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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大数据”
的应用为精准营销创造了条
件，但正如近来一些报道所提
出的，这种技术工具也有可能
沦为“杀熟利器”。是为消费者
提供精准的优质服务，还是针
对用户“弱点”为攫取利润机
关算尽，决定权不在技术，而
在掌握并使用技术的人手中。
在某种意义上，大数据技术的
商业化应用，对商家意味着更
为深刻的商业伦理考验。

众所周知，观察一个人的购
物、出行、交际等，其消费偏好、
行为习惯乃至性格特征显露无
遗。而今，以大数据技术为媒，用
户变得越发“透明”，甚至有人发
出“商家比我更了解我”的感叹。

“透明化”让商家更容易掌握用
户的需求，同时也更易觉察消费
者的“命门”所在。在传统买卖形
式下，年龄是判断一个人“好欺
负”与否的重要特征，所以奸商
往往对童叟下手，而在新消费背
景下，每一个“透明”的消费者都
成了潜在的“童叟”。

当消费者变得“好欺负”，
对经营者而言，其良心或者说商
业伦理也就迎来了严峻考验。

“大数据杀熟”恰恰反映了平台
或商家的道德沦陷，不把全部心

思放在精准满足消费者需求上，
而是“充分利用”其弱点攫取最
大利润。比如面向“价格不敏感
者”显示特殊高价，或是在优惠
政策上歧视已养成消费习惯的
老用户，这都是典型的“弱点导
向”。

两千多年前，孟子抨击过
“率兽食人”，如今的“率数据
欺人”面临同样的道德拷问。
在“大数据杀熟”的背后，经营
者是把“算计”融入算法，以营
销手段的名义来美化价格歧
视。如果所谓的“差别化营销”
合情合理，人们还有何理由反
对把市场价几十元的保健品
以几百元卖给老年人的“精准
营销”？网络主播怂恿“爱己成
瘾”的少年不断打赏，不也是

顺理成章吗？尽管手段未必完
全相同，但抛弃公平、“看人下
碟”的思路是一致的。

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
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无视商
业伦理者终会遭到反噬。哪怕
从最功利的角度来看，在商
业史上，哪一家是靠“杀熟”
而基业常青，又有谁是靠“欺
负童叟”活力永驻？掌握大数
据的商家，确实可以在特定
的交易场景里搞“一锤子买
卖”，但回头看看那些把“一
锤子买卖”当秘方的景区，如
今是怎样的惨淡？至于那些
揪住消费习惯不放，在价格
政策上大搞“喜新厌旧”的经
营者，无不千方百计地维护垄
断地位，哪有底气面对真正的

竞争考验？
守住“童叟无欺”的底线，

利用技术条件树立新的高标
准，这才是长远之计。按照理
想的状态，既然大数据有能力
在精准满足用户需求上大放
异彩，技术拥有者的自我要求
也该水涨船高。能力越大责任
越大，建立在新技术之上的自
我谋利能力，同样也是改善消
费环境、打造经济新动能的能
力，说白了就是奉献社会的能
力。于是，经营策略选择的问
题又回到了价值追求的原点，
无论技术怎么发展，商业行为
总不该脱离商业道德的约束，
但愿那些走在“杀熟”老路上
的大数据技术拥有者，能真正
认识到这一点。

用“算计”做算法，终误商家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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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要会“抢人”，更要会用人

□吴学安

连日来，陕西西安户籍新
政不断升级，引发全国关注。3
月22日，西安公安推出“面向全
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
份证可在线落户大西安”的新
举措。据了解，这是西安户籍新
政实施以来的第4次升级，仅
2018年3月23日宣布当日，西安
共迁入落户人口8050人，突破
此前最高纪录。

得人才者得天下。如果说
人才的竞争表面上是城市竞争

力的竞争，那么，其本质则是人
才制度、营商环境、产业链和城
市综合环境的竞争。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吸引来人才，并留得
住人才，让人才围绕产业转圈
子，最终形成人才+战略，提升
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

随着经济增长极从东部沿
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大量二线
城市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
更美好的发展前景。这些城市的
发展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依赖
大量的资源要素投入，必须转向
依靠创新驱动。今年有795万大
学生步入社会，创历史新高。为
争夺人才，近几个月来，长沙、成
都、武汉等众多主流二线城市纷

纷抛出“送房子”“送户口”“送
钱”等措施，上演“抢人大战”。从
某种意义上说，二线城市采取各
种优惠政策吸引人才，是重视创
新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当前发
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对于部分二线城市“大血
本”招揽人才的做法，大可不必
质疑，也不能简单将之归纳为

“急功近利”。事实上，这些举措
恰恰说明二线城市已经清醒认
识到，人才对推动城市创新发
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北、上、
广、深”等一线城市对人才有着
天然的吸引力，二线城市的吸
引力则相对弱一些，因此必须
在吸引人才的问题上“主动出

击”。这次二线城市“抢人”祭出
“大手笔”，也是基于城市需要
做出的战略性调整。二线城市
想长远地吸引人才，除了短时
间解决生存之痛，如高房价的
问题、创业资金的问题，最终取
决于这些创业或者项目能不能
真正地在这个城市开花结果。

城市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人
才的竞争。二线城市主动向大
学毕业生等高端人才伸出橄榄
枝，各种为“留住人才”而舍得下
血本的政策纷纷亮相，也是顺理
成章的事。一线城市收紧人口流
入，二线城市必然成为许多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首选城市，这在客
观上给二线城市吸引大学生落

户提供了有利机遇。对于二线
城市而言，通过出台优惠政策，
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城市
对高校毕业生的吸引力。

也应看到，二线城市出台优
惠措施，只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
不是充分条件，市场导向才是根
本。“抢人”的优惠措施应来自于
合理定位的目标市场，并回归于
本地及其辐射的市场。只有遵循
这一原则，“抢”来的人才有所
安、有所居、有所乐、有所业，这
样才能真正服务城市的经济社
会发展，使人才红利得到最大
限度释放。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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