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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实物红包”腾讯再战社交电商

资本心态

资本“追逐”大模型 未来或将大浪淘沙

“实物红包”灰度测试

社交基因结合电商

未来如何

微信对“送礼物”功能进行

灰度测试后，首先嗅到风向的是

券商、基金公司，毕竟资本市场

看中的是微信电商的发展预

期。如今，主流的几大电商平台

都有各自的定位和特色“名片”，

例如淘宝的“新奇特”、京东的

3C家电和自营、拼多多的低价、

抖音和快手的直播带货，当用户

有不同购物需求的时候，就会前

往不同的电商平台进行消费。

视频号的快速发展，让微信电商

有了新的希望，然而微信电商还

缺乏和其他电商平台明显差异

化的定位和特色。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

者，以及一些在大型消费品牌工

作的员工，发现大部分人很少在

微信里面购物。

微信想要打响社交电商的

名片，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切入

真实的社交场景中。有赞CEO

白鸦表示，微信的“送礼物”功能

是将电商交易和社交有机结合

的一个功能。

“社交领域有很强的送礼

需求，包括员工福利、给客户和

合作伙伴的节日礼物、逢年过

节时给家人亲戚朋友送东西

等。以前还需要找他们要联系

方式、地址，现在直接通过微信

线上就能送礼物，方便了很多。”

夏恒认为，“送礼物”功能里面也

有裂变逻辑，当年微信红包曾经

以裂变的形式在春节期间快速

推广，在这波送礼高

峰期，微信“送礼物”

功能可能也会以用

户自发裂变的方式

推广。

今年8月，微信

正式支持商家将视频号小店升

级成微信小店，微信小店完全集

成到微信生态中，享受来自社交

（如单聊、群聊、朋友圈）、公众

号、微信搜一搜、视频号等多个

渠道的流量支持。

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这意味着微信小店未来将承载

整个微信生态所有场景的电商

基础功能，不再只关注视频号本

身。微信小店也有希望吸引更

多的商家入驻。

但吸引商家在微信生态中

开一个微信小店，并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情。首先，微信在十多

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已经生

长出很多电商，例如小程序电

商、微商、团购等。其次，白鸦

指出，新开渠道对于商家经营

来说，需要新搭建一个团队、考

虑新的渠道商品的上下架、优

惠折扣的设置、订单的打单及物

流售后等一系列问题。在没有

明显市场预期的时候，商家对于

新开一个销售渠道需要很长的

考虑时间。

例如百丽、欧迪芬等大型品

牌，在微信生态的电商除了微

信小店，还有已经存在多年的

小程序电商，百丽视频号下挂

的官方店铺其实是品牌已经运

营多年的小程序电商，而不是微

信小店。

还需注意的是，此次微信上

线的实物红包其实只包括微信

小店这一个渠道。龚海瀚分析

指出，微信可能想将实物红包功

能做成微信小店独有的能力，将

之前微信生态存量的小程序电

商交易、微商交易，通过这个功

能逐渐引导商家将微信小店作

为承接，从而让微信小店真正成

为整个微信电商的交易枢纽，提

升用户体验。

提到为什么使用“引导”一

词，龚海瀚说道：“微信小店的很

多能力相对其他发展迭代多年

的电商平台，还比较简单。虽然

该有的功能都有，但各项功能都

有很多需要优化的地方。”

微信这一波“送礼物”功能

上线后，明显吸引了很多商家

入驻微信小店。近日，记者以

“咖啡”“羽绒服”“湿巾”“手机”

“洗地机”等作为关键词搜索微

信小店，发现都有不少新店开

张，其中还包括瑞幸咖啡、酷

派、海尔、纽曼、松下等知名品

牌。龚海瀚告诉记者：“微信小

店送礼物功能在上线之后，很

多商家连夜开会，根据自己的

受众群体去储备各自适合送礼

的产品。”

