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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元“天涯神贴”有人会买单吗？
3月1日深夜，天涯社区（以下简称为“天涯”）在其官

方微博公布了《关于天涯社区业务重启、网络平台恢复访
问进度及新天涯计划的公告》（以下简称“重启计划”）。

天涯在重启计划中表示，计划采取引入战略投资、恢
复广告业务、启动社交电商平台及大力开展会员增值服
务等方式筹措资金，在确保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在2
个月内，即5月1日前恢复天涯社区访问。

“3月1日也正好是天涯成立25周年纪念日，我们的
业务将恢复正常运转，天涯也会迎来新的生机。”天涯社
区创始人邢明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此外，天涯在这份时间表中表示，在恢复访问后的天
涯社区平台上开辟“天涯神贴”付费专区，提供更为全面、
完整、原汁原味的“天涯神帖”服务，并动态更新。

日前，天涯社区在其官方微博公布了重启计划，计划
采取引入战略投资、恢复广告业务、启动社交电商平台及
大力开展会员增值服务等方式筹措资金，5月1日前恢复
天涯社区访问。

打造线上版的Costco

天涯在重启公告中表示，将启动以天涯社区最初的
tianyaclub.com域名为品牌的“全球旅行与时尚消费社交
平台”，为尊享会员提供会员制电商服务，结合海南自由
贸易港的供应链优势，打造线上版的Costco，该平台1.0
版将在1个月内推出。

此前，2023年7月，天涯成立天涯甄选（成都）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10月，天涯社区旗下天
涯好东西（海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申请注册“天涯臻
选”商标，国际分类为广告销售，目前的状态是等待实质
审查。

“现在电商的各方面竞争也比较激烈，是一片红海，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适合天涯的电商模式。”在此前
接受记者采访时，邢明提及了天涯对于电商的布局计划，
在他看来，电商是一种效果广告模式，即使经济波动，这
种模式也是可持续的。

此前，天涯曾计划于2023年元旦后开启直播，邢明
曾表示，做直播是对多年来忽视将用户、内容与电商结合
的反思，也是天涯商业化的新突破口，并希望能够“以直
播打捞沉没的上亿用户，用带货焕发天涯昨日的光芒。”

不过，计划中的直播并未落地，在天涯公布的重启时
间表中，未见提到相关计划，邢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
示，直播并不是天涯的主要选项。

对于天涯切入电商赛道的前景，艾媒咨询CEO张毅
对记者表示，直播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和机会，但
对于天涯而言，如何把已有的用户群体基础高效转化为

自己的电商用户是个比较重要的命题。
互联网分析师张书乐则认为，小红书是一个种草拔

草味道很鲜明的内容社区，这让它的带货顺理成章，正如
用户上小红书就是为了找合适的商品推荐，而上天涯是
看内容，同一用户在不同平台上的不同心态很难切换，此
前微博做带货难成也是如此。

“天涯神贴”助力重启

除了切入电商赛道，天涯自救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推
出官方版“天涯神贴”。

天涯在重启公告中称，公司注意到，在天涯暂停访问
之后，“天涯神贴”在各大平台大受欢迎。故而计划从现
在开始发展一批高级会员，在恢复访问后的天涯社区平
台上开辟“天涯神贴”付费专区，提供更为全面、完整、原
汁原味的天涯神贴服务，并动态更新。

此外，天涯还将推出一对一专享数据下载与存储服
务。不过，在此之前，已有众多“天涯神贴”在电商平台售
卖，在淘宝、拼多多、闲鱼等平台的搜索栏输入“天涯神
帖”，紧接着出现的便是满屏的“天涯神帖”商品，价格从
几角钱到几十元都有，最高的销售量甚至超过了1万。
评价显示，大部分买家的购买理由是“学习”和“怀旧”，还
有一部分则是出于猎奇心理。

