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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砸百百亿亿红红包包，，巨巨头头野野蛮蛮圈圈地地
借势春节习俗，相互屏蔽和恶意竞争却违背了互联网精神

红包大战开打

各方大出血

30亿

手机百度主打电影市
场，推出了相适应的电
影票红包，预计超过30
亿

6亿现金超过 1 . 56 亿
元，购物消费红包
约4 . 3亿元

35亿
5亿现金红
包，还有超
过 3 0 亿元
的 卡 券 红
包

10亿
除夕联合春晚发
起#春晚让红包飞
#活动，预计红包
价值10亿

30亿手机QQ红包通过明
星红包和企业红包发出

30亿

红包背后的小算盘

借红包强化自身的社交属性

借红包在社交电商上实现弯道超车

借红包提升互联网金融业务

用红包提升活跃度，特别是名
人、大V号的活跃度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抢红包当然好，但在欢乐抢钱的同时，
银行卡账户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引起了
不少网友的担心。

尽管大型的互联网支付平台会对用户
的账户安全进行一定保护，但是互联网金
融的安全问题仍然存在漏洞。11日，省城一
家银行负责人提醒，红包分享的方法多，在
抢红包时，一定要识别红包来源，确定其是
否为官方红包，关联银行账户信息时，不要
轻易输入取款密码。

该负责人表示，去年就有客户因抢红
包被“钓鱼”软件盯上，最后造成财产损失，
因此抢红包者一定要确认发红包的商家是
否正规，特别是遇到要求提供大量隐私信
息、填写支付密码等更要格外警惕。

此外，用户姓名、支付宝及手机号码等
隐私信息容易泄露给红包发布方。虽在短
期内没有影响，但这会大大增加用户支付
账号被盗的风险。隐私如果被倒卖，用户还
可能面临大量的骚扰电话、垃圾短信、营销
微信号的广告骚扰，以及各种诈骗。

另外，手机支付时都会发送短信验证
码，上述银行负责人表示，如果一旦校验码
被手机的恶意软件拦截，支付的安全性也
会受到威胁，为了将危险降到最低，建议客
户设置转账的最高限额，或者选择余额低
的银行卡进行绑定。

巨额红包开抢，催生不少所谓的“抢红
包神器”。然而，这些软件也隐藏着潜在的
不安全。因此专家提醒，不要轻易通过搜索
引擎下载安装“抢红包”软件，谨防钓鱼欺
诈链接的软件。

本报记者 张頔

“本来大家还有说有笑的，结果嫂子一
说到点要抢红包了，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掏
出手机来鼓捣，有的上支付宝戳红包，有的
去QQ给明星点赞。大家都在手机上忙活，
结果把两位老人晾在一边了。”11日，济南
市民卢芳跟着丈夫回婆家过的小年夜，这
样的场景让她有些担心，除夕夜里发放网
络红包的时间点更多，到时大家会不会只
忙活着抢那一两块钱的红包，而把家人冷
落了呢？

出色的创意、以小博大的烧钱投入与
病毒式传播，让互联网在制造节日、营造话
题上具有天生的优势，因此在很短的时间
内，网络红包能博得像“双十一”那样的高
参与度。然而大家别忘了，网络红包毕竟是
一种商业行为，因为红包背后绑定了企业
和明星，所以要抢红包难免得被动去关注
企业公号或为明星点赞。

在抢红包的背后是完完全全的商业逻
辑，当很多人躺在沙发上捧着手机抢红包
的时候，别忘了父母和孩子正在一旁，等着
和你聊聊天。

提个醒儿

非官方红包很可能是钓鱼软件

忙着抢红包，别冷落了家人

从11日开始，以支付宝和微信为代
表的“红包大战”拉开大幕。根据宣传，
从小年夜到正月初一，将通过支付宝钱
包、微信、微博、QQ、百度钱包等各种智
能手机软件、网络社交平台派送上百亿
元。

继双十一之后，借势春节传统习俗
发红包进行营销，互联网巨头俨然用资
本又在造节，而这背后，正是互联网企
业在移动支付上新一轮的“跑马圈地”。

本报记者 张頔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继去年春节微信通过发放红包形
式一战成名后，“发红包”成为了大家争
相模仿的手法。今年，虽然还未到春节，
各种抢红包的活动已层出不穷，其中，
尤其以财大气粗的BAT（百度、阿里、
腾讯）三巨头宣传幅度最大，花样最新
鲜，手法也更复杂。

首先出场的是支付宝红包。11日上
午10时，网友“人淡如菊”守在手机前准
备体验一把“抢钱”的感觉。登录手机支
付宝钱包客户端，顶端出现“倒计时”字
样，“3、2、1”全屏幕倒计时开始。

