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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引发了天量的关
注。其中一个非常显眼的次生现象就是，许许多多的景
区开始蹭起了游戏的热度。

比如，山西省文旅厅邀请《黑神话：悟空》首批通关
者免费体验“跟着悟空游山西”主题线路。山西省文旅
厅称，来山西后赏古建品美食，“费用我们全包了”；江苏
连云港市花果山风景区管理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
息称，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通关玩家可免费游玩花
果山风景区。也有“蹭”得比较生硬的，比如襄阳文旅发
布了黑神话悟空外传《黑神话：襄阳》，欢迎各位“天命
人”在西行的路上也来襄阳看看。

之所以可以蹭上热点，是因为游戏确实是实地取
景。根据相关资料，《黑神话：悟空》游戏中的场景取自
全国各省市 36 个景区景点，其中包括四川的安岳茗山
寺、重庆的大足石刻、杭州的灵隐寺、丽水的时思寺等。
而在游戏发售后，确实也有很多景区迅速出来“相认”，
希望借一波热度。

但人们无法忽视的一点是，现今景区的出圈，很多
时候要依靠一个文化产品，而不是反过来——比如人们
很少看到一个或某个影视剧或游戏会在宣发时说，因为

“取景了某处”，所以“一定要看”，取景地很难天然地带
来市场号召力。

景区不过是故事的背景，这个背景有多少价值、底
蕴，某种程度上是由这个故事来定义的。而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文化生产和经济创造，就是那些
影视剧或是游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总是景区
在蹭热点，因为景区的价值是被这些文化产品所塑造的
——“我是XX的取景地”，也让景区拥有了价值。

这大概就是现代版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也从
侧面说明文化、流行的定义，终究是靠一种文化的、技术
的创造，而不是“老天赏饭吃”。

所以，从这些景区蹭热点的路径，人们或许能看出
关于文化乃至经济价值的一些真相——人的创造，才是
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从网络上看，似乎有些网民对这样的行为不以为
然。其实也无足深怪，毕竟很多景区无法天生地产生足
够的流量，那么找一个“故事”加持，就是最便利和合理
的方式了。这其实是好事，也是提醒我们，永远要尊重
人的创造力，尊重一个商业产品无可取代的价值。

来源：光明网

景区蹭起游戏的热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销量100多万件的商品只有几百条评论，这正常
吗？”网友小安打算网购一台电子体重秤，在检索页面选
择“按销量”排序，并在排序靠前的链接中选中一款“销
量100万+”的体重秤，该商品却只有104条评价。

网购时，不少网友都习惯通过查看店铺的信誉度、
评分、商品成交量以及其他网友的评价来判断商品的好
坏，进而决定是否购买。因此，在一些网购平台，一些商
家为了获利，热衷请“水军”刷好评、刷销量。他们有的
虚假发货伪造销量；有的通过返现诱导带图好评；还有
的找专门改数据的人直接改销量。这样的行为，看似刷
出了好看的数据，却只是虚假的繁荣，最终害人害己。

对于消费者来说，网购本是信任经济，可刷出来的
失真数据，导致评价系统失灵，让消费者面对看不见摸
不着的商品失去了判断依据。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
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等合法权益，也破坏了公
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最终伤害的是网络消费的健康生
态。

对于商家来说，表面上一飞冲天的数据，实际上并
不代表真正的市场需求。如果沉迷于数据游戏中，商家
可能会对市场判断失准，无法进行准确的库存管理和市
场预测，最终可能因库存积压和市场策略失误而遭受经
济损失。更严重的是，电商平台对于刷单等违规行为有
着明确的惩罚措施。一旦被平台监测到异常数据，商家
的店铺不仅会受到处罚，严重的话还会面临商品下架、
封店的风险。而且，当下关于电商数据造假的法律规定
已经比较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网络交
易监督管理办法》都明确规定不得虚构交易量，情节严
重的，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诈骗罪等。

信息化时代，数据不仅是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参考，
也是商家决策的重要依据。与其沉迷“数据游戏”，商家
不如建立起长远的市场眼光，重视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和
购买体验，如此才能真正赢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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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数据刷掉的是信誉

近期，购房“零首付”重出江湖。在一些社交平台，
多个城市的房地产中介以购房者的口吻，发布“零首付
拿下人生第一套房”等帖子来吸引流量。多地政府发
布警示文件，提醒购房者理性看待“零首付”政策，购房
者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以更低门槛、更小成本买房，购房者当然乐见，但
一个基本前提是，相关操作必须合法合规，不能给购房
者“挖坑”，侵害其合法正当权益。可现在的情况是，市
面上的“零首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很难真正让人
放心，且存在各种风险与隐患。

首先当明确，今年5月发布的《关于调整个人住房
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的通知》规定，对于贷款购买
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15%。首付最低1.5成，
这是已经划好的红线，而“零首付”无论具体是什么形
式，都突破了这个红线，涉嫌违规。

再来看“零首付”的具体操作。一种是首付由开发
商或者房屋中介机构先垫付，后期再由购房者在规定
时间内补齐首付。如此的“零首付”更多是一种噱头，
只是为了提前圈住购房者罢了，而且背后的操作存在
违规风险。

另一种是“高评高贷”。简单说就是，一套房子的
合同网签价格要高于实际价格，按照网签价去申请银
行贷款，而网签价高于实际价格的部分，开发商或者房
屋中介机构会返现给购房者，购房者就可以拿这笔钱
付首付。这看起来是购房者“零门槛”购房，但实际上
这笔钱是被开发商做高价格后去银行套取的额外贷
款，对购房者而言，房价被做高后，房贷也高了。不仅
如此，还涉嫌“阴阳合同”“骗贷”等违规操作。

无论是哪一种“零首付”，由于本身就可能游离于
法律之外，必然导致不确定性和不可持续性，购房者的
正当权益自然也很难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这里要给
广大购房者提个醒，买房莫被所谓的“红利”冲昏了头
脑，错把“陷阱”当“馅饼”，上述这些操作实则是羊毛出
在羊身上，结果恐怕不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可能

“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于“零首付”，多地政府已发文警示风险，继而相

关部门需要强化监管，严肃处理违规行为，让购房者在
改善市场预期、增强购房意愿的市场背景下，可以放心
购房，推动房地产有序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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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首付”重出江湖 莫把陷阱当馅饼

观点
扫描

毕竟很多景区无

法天生地产生足够的

流量，那么找一个“故

事”加持，就是最便利

和合理的方式了。这

其实是好事，也是提

醒我们，永远要尊重

人的创造力，尊重一

个商业产品无可取代

的价值。

与其沉迷“数

据游戏”，商家不如

建立起长远的市场

眼光，重视消费者

的实际需求和购买

体验，如此才能真

正赢得市场。

这里要给广大购

房者提个醒，买房莫被

所谓的“红利”冲昏了

头脑，错把“陷阱”当

“馅饼”，上述这些操作

实则是羊毛出在羊身

上，结果恐怕不只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还

可能“赔了夫人又折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