在业内人士分析看来，微信

小店送礼物在春节前后或许是

快速裂变期，之后逐渐在用户心

目中形成送礼物的场景。“未来

在微信里面给闺蜜点奶茶、给家

人买蛋糕，可能都会变成日常消

费。随着大家使用的次数逐渐

提高，也能逐渐把微信小店的产

品丰富度和质量带起来。”夏恒

对记者畅想道。

但在消费者端的裂变情况，

将是微信实物红包面临的更大

的考验。

龚海瀚认为，首先，送礼物

功能还是1.0版本的产品，没有

那么神乎其神。另外，实物红包

相比之前的货币红包来说，爆发

性完全属于两个量级。

目前微信“送礼物”功能还

只是在部分用户中进行灰度测

试，是否会在春节期间正式开放

还不得而知。从目前实物红包

的使用链路来看，微信也还没有

把它放在聊天页面，比如在现有

红包按钮旁边新增一个按钮。

“虽然实物红包的使用频次没有

货币红包那么高，但若真的向所

有微信用户全量放开，引发的规

模还是可以期待的。”但龚海瀚

同时认为，实物红包全量放开后

涉及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微信

货币红包当年全面向市场放开，

虽然会有大规模并发数据的问

题发生，但增加一些服务器就能

解决问题。而实物红包背后涉

及很多的供应链能力，包括商品

供给、监管、物流、客服等，这些

不是简单增加服务器就能解决

的问题。

国内AI大模型赛道竞争日益

激烈，首当其冲的仍是“价格战”。

12月18日，在火山引擎Force大会

上，字节跳动正式发布豆包视觉理

解模型，同时公布其售价为千 to-

kens 输入 0.003 元，比行业平均价

格便宜85％，相当于1元就可处理

284张720P的图片。这意味着，字

节跳动在多模态大模型上，再次采

用了其通用大模型的大幅降价的

传统打法。此前，豆包大模型于今

年5月大幅降价，引来阿里巴巴、百

度等多家厂商的跟进降价。

大模型公司未来的发展具有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特点，从技术

发展方面来看，多模态融合将成

为趋势，使模型能够处理图像、语

音、文本等多种数据，更接近人类

的认知方式，拓展应用场景。大

小模型协同发展，大模型提供基

础能力，小模型针对特定任务进

行优化，结合两者优势，满足不同

应用场景的需求。

从应用拓展方面来看，垂类应

用将不断涌现，大模型将在医疗、

金融、教育、工业等行业深入应用，

为各行业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提

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消费级应用

前景广阔，如智能助手、内容创作、

游戏等领域，将为用户带来更智

能、个性化的体验，提升用户生活

和工作效率。与其他技术融合加

深，大模型与物联网、区块链、量子

计算等技术结合，创造出更多创新

应用和商业模式。

从市场竞争角度来看，科技巨

头凭借技术、数据、人才和资金等

优势，在大模型领域占据领先地

位，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更强

大的模型和应用，拓展市场份额。

创新型中小企业则需通过技术创

新、差异化竞争、合作联盟等方式，

在细分领域或特定应用场景中寻

求突破，与巨头企业形成互补和协

同发展。

与此同时，大模型的发展也面

临挑战与风险。数据隐私和安全

问题亟待解决，大模型训练和应用

涉及海量数据，数据泄露、滥用等

风险可能导致用户隐私受损和企

业声誉下降，需加强数据管理和安

全防护措施。伦理和社会问题引

发关注，如模型生成的虚假信息、

偏见和歧视等，可能对社会造成负

面影响，需要建立相应的伦理准则

和监管机制，引导大模型的健康发

展。盈利压力较大，大模型研发和

运营成本高昂，而商业化落地需要

时间和市场培育，企业面临较大的

盈利压力，需在技术创新和商业变

现之间找到平衡。

马继鹏认为，从未来的发展来

看，已经跑出来的大模型公司，前

景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就是，

经过近三年的发展，不管是在技术

上还是在市场规模上都积累了巨

大的优势。

“但是整个行业也有一种趋

势，就是大模型应用类公司可能会

更多在某一个细分领域去深耕，通

用大模型这个赛道，因为它需要的

不管是资金还是数据和技术实力，

可能要求更高。所以，通用大模型

公司，未来可能只会剩下几家。”马

继鹏说。

本报记者 李静 北京报道

从12月19日开始，夏恒变得

非常忙，每天都被安排多场线上

咨询会议，多的时候一天被安排

十来场，而且被咨询的还都是同

一件事——近期微信“灰度”上线

的“送礼物”功能，也被叫作“实物

红包”。

夏恒是微信视频号头部服务

商——第一时间的创始人，比较

了解微信生态的变化。在多个咨

询电话的间隙，夏恒抽出时间接

