制’这句话。”李佳琦进行宣讲时，浙江
传媒学院双语播音专业的大三学生王妃就在
现场。王妃向记者透露，进场前，美腕与现场
的同学都签署了肖像使用权的相关协议，现
场也有工作人员进行拍摄。

据王妃回忆，美腕的HR在现场表示，《所
有女生的主播》 是一档记录美腕主播职场生
活的综艺， 被选中的人将在工作3-6个月之
后，由公司进行考核、评级，不同评级所带来
的薪资待遇也各不相同，“感觉节目的模式有
点类似于选秀或者是《令人心动的Offer》”。

至于李佳琦是否会去其他高校校招以及
节目最终会选拔几位主播候选人的问题，美
腕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应称， 关于
《所有女生的主播》 宣讲校园行的更多信息，
欢迎关注公司相关社媒的公开信息。

美腕似乎急切地想要找到下一个“李佳
琦”。去年“双11”以来，由李佳琦助播旺旺和
庆子“挑大梁”的“所有女生”和“所有女生的
衣橱”直播间相继开播。而另一边，李佳琦在
个人直播间中的播出时长也由原来的5-6
小时降低至3-4小时，其余时间由助播介绍
产品。

尽管美腕的新直播间们享受着李佳琦官
方微信公众号的引流， 但少了李佳琦本人在
场，粉丝量和场观增长依然处于爬坡期。截至

目前，“所有女生”和“所有女生的衣橱”直播
间粉丝数分别为223万和119.2万， 与李佳琦
直播间7257.7万粉丝的关注量相去甚远。相
比李佳琦直播间几乎每场都超过1000万人次
的场观量，“所有女生”和“所有女生的衣橱”
近期的场观量仅在200万-300万左右。

那么， 美腕还会继续开设新的垂类直播
间吗？对此，美腕相关负责人未直接回应，而
是向北京商报记者强调称， 李佳琦一直是美
腕重要的合伙人，也一直在参与选品、直播、
直播间运营等工作，不存在淡出直播间一说，
“李佳琦会一直直播，陪伴所有女生，同时，他
也把精力投入到产品研发上， 与许多品牌展
开共创”。

大主播依赖症普遍

“所有女生”和“所有女生的衣橱”直播
间所面临的数据瓶颈， 在OST传媒电商运
营总监姚志伟看来，其实是直播间“冷启动
期”的表现，“失去了大主播光环之后，新人

主播往往需要熬过至少1、2个月的‘冷启动
期’，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新人主播会在这个时
候被淘汰”。

“冷启动期”的状况不仅仅出现在美腕一
家。以东方甄选直播间为例，灰豚数据显示，
在2月8日董宇辉结束休假回归的首场直播
中， 东方甄选直播间当日的观看人次达到了
1017.6万，日销售额更是超过了2000万元，而
在2月1日-7日期间， 没有了董宇辉的东方甄
选直播间日销售额遭到腰斩， 仅在1000万元
左右，日均观看人次也均未超过千万。

“交个朋友” 直播间也是类似的情况。目
前，“交个朋友”有15个左右的垂类主播账号，
日常的直播成绩通常在抖音带货榜十名甚至
二十名开外， 当罗永浩、 李诞等人回归直播
间，直播间排名就能稳定在前十名。

“电商直播的二八效应尤为明显，这就意
味着腰部以下的主播想要复制头部直播间的
成功没有那么容易， 除了用素人主播之外，
还有很大一部分公司会用已经有一些粉丝
基础的达人或是签约明星合作。” 姚志伟认

为， 公司在选择合作主播的时候大多比较
看重的是个人的 IP影响力或是粉丝黏性，
“这些都直接和复购率以及ROI（投资回报
率）相关”。

然而，依靠已经有粉丝基础的明星、达人
或是头部主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公司
开始围绕单一的主播进行团队力量配置的时
候，由于单个主播的业务方向往往是单一的，
对粉丝的号召力也是局限在特定的圈层内，
很容易产生内部资源浪费的现象， 而这种模
式的效率并不高。”姚志伟说道。这或许也解
释了为什么已经建立了包括贾乃亮、张柏芝、
王祖蓝等30多位明星主播梯队的遥望科技在
2022年末恢复了“艺人+素人”双轮直播驱动
的原因。

“李佳琦”难复制

“头部主播的光环对于企业来说其实是
一把双刃剑。”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研究员赵振营认为， 主播依靠个人的吸

