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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CONOMY新经济 观点

“免费”是培养“付费”习惯

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一样，如今在宁波搞地推，增1个粉丝的成
本是5元到10元。在地推迅速增加粉丝之后，接下来就要靠线上活动来
维持这些粉丝的活跃度和黏性了，专业术语叫“养粉”。

那些你在路边关注过的公众号或APP，会定期送你一些“福利”，大
多是线上产品的优惠券。商家付出的依然是真金白银，通过这种“满满
的诚意”来打动你。

不过，做地推的朋友说，靠地推增加的粉丝，黏性是最差的。一般
来说，今天增加了1000个，过几天有大半都走了。不过，“如果十个人
中有一个人觉得我们的产品或内容对他有帮助，以后他也会帮我们推
广。”长期以往，地推也会给自己带来不错的推广效果。

其实从地推到“养粉”，就是一个信任的建立过程。通常来说，在培
养粉丝习惯和信任中，商家会拿出20%左右的干货，免费送出去。比如
在“多看APP”上看书，免费用户通常只能看到5%到15%的内容，而
如果你想看更多，那就掏钱吧。多数人看到付费部分是不会继续的，但
总有一部分人愿意买单。“免费”的信任其实是用来培养“付费”习惯
的。

换句话说，当你仅仅是冲着免费，尝试某项服务后，丝毫也不用替
商家担心，因为总有人会为你买单的。

今年上半年，侯斯特作为行业领先的微信第三方平
台，发布的2017年Q1的微信公众号图文群发数据报告
称，在总推送达151亿人次的时代，公众号文章的整体打
开率却不到5%！

在阅读来源分析中，通过公众号会话进入图文仍旧占
据阅读来源的第一位，而通过社交关系从朋友圈进入图文
排第二位，且大大超过了排名第三的好友转发来源。对运
营者来说，如果能创造出具有传播性的图文，提升朋友圈
分享以及好友转发的阅读来源量，对于提升整体图文数据
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宁波市新媒体研究中心发布的宁波微信公众号的各
种榜单中，无论是政务类还是自媒体公众号，公交出行、
交警、气象、公众福利类的公众号一直会占据榜单前列。
而微信公众号大数据则显示，在分行业的图文数据统计
中，演出及会展、院校、本地城市等类型的账号因为自身
的内容属性，打开率居高；而像电商、餐饮、商超连锁等
与消费相关的账号，大多数因为竞品众多以及信息爆炸，
打开率并不高，反而分享率很高，这也许跟这些行业经常
性的促销、分享优惠等活动有关。

什么样的公众号阅读量高

在北京望京SOHO楼，有一条“扫码一条
街”，扫码送面膜、纸巾、扇子、手机架……注
册给现金，下载发红包……这些五花八门、平
时很难引起人们兴趣的小物件，一旦听说“免
费”送，立马会被吸引。曾有朋友说，到“扫
码一条街”扫上一圈，吃喝用都有，靠着各种
赠品妥妥过一天。

虽然我没到“扫码一条街”混过，但前段
时间，我带着女儿在鄞州万达广场的过道里通
过扫码关注免费领过一瓶果汁。至于那个送饮
料的公众号叫什么，我死活也想不起来。

我死活想不起那个送饮料的公众号

“粉丝变现”或许是个“伪命题”

记者 范洪

但事情往往不是绝对的，据各种公号数据平台统
计，情感八卦类公众号在所有类型公号中总占比多排
前五，至于各种爆文和10w+的文章也多源于情感八
卦公号。比如“福尔摩甜”，虽然是连公众号认证都
没有的个人号，但却一点也不影响粉丝对其的关注
度。

身边有很多人，总是信心满满地去做一个公众号，
有些的目的是为了以此为业，而更多的则是凭兴趣，寻
找一片心灵花园。不管驱动力如何，他们的运营逻辑却
大同小异：通过精致的内容或者好产品，又或者是好的
服务和成功的营销，渐渐积累大量的粉丝，然后通过

“粉丝变现”，这里的说的“现”，也不一定是金钱，还包
括成就感及掌握的话语权：培养一群“忠于”自己的粉
丝。

不过，在做了一段时间后，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
放弃。粉丝们都不傻，你能做的不是凌驾于他们之
上，而是和他们在一起，取得他们的认同，并与之形
成契合的文化、价值观，以至于形成圈层效应，辐射
更多的人，而这些绝不是从虚拟的内容开始，而是从
实体的产品开始的，而你的产品又在哪里呢？

在大号统治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中，“福尔摩甜”本
身的粉丝量并不大。大环境的改变对“福尔摩甜”的影
响比较小。其次，话题类公众号的粉丝黏性比较强，与
粉丝的情感连接与共鸣比较深。粉丝群里，粉丝们往往
也会给“福尔摩甜”抛出很多不错的话题。

总之，想要通过“粉丝变现”，最终来构建自己
的影响力，或许永远都不可能，或者不必要，它一定
是水到渠成的——这就好比告诉你，当你成了马云或
者王健林，再或者，变成鹿晗，那么接下去，赚钱就
容易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