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采访。

“这一波的咨询需求中，除了

电商商家之外，还有一些券商分

析师和基金经理，他们非常想知

道微信这个功能的应用前景，及

其对微信生态的影响。”夏恒对记

者说道。资本是嗅觉最敏感的，

也是市场风起时能赚到第一波钱

的那部分人。

12月19日和20日，在港股市

场，微信电商服务商微盟集团

（02013.HK）和 有 赞（08083.HK）

股价都获得了不错的涨幅，其中

微盟集团股价连续两天的涨幅

分别达到 35.76%和 25.37%。在

A 股市场，微信小店概念股也

是大涨，12 月 19 日，凯淳股份

（301001.SZ）、天地在线（002993.

SZ）、元隆雅图（002878.SZ）等个

股涨停，三只松鼠（300783.SZ）、

星徽股份（300464.SZ）等公司的

股价也出现了大涨。

2014年春节，微信以社交“红

包”的形式奇袭先跑十年的支付

宝。即将到来的蛇年春节，微信

是否会在春节前夕面向全社会

全量放开实物红包？这次的实

物红包又能否帮微信小店真正

打响“社交电商”战役，让腾讯在

其“屡战屡败”的电商领域一举

翻身？

微信对实物红包的保密措施

做得非常严密。

12月18日当天夜晚，微信“送

礼物”功能突然上线，开始了灰度

测试（灰度测试即面向部分普通用

户开放使用，只有被灰度涵盖到的

用户才能使用该项功能）。

当晚，微信营销科技平台百

准公司 CEO 龚海瀚就和很多微

信服务商同行互相发微信实物

红包。“从送礼物到收礼物整个

过程都很流畅。”龚海瀚对记者

说道。

传统微信红包在聊天页面

进行发送，实物红包则是送礼一

方在微信小店选择好某一商品

后，在该商品的首页点击“送给

朋友”，然后拉起含有商品款式

和金额的选品页面，完成支付

后可以将心意卡片送给选中的

好友。

从外观上来看，微信里面的

普通红包使用的是红色的封皮，

送礼物的实物红包则采用蓝色封

皮。收礼物的一方，在微信聊天

页面点击蓝色红包，填写收货地

址并点击“收下礼物”就完成了线

上收礼物的过程。实物商品将由

微信小店商家通过物流的方式寄

送到收货地址。

记者观察到，在微信小店

中，商品首页的位置显示着该商

品是否“支持送礼物”。12 月 20

日，记者随机点开十几个不同店

铺的不同商品，发现大部分微信

小店的商品都开通了“支付送礼

物”的功能，开通的商家既包括

百丽、中信书店、麻六记、欧迪

芬、九牧王等品牌，也有很多中

小微商家。

记者从腾讯方面获得的微

信小店“送礼物”指南显示，该

指南在 12 月 17 日发布，目前仅

珠宝首饰、教育培训及其他两

个一级类目的商品不支持“送

礼物”/功能，“送礼物”的商品

款式原价不得高于 1 万元。并

且，目前仅支持店铺层面关闭

“送礼物”功能。

其实，此前一些微信电商服

务商已经开发过类似“送礼物”的

功能，但在体验上肯定不如微信

官方此次推出的这么顺滑，而且

也没有官方的背书和担保。

本报记者 李昆昆 李正豪

北京报道

临近年末，AI 大模型领

域掀起新一轮融资竞赛。12

月 23 日，阶跃星辰宣布完成

数亿美元 B 轮融资；12 月 17

日，智谱AI获得新一轮30亿

元融资；更早之前的 12 月 11

日，面壁智能亦宣布完成新

一轮数亿元融资。

《中国经营报》记者不完

全统计得知，整个2024年，国

内头部大模型公司都有至少

一轮融资，其中智谱 AI 在 3

月、6月、9月、12月都有数亿

元规模的融资消息宣布；月

之暗面在 2 月完成 10 亿美

元，8 月完成 3 亿美元融资；

MinMax、百川智能、零一万物

也分别在3月、7月、8月宣布

过规模较庞大的融资消息。

北京岁月桔子科技有限

公司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

中国AI领域融资金额已经超

过821亿元，远超2023年全年

的 636.76 亿元。这正如清科

集团创始人倪正东近日在“中

国股权投资年度大会”感慨

的，“这是行业难得热闹的一

幕，一笔笔大模型、具身智能

火爆融资相继诞生，是今年

一级市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景象之一”。

资深财经专栏作者马继鹏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觉得这

些公司现在获得如此多的融资，有

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经过前

两年的发展，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

优势。比如月之暗面、百川智能这

样的公司，他们在所属领域的竞争

优势已经非常凸显，资本投资的时

候觉得更有把握一些。”

