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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两年前有个很火的词，叫“渠道下沉”，大概就是标了一个风向标，说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
才是未来互联网的的必争之地。这个词是随着快手的崛起火起来的，而快手也确实是近年来能看到的
道下沉做得最好的app。

这个概念挺让我感到兴奋，因为“渠道下沉”，互联网便不再是大城市的小年轻们的专属特权，它不
是几款古怪刁钻的游戏，新奇可爱的社交软件，年轻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说着旁人听不懂的话语。智
手机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互联网从而真的可以走进更远更大的世界，实实在在地从衣食住行开始，
点一滴地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但是，当今年春节我回到自己的家乡资阳市，再跟父母一起回到当年自己出生的小县城安岳县的时候
却发现互联网并没有如我想象中的那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滴滴、饿了么、美团
但打开率和使用率都不高。我不禁思考，在往下渗透的过程中，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这里结合我春
回家的感受的经历谈一点思考。

一、对于三四线城市的人群来说，什么是真正的新体验？

以下是从极光大数据的报告中截下来的一张图：

可以看到一线、新一线城市的用户与二三四线的用户的app偏好是趋同的，对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
说，主要就是出行、电商、外卖等O2O的app，而二三四线城市都最爱《王者荣耀》，五线及以下城
最爱快手，二三四五线城市用户都喜欢《开心消消乐》，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我也在过年回家与亲朋好
的交流中得到了印证，家里的叔叔阿姨，几乎人手一个开心消消乐。当然，今年过年回家和小侄女在
桌上一起玩微信小程序“跳一跳”似乎也成为了一个新颖的习俗。这个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当下中
的一个现状：

一二线城市的用户手机里装满了滴滴、京东、ofo、摩拜、饿了么这样的软件，承受着高额房贷压力
都市青年们还在疲于奔命、努力工作，生怕被轰然向前的时代巨轮碾压粉碎，自己一不留神就成了高
高压下的残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成了刚需。在低线城市生活的人，生活较
规律，时间也不像大城市的人那么紧张和碎片化，像滴滴、京东这些看似能帮他们节省时间的app显
相对不那么重要，那么大把的时间用来干嘛呢？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当地的饭馆酒馆麻将馆出门走
步就能找到，自然也不需要大众点评这样的软件帮他们做信息分发。三四线城市的用户在互联网的世
里日复一日地开黑，玩开心消消乐，刷快手视频。他们需要的，恰恰不是省时间，而是消磨时间
生活压力巨大的一二线城市的人群需要用互联网改善物质世界、降低生活成本，生活压力不那么大的
四线城市的人却更需要互联网填充精神世界。三四线城市的人生活压力并不那么大，主要由于当地房
比较低，而且年轻人只要成家立业基本都可以从父母那里获得一些房产的资助，对他们来说买房买车
压力几乎是不存在的，由此我想到了同组小伙伴吴小龙同学在四川调研低线城市报告中的一句描述——
入低但是消费高。事实也确实如此，我的家乡人均月收入大概就三四千左右，比在北京工作要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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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常消费水平却并不算低，商场里面的毛呢大衣一样的是2000块钱一件，咖啡还是40块钱一杯
出去吃顿火锅，也是人均50~100的花费。关键在于这里生活的人们基本不用考虑买房买车的问题（
有实在买不起的，那就不买，跟爸妈一起住），所以即使每个月只有三四千块，还是能想吃火锅就吃
锅，想打麻将就打麻将的。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只有在解决生存问题以后才会开始思考精神层面的问题。所以，有个
似讽刺的事实是：收入上万的一二线的大多数人还在生存线上挣扎着，而收入3000的三四线城市人群
于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他们更需要面对的，是随之而来的精神世界的荒芜与空虚。所以，O2O的大
随着移动支付、地图技术的发展，在大城市中应运而生，起来得轰轰烈烈，来到三四线城市，却没有
起过多的浪花，而快手、王者荣耀、开心消消乐，包括今日头条这样的产品，却迅速攻城略地，占领
市场。

我觉得开心消消乐这个名字真的起得好，“开心”二字尤其传神，就像我姨妈、小姑、大表姐常常喜
跟我念叨的那样：“大家都是普通人，过着普通人的日子，最重要的是开心！“ 对他们来说，几个亿
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相对平淡的生活中去增添更多的欢乐与趣味。这也可以解释近年来中
电影票房节节高，KTV爆火的现象，生存问题解决了， 精神食粮就要搞起来嘛！当然，还有另一个原
，由于三四线城市人群的受教育水平等系列因素的限制，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相对简单的，他们很难去
思“开心最重要”的开心具体指代哪种开心，更不会像我这种哲学背景出身的人去思考幸福本身的含
及其可能性，所以他们对于精神食粮的口味偏好较为容易预测，也能够批量化地制造出一批符合他们
要的娱乐产品。开心消消乐在五线城市比王者荣耀更受欢迎就能反映出这一点，作为一款敏捷类游戏
开心消消乐显然比王者荣耀更为简单容易上手，也就更能获得低线城市人民的青睐。对他们来说，开
、快乐更多的是一种简单的刺激反应，在快手上看主播逗乐，玩一盘开心消消乐享受成就感的喜悦，
就是开心。针对这样的需求去做产品，是相对容易且可量产的。在我的认知里，娱乐产业可以存在，
至将会是未来世界的大方向，但是文化产业、艺术产业这样的词汇却值得怀疑。因为就本质而言，每
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的精神世界也是深不可测且无特定规律可循的，人性本身是开放的，所以真
的艺术品是独特的不可量产，不可量产的东西如何成为产业，是我目前还未理解的课题。所以，不是
在一二线城市生活的人没有精神需求，只是一方面这些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生活问题而不是精神问
，另一方面，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精神世界相对丰富、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群来说，他们的精神
求，很难以产品化的方式解决。

总之，这次春节回家给我的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对三四线城市人群来说，精神上、感官上的刺激是更
价值的新体验，而所谓的通过线上到线下的连接，无论是外卖还是打车，对他们来说新旧差异并不明
。

也就是说，就需求而言，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人是存在本质差异的，不是说O2O在三四线城市
一定做不起来，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原文链接：为什么 O2O 在三四线发展困难？

https://ld246.com/article/1520513704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