在商品详情页，商家们巧妙运用鲜艳的颜色和突出
的字体，向买家展示自家“神帖合集”的丰富性与独家性，

“超20G文件”“持续更新”“拍下秒发货”等宣传语更是夺
人眼球。

在采访中，商家对资料的获取渠道含糊其辞，其中一
家表示是通过“网络搜集”，另一家声称是“其他渠道”，更
多的则是对该问题已读不回。有商家对记者承诺，购买
后帖子将会保持持续更新，而更新内容来源，对方则表示

“其他渠道”。
市面上的“天涯神贴”购买渠道众多。邢明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却并不担心。他表示，这些“天涯神贴”可能是
有人下载或者是保存的一些帖子，但并不完整。另外其
中很多只是包含主帖内容，但是天涯的很多神帖，在帖子
里还有很多精彩的回复。

在重启公告的最后，天涯表示，“无论是预购一个‘99
元天涯神贴服务’，还是预购一个‘299元一对一数据下载
服务’，都是对天涯重启非常重要的助力”。

“已购买神贴包。天涯加油呀！”有用户在评论区内
表示。亦有用户提示，卖神贴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一定
要处理好版权问题，帖子发在天涯，版权却是作者的，

“天涯一定要合法”。
供稿：《每日经济新闻》可杨 卞昱媛/文

新规引热议

一直以来，事先不与用户联系就擅自将快递放
到自提柜、驿站等终端，已成为快递员的职业惯
性。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已于2023年12月8日
经第28次部务会议通过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22号）将自
2024年3月1日起施行。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规定，快递企业未经用户
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
快件，将面临3万元以下的罚款。新规明确禁止快
递“不告而投”，保障了消费者享受快递上门服务的
权利。

新规一出就引起了大量讨论。很多人都点赞
新规的条例，认为更加便利，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
选择。而不少快递人员则认为，新规的要求过于严
格，将导致工作量大幅增加。

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相关条例的实施，或将
提高快递派送的成本。快递物流专家赵小敏分析，
快递企业的服务呈分化现象，一类企业能送货上
门，另一类加盟制快递企业则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来
改进服务。他认为，在落实送货上门过程中，企业
需要提供多元化产品，把选择权还给用户。

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快递员离职、关闭快
递代收点、配送费可能上涨等话题随即出现，引发
公众讨论。舆论关注的焦点，是快递小哥的付出大
幅增加。快递单价派费并不高，小哥一天往往需要
派送数百个快递，以量换价，才能维持较为可观的
收入，“不入户”无疑是更为高效的投递方式。而按
照新规，快递员需要先挨家挨户打电话沟通、征求
收件人意见，再分门别类地完成派送，时间成本大
大增加，派送效率和收入都将受到影响。而且一旦
违规，快递小哥还将面临最高可达3万元的罚款，导
致“赚的没有罚的多”。

对于消费者而言，快递新规也并非完美无瑕。
目前快递行业低价竞争，费用一压再压，主流电商平
台上“9块9包邮”才能屡见不鲜，消费者得以乐在其
中。新规实施后，快递员派送效率下降，快递很可能
没那么快了。企业为提高时效，只能加大投入，雇佣

更多外卖小哥、提高单价派费。这部分成本很可能
被计入配送费，最终由用户买单。消费者担心，新规
实施后，自己享受的快递服务质量不增反降。

投递人和收件人各有“苦恼”

“我已经丢了两单申通快递，都是因为快递员
直接放在了家门口。”家住通州梨园的葛先生反映，
快递员派送时没有打电话或发短信告知，查询却显
示快递已由门口签收，可等查看的时候发现快递并
不在门口。

家住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孙先生也经常收不
到快递。前不久，韵达快递员未提前沟通就直接给
他发送了一条“快递已交由门口保管”的短信。晚
上下班回家后，孙先生却发现门口并无快递。“快递
员说自己已经辞职，快递网点电话也打不通。”无奈
之下，孙先生拨打韵达客服热线投诉，客服称联系
网点进行核实，但拖了半个月还未赔付。

丰台区居民颜女士的快递则经常由水表箱签
收。“平时上班家里没人，快递小哥默认就用这种签
收方式。”颜女士说，即使周末有人在家，快递小哥
也习惯性地将包裹直接放入水表箱中。