多位投资人向记者表示，目前

资本对大模型初创公司的态度呈

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既有积极投

资的一面，也有谨慎考量的一面。

积极投资的原因有，行业发展

潜力巨大。大模型被认为是未来

AI的底座，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

有望对众多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

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如阿里巴

巴认为AI作为突破性用户体验和

商业模式的驱动力，将带来巨大

的机遇，所以积极投资大模型初

创公司。

同时，巨头们正寻找潜力股来

分散风险。在“百模大战”的背景

下，头部厂商和投资机构难以确

定最终的获胜者，因此通过投资

多个有潜力的初创公司，分散投

资风险，增加找到未来行业领军

者的机会。

巨头还 看 重 差 异 化 产 品 和

能力。一些初创公司拥有独特

的技术、算法或应用场景，例如

月之暗面的 Kimi 聊天机器人有

强大的长文本处理能力，吸引了

资本的关注。

此外，还有产业链协同需求：

互联网大厂这些投资方投资大模

型初创公司，不仅能获得潜在的投

资回报，还能在算力、算法、云平台

服务等方面与自身业务形成协同，

拓展业务生态。

而投资趋于谨慎的原因有：首

先是竞争激烈，资源向头部集中。

大模型行业竞争激烈，随着发展逐

渐呈现头部聚拢趋势，大量资金和

资源向少数领先的初创公司和大

型企业集中，其他初创公司获得投

资的难度增加。如阿里巴巴、腾讯

等巨头参投了月之暗面、智谱AI等

多家估值超10亿美元的AI企业。

其次，烧钱严重，盈利困难。

大模型的研发和运营需要巨额资

金投入，用于购买算力、吸引人才

等，而目前大多数初创公司尚未找

到成熟的商业化模式，实现盈利还

面临诸多挑战，让资本在投资时更

加谨慎。如OpenAI今年或面临高

达5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再次，技术迭代风险高。大模

型技术发展迅速，需要初创公司不

断进行技术创新和迭代，以保持竞

争力。如果公司不能及时跟上技术

发展的步伐，可能很快就会被市场

淘汰，这也增加了资本投资的风险。

最后，应用落地也存在难题。

尽管大模型在理论上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但实际应用落地还面临诸

多问题，如数据隐私、伦理道德、与

现有系统的兼容性等，这些问题也

会影响资本对初创公司的信心。

此前一些微信电商服务商已经开发过类似“送礼物”的功能，但

在体验上肯定不如微信官方此次推出的这么顺滑，而且也没有

官方的背书和担保。

当年微信红包曾经以裂变的形式在春节期间快速推广，在这波送礼高峰期，微信“送礼物”功

能可能也会以用户自发裂变的方式推广。

腾讯发力电商的
重要时刻

2013年，

微信支付上线，成为其

走向商业化的起点。

2014年春节，

微信以社交“红包”的形式

奇袭先跑十年的支付宝。

2014年5月，

“微信小店”功能正式上

线，基于微信支付、通过公

众号销售商品，可实现商

品上架、订单管理、售后服

务等电商购物基础功能。

2017年1月，

微信小程序上线，小程

序功能上线前几年，激

活的是大量线下生活

服务、零售业态的创业

和运营热情。

2020年1月21日，

微信视频号正式上线。

7月，微信视频小店（商品

橱窗）正式上线，成为微信

正式走向直播带货的标志。

2024年8月，

微信将微信小商店、视频号小

店等整合升级为“微信小店”，

宣布接入微信全域流量。

9月，

微信为招揽商家入驻再次

降低门槛，对于微信视频号

的电商化运营战略也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24年12月18日

当天夜晚，微信“送礼

物”功能突然上线，开

始了灰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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