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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钟薛高推出的一款66元
一支的雪糕，搅起了网友对雪糕市
场的关注。业内人士指出，雪糕之
所以被卖出高价，是因为运营费
用、品牌价值等因素，“网红”产品
更是被赋予了社交属性等附加价
值。不过，雪糕高端定价的发展逻
辑难以持续，企业的业绩增长可能
会面临瓶颈期。

这一届的“网红”产品，或许看
起来很低调。走进便利店，顺手拿
起一支雪糕，可能到结账时，你才
会发现，原来是一支“糕贵”的“网
红”。而在社交平台上，“网红”们
是高调的，测评分享、软文营销、直
播带货，营销方式花样迭出，不经
意间就能让你“种上草”。

端午节后，“网红”雪糕品牌钟
薛高已经多次冲上微博热搜。有
消费者质疑，66元一支的雪糕，是

“真糕贵”还是“割韭菜”？
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雪糕的

生产成本不高、制作工艺也不复
杂，但“网红”产品被赋予了社交属
性、情感属性等附加价值，存在运
营费用、品牌价值等因素。

不过，在成为“网红”产品后，
企业更应该充分维护和巩固自身
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以维护和
维持品牌持续引流和变现的能力，
最终实现可持续的品牌商业价
值。

一支“网红”雪糕的诞生

一支在 2018年“双 11”期间推
出的雪糕，在 2021年的初夏，引起
了网友对雪糕市场的关注。

有消费者表示，钟薛高特牛
乳、丝绒可可等日常款的雪糕价
格，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同类产品。

“66元一支更是超出了认知，不知
道谁会买单。”

对于钟薛高的口味，消费者的
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
2018年才创立的钟薛高，在社交平
台拉满了热度、刷足了存在感，成
功从雪糕界突围，打上了“网红”的
标签。

在成为“网红”的道路上，钟薛
高打出了组合拳，包括定位中式雪
糕，造型借鉴中式屋檐瓦片；借助
互联网的流量优势，在年轻人聚集
的社交平台疯狂“种草”；不定期推
出“跨界联名”“快闪打卡”玩法等。

在流量、热度的加持下，新奇
有趣的“网红”食品俘获了不少年
轻消费者的胃与心。随之，食品安
全、虚假宣传、过度营销等问题也
浮出水面。

4月 10日，元气森林因其乳茶
产品在标识和宣传中未说明“0糖”
和“0蔗糖”的区别而引发误解，向
消费者致歉。另一款“网红”茶饮
品牌蜜雪冰城也被媒体爆出存在
食品安全问题。

6月 17日，钟薛高也发布了道
歉信，称“创业初期的两次行政处
罚如同警钟”。据公开资料显示，
钟薛高曾因虚假广告，在2019年两
次被监管部门处罚。处罚书显示，
一款产品称含有所谓的“特级红
提”，检验报告中显示该红葡萄干
规格等级为散装；另一款产品宣称

“不加一滴水”，经核实，配料表中
含有饮用水成分。

“真糕贵”还是“卖糕贵”

6月 22日，记者在多个电商平
台搜索发现，在售的钟薛高产品价
格多在 13元至 25元不等。那么，
一支雪糕的生产成本究竟是多少？

据分析，雪糕原料多以牛乳、
巧克力、糖、奶油为主，原料因品质
等原因存在成本差异，但总体不会
太大。高端雪糕的生产成本约为
三四元，一些“网红”产品的成本约
为五六元。

有业内人士指出，雪糕之所以
被卖出高价，是因为存在运营费用
等成本，“网红”产品更是被赋予了
社交属性等附加价值。

“商品的实际定价很大程度上
与市场需求和企业营销策略有关，
与生产成本没有直接的关系。”中
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乳业分析师宋亮也赞成这一

观点。他指出，以66元的雪糕产品
为例，产品已经超出了日常消费品
的范畴，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市场
关注，吸引追求潮流、好奇心重、经
济独立能力强的消费者的注意。

“有买有卖，双方遵循自愿的
原则，这从商品定价的策略来说无
可厚非。”宋亮表示，“网红”雪糕在
定价上没有价格操控以及其他违
规行为，并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
规。

“消费‘网红’产品，是在为自
己得到的内心满足和效用评价买
单，也是为迎合自身需求的创新创
意和潮流在买单。”柏文喜指出，企
业一般根据商品定价来筛选客户
群，进行营销活动，价格本身就是
在供需博弈与平衡中形成的。

“现在一杯像样儿的奶茶也要
20元，同等价位的雪糕，我可以接
受。”在北京工作的付先生对记者
说，在刚接触钟薛高时，经常每天
吃两支。作为“铁粉”，有段时间，
他还收集了刻有文字的雪糕棒签。