粉能力凝聚消费者， 从而给直播间带来稳定
的流量和超强的粉丝黏性， 凭借一己之力带
动企业收入的现象必然存在，“但假如头部主
播在出名之后选择离开，也足以让企业‘闪了
腰’，所以美腕在风险出现之前通过‘母鸡带
小鸡’ 的形式打造一批腰腹部主播也能够起
到分摊风险的作用。”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不光是美腕
在这么做， 几乎所有的头部电商直播公司都
在探索属于自己的新模式。去年8月，东方甄
选宣布上线“东方甄选App”，试图跳脱出平
台来构建属于新东方私域的自有生态， 不仅
如此，东方甄选还在今年1月底宣布投资1752
万元用于扩建自营烤肠工厂， 为扩大自营品
类做准备。而“交个朋友”也在2022年宣布出
海卖课，开始布局海外电商培训业务。

比起二者在“货”和“场”上下的功夫，美
腕做选秀，无疑是想要在“人”上再复制出一
个类似于李佳琦的成功， 毕竟李佳琦当时也
是凭借在一场名为“BA网红化”的淘宝直播
项目比赛中脱颖而出进入美腕视野的。“主播
的成功与主播个人的颜值、性格、学识、情商
等有一定关系，具备一定的偶然性，完全复制
成功的概率不太大，但并不影响MCN机构重
新打造新的主播。”但赵振营也指出，当下的
电商环境已经成熟， 孵化一个成熟的头部主
播， 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倾斜来进
行人气和口碑发酵，并不容易。

显然， 直播机构也十分清楚头部主播个
人品牌带来的溢出效应， 并尽可能将其最大
化利用。 美腕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
露，美腕一直在努力把“李佳琦直播间”打造
成一个品牌，让用户把对“李佳琦”的信任转
为对整个直播间以及美腕的认可。

可见， 在摸索出一条电商主播培训、孵
化、造星的标准化流程之前，目前的美腕，不
管是搞选秀，还是让助播“上位”，仍然离不开
李佳琦这块金字招牌。 正如美腕CEO七叔近
日在《所有女生的主播》 招募短片中说的那
样，目前，对于美腕甚至行业来说，“李佳琦是
不可或缺的”。 北京商报记者 何倩 乔心怡

李佳琦不“香”了？近日，李佳琦所属的MCN

美腕（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腕”）走进了校园，为旗下一档职场真人秀综艺招

揽新主播。从去年以来，美腕相继开出“所有女

生”等新直播间，将助播扶正，数据却与李佳琦直

播间相去甚远。而另一边，东方甄选和“交个朋

友”直播间在“去董宇辉”和“去罗永浩”的路上走

得也是磕磕绊绊。眼下，头部直播机构都急于克

服“大主播依赖症”，以扩展海外市场、深耕供应

链等方式平衡经营风险。 但至少就目前而言，机

构们仍离不开头部主播这块金字招牌。

官方未发布相关文件

最近，一则“2023高考难度将大幅提升”
的消息在家长群里炸开了锅，配着教育部的
通知截图， 不少家长对这一消息信以为真。
但实际上， 教育部并未在其官网发布涉及
2023高考难度提升的内容及文件。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有关高考的教育
部最新通知为今年1月19日发布的《关于做
好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当中
对高考命题的要求为：“体现基础性、 综合
性、应用性和创新性，注重考查关键能力、学
科素养和思维品质，注重考查学生对所学知
识的融会贯通和灵活运用。”

此外， 为了解北京地区的政策通知和
高考变化， 北京商报记者还向北京教育考
试院方面进行了求证，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考试院未接到任何有关“2023高考难度将
提升” 的通知。“有关高考高招的文件陆续
在发布， 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可以看到流
程性文件， 基础性文件以教育部为主。”该
工作人员表示。

以北京教育考试院2022年发布的文件

为参照，《北京市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工作规定》发布于2022年4月15日，当中未
有和高考命题相关的内容。

专家不建议“机械刷题”

纵观近两年的高考及命题趋势，高考的
考核方式及内容确实发生了变化。 其中，考
试内容越来越注重统一命题和灵活运用。

数据显示，教育部正逐步增加使用全国
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 截至2022年9月已达
27个。在内容考查上也更加着重考查学生独
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等关键能力。