“快来抢”、“戳我呀”、“我在这”，瞬
间屏幕被左右晃动的红包小人占领。

“人淡如菊”立刻进入“打地鼠”模式，猛
戳屏幕十几秒后，弹出对话框“好可惜，
没有戳中中奖红包”。

按照此前支付宝钱包“发钱时刻
表”约定，11日10时开抢的是1000元现
金、1亿元购物红包。然而，等待着拆红

包的“抢包大军”却发现根本抢不着。
对于这场“红包雨”，有网友直接开

炮，“手机都快戳碎屏了，手指头也快戳
断了，一毛钱都不给我”，也有网友调
侃，“中奖概率几乎等于六合彩”。

没抢到红包抱怨是人之常情，然而，
抢到红包的“稀罕”人物也高兴不起来。“5
元快的打车代金券”、“5元国际汇款券”、

“欧洲游10元代金券”，本以为抢到红包是
幸运，没想到是负担。网友“青春穷开心”
吐槽：我都能去欧洲游了，还差这10块钱？
原来几十亿红包只是看上去很美。

面对吐槽，记者从支付宝方面获
悉，下午4点的时候增加了1200万现金
红包，20点增加1500万现金红包，加上
之前就定好的3000万，11日一共发放了
5700万现金红包。其微博特别提到“由
于参与人数实在太多，钱包君也不敢保
证4点的活动大家100%能抢到，跪求大
家别骂太狠”。

按计划，支付宝钱包从小年夜（2月
11日）到正月初一（2月19日），共发放约
6亿元红包。其中，现金超过1 . 56亿元，
购物消费红包约4 . 3亿元。

对此，微信也“任性”地掷出5亿现
金红包，还有超过30亿元卡券红包。不
少社交工具也联合明星、企业加入红包
大战，手机QQ要发30亿元红包，新浪微
博预计也要发10亿元红包。

如此算来，各类互联网巨头给网民
的红包将超百亿。为何如此重视红包大
战，其实各自都有一把小算盘。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德胜表
示，官方数据显示支付宝活跃用户已超
过1 . 9亿，这背后蕴藏着巨大的社交价
值。支付宝钱包的社交功能弱，支付能
力强，发红包可提高用户黏性，其中朋
友间的口令红包更有助于提高支付宝
钱包的打开率。

早在一个月前，继“亲密付”“晒十年
账单”后，支付宝钱包低调上线“我的朋
友”功能，探索利用支付打通社交关系。

之所以微信和支付宝一样重视发
红包，根本原因还是为了争夺移动支付
市场。王德胜直言，发红包属于企业行
为，必然存在着长远战略考虑，不可能

“赔钱赚吆喝”。虽然都是推广自己的移
动支付产品，但细节方面还是有些细微
差别的。支付宝这次发放的红包侧重线
下消费，实际上是想延续支付宝“双十
二”时在线下消费方面积累的优势；加
强支付宝账号的社交属性，则是另外一
个想达成的目的。

相比支付宝，微信支付起步较晚，则
更加侧重于推动新用户和绑卡数，有腾
讯内部人士曾透露：观察微信红包一整
年数据会发现，红包平时的交易额很有
限，只有元旦、春节才会爆发，在特定时
间拉动绑卡和新用户很有效。

王德胜分析，目前正处于互联网盈
利模式的分化阶段，阿里、腾讯两家为
增强各自品牌影响力互相竞争，发红包
并非偶然事件，这是线上、线下商业相
结合的手段。

有评论指出，与其说这是一场红包
大战，倒不如说是一场集传统节日、电
子红包、企业商家、移动支付于一体的
大型整合营销战。而跟滴滴打车与快的
打车的烧钱大战一样，如今的红包大战
如同之前打车大战的重演。但无论微信
与支付宝如何烧钱发红包，归根结底都
是腾讯和阿里对其社交移动支付领域
的布局。

也有分析人士并不看好这种方式，
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的市场份额并没
有因为之前的烧钱而决出胜负，如果红
包活动继续使用烧钱方式进行，可能会
陷入胶着，并不一定有助于双方进行未
来的战略性布局。

其实支付宝与微信在移动支付方
面一直在明争暗斗，马年春节，腾讯通
过抢红包事件激增了很多用户开启微
信支付，以全民娱乐互动的方式开启了
一个端口，可以说是一夜翻身，也是一
种互联网创新的体现。

不过，“看到别人有，自己就要上”
似乎成了中国互联网圈子里不成文的
习惯。对于用户来说，免费发的红包
当然越多越好，大家乐意看到巨头们
争相烧钱。但是跟随模仿而来的却是

互相屏蔽和恶意竞争这样划分地盘
的做法。

这次，微信同样开始屏蔽平台上各
对手的发红包行为，这一场景多少让人
想起了此前的“3Q大战”。互联网企业
拼得你死我活，动辄绑架大量用户做

“非此即彼”的选择，实在有悖“开放共
享”的互联网精神。支付宝只好选择“退
一步”开通口令红包（相当于发红包密
码截图到微信朋友圈或群聊中），以此
突破了微信的封锁。

针对微信的“封杀”行为，上海大邦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游云庭在接受
采访时认为，腾讯的自由应当是在不违
反法律规定前提条件下的，但腾讯在微
信里屏蔽了支付宝、虾米、网易云音乐
实际违反了多部法律法规，影响到了数
以亿计的个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表现
如下：其一，上亿用户的消费权益被侵
害。其二，对被屏蔽的软件构成不正当
竞争。其三，屏蔽竞争对手软件涉嫌垄
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有分析人士称，对于中国的互联网
企业，如何既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
又不陷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泥淖，是
面临的一个难题。

烧钱背后是不规范的互联网生态

发红包事小，抢地盘是真

5700万元红包，手指戳断了也没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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