“网红”之后，如何“长红”

相较于线上的热销，“网红”雪
糕在线下并没有呈现出同样的火
爆。

一项针对 93名零售店主进行
的问卷调查显示，只有 33%的夫妻
零售小店采购过“网红”雪糕。不

少店主反馈说，冷链配送成本导致
采购费用偏高，担心“网红”产品销
售较慢。

有季节性消费特征的雪糕，从
“网红”到“长红”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在钟薛高创始人林盛看来，

“‘网红’是一种通向品牌的必经之
路，当新鲜感过去，才是真正的考验。”

“产品是好是坏，企业是去是
留，最终还是要交给市场决定。”宋
亮指出，雪糕高端定价的发展逻辑
不可持续，企业的业绩增长可能会
面临瓶颈期。

柏文喜建议，在成为“网红”
后，企业更应该充分维护和巩固自
身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以维护
和维持品牌持续引流和变现的能
力，最终实现可持续的品牌商业价
值。

“真心实意扎根雪糕行业的企
业，更应该关注产品的质量与消费
额，做好产品更新，生产出消费者
满意的产品。”宋亮指出，如果行业
都在追求高端、超高端的“网红”产
品，会抬高产品价格，造成行业萎
缩。

对于“网红”食品，有食品专家
指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监管，形
成网上搜索、实体溯源的新监管方
式；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畅通举
报投诉通道，提高企业的违法成
本；消费者应该提高防范意识，避
免盲目追捧“网红”。

66 元一支的网红雪糕，是“真糕贵”还是“卖糕贵”？

梦碎东京之路，孙杨还有坚持下去的必要吗？

北京时间6月22日晚，国际体
育仲裁法庭（CAS）关于孙杨案件的
第二次听证会结果出炉，中国游泳
奥运冠军孙杨的8年禁赛期被减为
4年 3个月。禁赛期自 2020年 2月
28 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28 日结
束。这意味着孙杨将无法参加即
将开幕的东京奥运会，甚至也不能
赶上 2022年在他家乡杭州举行的
亚运会。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孙杨继续
坚持训练，不放弃他的职业生涯的
话，他还有机会参加2024年巴黎奥
运会，但是届时他的年龄将接近33
岁。他还会坚持下去吗？还有这
个必要吗？

关于这个问题，截至目前，还
无法获悉孙杨本人的真实想法，他
自己也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消

息，思索未来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走
向。但至少在 6月 22日的二次听
证会裁决之前，孙杨的做法表明了
自己的态度。在去年 2月 28日接
到CAS第一次听证会裁决的时候，
孙杨迅即通过社交平台表达了自
己的应对：“我一直坚信自己的清
白。收到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裁决
结果，我感到震惊，愤怒，不能理
解！”“我明明按照兴奋剂检查的各
项规定，积极配合，只是因为检查
人员不具备资质，他们当时自己也
承认了这一点，所以同意不带走血
样，怎么就成了我的错误？！”

但经过了最初的愤怒、不解和
失望之后，孙杨在情绪平复下来时
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委托律师向瑞
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的同时
继续坚持训练，因为他坚信自己是

清白的，上诉会取得胜利，他会有
重归赛场的那一天。据北青-北京
头条记者了解，孙杨恢复自主训练
从2020年的三月初就开始了，距离
他收到禁赛八年的裁决书仅仅过
了三天。然后，他一直坚持训练了
1年 4个月的时间，直到 6月 22日
第二次听证会裁决出来之前，他还
在泳池中训练。这期间，孙杨几乎
每周一上午开始至周六下午都在
练，周六晚上才和家人一起度周
末。与以往的区别在于，他没有教
练的临场指导，只有一个人在泳池
中孤独地游着。

而在从 2020年 2月 28日 CAS
第一次做出裁决之后，除了孙杨律
师团队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就
CAS裁决其禁赛8年提起上诉要求
撤裁，并获得受理和撤销裁决成功
之外，孙杨基本淡出了媒体和公众
的视野，几乎保持了将近一年的沉
默，直到 2021年农历大年初一，他
才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射
箭和打高尔夫的照片，并配上了文
字：“用运动开启牛年新气象！好
山好景好心情。”

应该说，孙杨的家人、身边的
朋友对他保护得非常好，他和他的
团队、家人也没有接受过正式的采
访或者表明自己未来何去何从的
态度，确保他得以不受打扰专心训
练，并等待第二次听证会带来好消
息。