“教育部的高考命题改革思路， 关注重
点之一就是避免出现机械刷题现象。” 爱培
优新高考研究院执行院长贾小峰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高考的题目正朝着突出应用性和
创新性的方向发展。“应用性意味着这些题
目是实际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创新性则是
学生在刷题过程中碰不到的题。”

在贾小峰看来， 高考真正考察的是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应用能力， 这一能力并非
学生单一刷题或死记硬背知识点就能拥

有。“真正会运用知识点、 理解知识点的同
学， 更适配当下高考命题应用性和创新性
强的特点。”

而除了考试内容侧重的改变，各省还在
逐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截至2022年9月，全
国共有29个省份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改革
也给学生在选科上带来了更高的自由度。

以北京为例， 作为第二批高考综合改
革试点省市， 北京在2020年进入新高考
“元年”，实行“3+3”模式。即报考普通本科
院校考生的高考成绩由3门统一高考成绩
（语文、数学、外语）和考生选考的3门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思想
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6选
3）成绩构成。

“选科的出现，比之前简单的文理分科
更让学生根据兴趣选择课程。” 贾小峰指
出，高中的知识体系相对完备，在选科前，
学生要对所有学科都进行了解， 具备更完
备的知识体系。为此，教育部也要求中学要
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实施教学， 高二年级起
根据学生选考科目开展选课走班， 严禁组
织学生提前选科备考。

北京商报记者 赵博宇

2月27日， 周杰伦2023嘉年华世
界巡回演唱会门票预售启动。因一票
难求，#30秒被抢光！ 最高涨10倍、两
千元门票炒到两万#�#周杰伦 抢票#
等词条多次登上微博热搜。

不止周杰伦。五月天、林俊杰、
孙燕姿……一大批人气歌手相继开
启了演唱会计划。 冰封三年之久的
线下演出市场一夜回春， 市场顿时
热闹起来。

有趣的是，周杰伦上一次登上热
搜，还是因为演唱会“大划水”。天王
在海外演唱会的表现让歌迷失望至
极，不仅迟到早退变魔术，有些歌高
音部分不知道是人到中年力不从心，
还是根本不愿意使劲。

周杰伦“划水”的记忆还在昨天，
但也总有无处安放的需求在今天。周
杰伦停在原地不再向前，大众对他的
包容度只会越来越宽。

毕竟上一代偶像并非成名于流
量数据，他们在造星工业最发达的时
候，用作品说话积累起强大的口碑。

而互联网时代的造星，来得快去
得也快， 可能还等不及大众好好熟
悉，很快又被新的流量取代了。因为
他们的专业度无法保障，有些爱只能
像龙卷风，来得太快走得更快。

短视频成了电子榨菜，拿走了碎
片的时间， 也瓦解了音乐的完整性。
专辑没人听了，MV很少有人看了，取
而代之的是“魔性”“洗脑”的网红旋
律和歌曲，消费的逻辑变了，生产的

逻辑自然也跟着变了。
时间是沉淀过往的利器。周杰

伦变得越来越稳定，也是被不稳定
的“同行”们衬托。大众对这个“不
如以前的”周杰伦包容度反而越来
越高。

我们总能原谅他， 并一再奔向
他。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听周杰
伦已经不仅仅是听歌，更像是遵从某
种从小到大的习惯。

疫情会改变很多人的消费习惯、
消费心理，但那些来源于偶像的美好
情结、滋生于文化的精神慰藉、诉诸
于娱乐的消费需求就算被抑制，也从
未真正消失过。

残酷的是，能和周杰伦比肩的音
乐人与音乐并没有变得更多，能满足
人们这些需求的产品还在陆续重启。

30秒被抢光的门票，其实是一种
自我奔赴。 正如过去长达20年里，我
们总把对华语音乐的无限希望寄托
在周杰伦身上， 欢欣鼓舞地期待着
他能颠覆最初的自己， 哪怕明知这
很难。

一场演唱会看上去只是一场超
长的Live表演，但从线上重回线下，是
一场充满仪式感的交流和互动，带给
很多人远不止于音乐的精神满足。

想回到过去， 试着让故事继续。
在我们熟悉的流量时代里，周杰伦或
许是最后一位流行音乐巨星。再给他
几首歌的时间，我们也急于找回熟悉
的一切。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当我们抢周杰伦的时候
我们在抢什么

陶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