快递未经告知就被投入快递柜和驿站的情况
也很普遍。60多岁的张阿姨求助了好几位老邻居，
才拿出了快递箱里的快递。上班族李女士则表示，
自己的快递经常被快递员擅自投入快递柜，时常因
为超时多付保管费。

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快递”，出现超120万条
相关投诉，其中有不少是投诉快递员擅自将快递存
放在驿站。

对于快递员来说，给每个客户打电话会花费大
量时间成本。多数快递员对新规表示支持，但也有
一些快递员认为，新规可能大幅增加快递派送的时
间成本。记者观察，在某大学城附近一家菜鸟驿站
里，负责人何城正在整理送到驿站的300多份快件，
大大小小的快递摆满了货架，一旁还有几位用户前
来取件。

对于快递新规，何城坦言“压力很大”，除了经营
菜鸟驿站，他每天都要送快递，日均400件左右，工作

时间几乎从早到晚。“一方面要求快递的时效性，另一
方面挨个打电话又会大大增加工作量，非常矛盾。”何
城说，工作量增加是最大的挑战。

王勇是一名顺丰快递小哥，从业9年的他是这
个行业的“老人”，“我知道快递新规实施，我们也在
讨论。”王勇告诉记者，事实上，新规对于顺丰快递
员而言，影响相对较小，“我们一直都要求电话联系
用户，送货上门或者存放其他地方。”

菜鸟驿站店员陈小姐也觉得一个个客户打电
话询问不太现实。“承包区域的快递员一个人要负
责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快件，每个都打电话，精力时
间肯定不够的。”比如包揽驿站大头的中通快递员，
每天一个人来驿站三趟，上午就有近千个快件，“一
上午电话怎么能打得完？傍晚还会有一波快件。”

目前国内的快递企业主要是以中通、韵达等
“三通一达”为代表的加盟制快递，还有以顺丰、京
东、菜鸟速递等为代表的直营制快递。“不告而投”
等问题大多出现在加盟体系的快递物流公司，这与
企业运营成本、经营模式等因素有关。

另外，记者还致电了中通、申通、EMS的配送
员，均表示默认将快递送至自提点，且不会每单都
询问客户，但如果客户来电要求送货上门，则会按
要求配送。有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快递员一天
派送上百件快递，每户有人在家的时间又不同，把
需求问清楚、记下来、再送家里，耗时耗力且收入
不高，还会导致配送速度慢、快递积压、无法完成
公司指标，不仅服务质量没提高，长此以往，就没
人愿意干了。”新规实施，有快递员表示担子加重，
也有市民提出建议：“在网购环节便让顾客选择配
送方式，既尊重了消费者意愿，也能减轻快递员的
部分压力。”

有助于提升服务质量和信誉度

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新规的实施，或将提高
快递派送的成本。

对此，赵小敏认为，接下来两三个月是快递行
业的淡季，短期来讲快递收派费用不会有变动，如
果从中长期来讲，快递新规还是会对快递价格造成
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来说，快递企业也需要给末端
的快递员更大的激励机制，也就是企业需要让利，这
意味着快递企业的经营方式将发生一定改变。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快递新规的实施，
将在安全性、时效性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新规对
于违规行为提出了明确的处罚措施，这将有助于推
动快递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有利于市场的公平竞
争。而对于快递行业而言，新规将进一步提升企业
的服务质量，助力快递行业规范化发展，减少市场
的不规范竞争和违规行为。“总的来说，快递新规的
实施将有助于提升快递行业的服务质量和信誉度，
促进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同时也会对快递公司提出
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我国快递业的业务量已经连续10年位居世界
第一。2023年快递业务量完成1320亿件，同比增
长19.4%，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90件。但从消费
者感受来看，服务质量还未跟上数量增长的步伐。

“企业要从流程机制上进行变革，例如，当用户
要求快递员将包裹放门口时，快递员可通过技术手
段进行拍照录像，并上传企业系统”。赵晓敏表示。
随着快递员收入提升、服务流程的优化，用户体验将
得到保障。满足多样化的配送需求、促进快递行业服
务提升积极性、调整快递员劳动与收入的平衡等问题
亟待解决，快递业的优化与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I培训课程为何越学越贵？
近年来，AI培训日渐火热。每逢