事实上，对于一名职业运动员
来说，在被宣布将会受到长达 8年
的禁赛处罚时，这几乎等同于其职

业生涯的终结。禁赛意味着不能
参加比赛、不能利用任何官方的场
地进行正规的训练，甚至不能再接
受来自于国家队、地方队教练员的
指导。这对运动员的打击是巨大
的，意味着很难再保证原有的竞技
状态。往年，孙杨要么在国家体育
总局游泳馆中奋力游进，要么是在
昆明高原基地，还有可能在澳大利
亚的黄金海岸接受洋帅丹尼斯的
指导。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
化，但即便是在无法正常训练的日
子里，孙杨也没有降低对自己的要
求，除了自主训练之外，他在饮食
等各方面也特别注意，体重几乎没
有增加。因为他一直在等待奇迹
的出现。

不过在坚持训练期待重回赛
场的同时，孙杨也是做了很多考虑
的。比如他此前曾透露过，就算不
能再回到职业赛场，也不会离开自
己深爱的游泳事业。他说：“未来
我也一定会坚守体育，做一些青训
工作，给国家培养后备游泳人才。”

而记者也了解到，就算孙杨禁
赛期内在游泳领域的各方面会受
到限制，他今后也会有很多种人生
之路的选择。继续坚持训练，期待
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复出？这是最
为艰难和几乎不可能的，必要性也
不大。作为主攻中长距离自由泳
项目的运动员，今年年底就年满30
岁的孙杨已经过了运动巅峰期，恢
复到最佳状态就连理论上都不支
持，更难以去付诸实践。人生还有
很多路可以走，对于这样一位职业

生涯中有着出色运动成绩的冠军
选手来说，即便是今后搞游泳青
训，也完全可以养活自己。

当然，孙杨在自己的职业生涯
中几经波折，也有人诟病过他的一
些争议行为，不过他对中国游泳做
出的贡献却是无法抹杀的。我们
无法忘记他在伦敦奥运会上拼到
虚脱，一人赶超多个世界强队的高
手为中国游泳队夺得宝贵的男子
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铜牌，忘
不了他在上海世锦赛和伦敦奥运
会上打破男子 1500米自由泳世界
纪录的壮举。此外，孙杨还是奥运
会男子 400米自由泳纪录保持者，
是 2012年伦敦奥运会 400米自由
泳、1500米自由泳冠军，2016年里
约奥运会 200米自由泳冠军获得
者，是世界泳坛历史上唯一一位男
子 200 米自由泳、400 米自由泳、
1500米自由泳的奥运会、世锦赛大
满贯冠军得主。

孙杨夺得过11枚世锦赛金牌，
在中国男子游泳于世界大赛上获
得的 18枚金牌中，孙杨一人独占
14枚，个人单项金牌数高居世界第
一。

在中国竞技游泳领域，孙杨取
得的成就前无古人。而现在，已近
而立之年的孙杨可以重新选择自
己的人生道路了。

又或许，心心念念的碧波泳池
或许还在巴黎等待着他，孙杨还要
继续努力，坚持自己心中对游泳的
热爱。但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孙杨
都值得尊重。

附：孙杨案件回顾时间轴
2018年9月4日晚，受国际泳联（FINA）的委托，IDTM公司的三名工作人员主检测官（DCO）、血检助理（BCA）、尿检助理（DCA）到孙杨住处对其进行赛外反兴

奋剂检查，但整个过程并未完成，IDTM给国际泳联报告说“孙杨暴力抗检”。
2018年11月19日，国际泳联（FINA）独立的兴奋剂仲裁庭就此事件在瑞士洛桑举行听证会。
2019年1月3日，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做出裁决：IDTM此次执行的兴奋剂检查无效，孙杨没有兴奋剂违规行为，并注明此次听证裁决依据FINA反兴奋剂

有关条款非经运动员方面同意不得公开。
2019年1月27日，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将该仲裁公开披露。
2019年1月30日，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公开表示对于国际泳联独立的兴奋剂仲裁庭的仲裁表示不满，并决定将此案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
2019年3月12日，WADA就孙杨暴力抗检一事正式上诉至CAS。
2019年11月15日，CAS在瑞士蒙特勒举行了孙杨事件的公开听证会，当日通过CAS网站对听证会进行了全程直播，之后直播录像发布在网站供公众回放查看。
2020年2月28日，CAS宣布孙杨未能遵守WADA的规定，决定对孙杨禁赛8年判决，即日起生效。对于CAS的裁决，孙杨方面表示不服。
2020年4月30日，孙杨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就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其禁赛8年提起上诉，要求撤裁，获得受理。6月15日，孙杨追加申请重审仲裁裁决。7月

底，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确认了孙杨最新上诉已获得受理。
2020年12月24日凌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为：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此前涉及孙杨的裁决，并将该案件发回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由新的小组主席

带领的仲裁小组进行重新审理。
2021年6月22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裁决结果：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将其禁赛期缩减至4年零3个月，从2020年2月28日开始对孙杨执行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