ChatGPT、Sora发布等热点时段，AI培训
圈都会迅速掀起一轮高潮，涌现大批相
关课程，有些课程甚至在模型公测前就
已开始招募学员。记者调查发现，这些
AI培训课程主要授课内容往往局限于某
个模型工具的操作方法，但大多宣称能
帮助学员实现“AI技能变现”。低价入
门，高价卖产品、卖会员、卖素材，成为其
惯常套路。

AI培训越学越贵

2月16日，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发
布，立即引发广泛关注。从事互联网运营
的邱娜觉得自己必须有所行动了。“难以
想象输入文字就能生成视频，这种强大的
技术能力让人感觉不学就要被淘汰了。”

“一个长期关注的PPT公众号推出了
6.6元的AI设计体验课，我在2月25日付
费进群，26日开课。”邱娜加入的课程微信
群有近160名学员。根据助教人员提供
的兑换码，学员可以在3天内免费使用AI
工具网站上的部分素材，输入关键词即可
得到一幅由AI绘制完成的图片。

据邱娜介绍，在录制课和直播课中，
培训老师向学员们强调，AI设计适用于缺
乏绘画和摄影专业技能的“小白”，可以帮
助生成合适的素材资源且不用担心版权问
题，是一个“零门槛，实用又赚钱的技能”。

“体验课结束之后，想要再用网站怎
么办呢？”当邱娜询问助教人员，对方表示
可以报名价值1599元的正式课，再免费
使用3个月会员权限，之后组织大家团
购，一个月大概19元。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AI课程五花
八门，但不少课程都与卖产品、卖会员、卖
素材相捆绑。除了依靠工具网站的使用
和资源收费，由AI课程衍生的付费项目
还包括：为AI工具提供提示词或剧本、制
作AI工具图片素材、有关背景知识搜集
和整理、课程资源二次销售等。

AI培训热度何来？

“面对新技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

生一种害怕错过的情绪。当大家都在讨
论某一个新技术的时候，好像你不跟进的
话，显得有点落伍，进而产生焦虑。”在清
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看来，科
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或科技泡沫中，
这种情绪非常明显。

作为一名互联网从业者，邱娜经常会
接文字排版、PPT制作、海报制作等兼职
商单，自从ChatGPT发布后，她一直为如
何利用AI工具提高工作效率而焦虑。

对此，心理咨询师唐婧也有明显的感
受。“2月22日，一家企业的高管就向我倾
诉，感觉到自己的很多工作内容被AI替
代，人力成本收缩，导致自己和团队的压
力很大。”

2023年7月，智联招聘联合北大国发
院发布的《AI大模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
潜在影响研究报告》显示，有69%的受访
者尝试使用过ChatGPT、文心一言等大型
语言模型类AI工具。面对AI工具的普及
以及带来的影响，65.8%的受访者表示，将
参加AI工具使用技能的培训课程。

“AI热”需要冷思考

尽管AI培训需求旺盛，但不少业内
人士表示，AI大模型推出时间不长，短期
内很难形成体系化的培训课程，目前AI
培训“虚火”较旺。

记者采访调查了解到，不少此前从
事PS技术、视频制作、电脑绘图等互联
网技能培训的创业者，争相将AI技术纳
入核心培训业务，以期从“AI+”的热度中
再度捞金。还有一些培训课程通过“卖
课”的形式“卖产品”，但这些AI产品并
不一定适用于个人使用者。2021年，创
业者李想成立一家数字科技公司，专注
通过AI技术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从面
试防作弊监控到AI面试大模型，再到一
键生成人力培训视频课件，李想和团队
开发的众多AI产品，最终服务对象是高
校、企业，而不是个人使用者。“大部分人
并不需要通过所谓的培训课程，尤其是
那种收费高的课程来学习工具的使用。”
李想表示。

据《工人日报》刘小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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