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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多少人在为择偶而忙碌、烦恼？
2 .6亿。
从前，它只是一个社会现象。现在，它还是

一个钱景美好的新兴市场。
全国妇联和婚恋网站百合网联合发布的

《2010年全国婚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现有1.8
亿单身人士，其中，23.8%的单身者的父母正在
帮他们四处寻找对象。这就意味着，全国约2.6
亿人正在为择偶而忙碌着。微博上，有单身网
友这样调侃自己的“忙碌”状态：“不在相亲，就
在去相亲的路上。”

1.8 亿单身者中，有人在托媒婆，有人低调
潜入婚介所，有人在大街上搭讪，有人玩网游邂
逅……但更大一批人则“潜伏”在婚恋网站上。

截至2011年1月，国内三大主流婚恋网站中，
世纪佳缘网拥有注册会员3200多万，百合网和珍
爱网分别拥有2600多万名会员，三者的会员数量
简单相加，则几乎囊括了中国近半数的单身。

庞大的婚恋需求和网络的结合迸发出巨大的
能量。各婚恋网站如同一个24小时不歇业的门
店，自动聚集会员，收集并出售会员信息。每年数
亿元的营收、200%的增速，让许多人艳羡不已。

有人对你感兴趣，但请先付费

北京单身女白领小陶，3年前在世纪佳缘网
注册为会员。但因为当时该网站的会员数量不
多，小陶也没有把它当回事。2011年，28岁的小
陶在父母的催促下开始寻找男朋友。因为经常
在相亲节目中看见世纪佳缘网的广告，她便重
新登录了该网站。小陶发现，自己的个人资料
还在，且 3年来不断有男性单身者在浏览，总计
达 12000多人次，其中，许多人还在站内发来了
意图进一步交流的邮件。

但与 3 年前不同，小陶发现，现在，在世纪
佳缘网上找对象，已经不再免费了。比如，要想
看到那些想和自己进一步交流的邮件内容，必
须付费。这类邮件一般都只显示诸如“一位男
士，29 岁，收入 10000 元～20000 元，有车”之类
的关键词，点击后会转到一个付费页面，上面显
示着多项支付套餐和付费途径，比如可通过网
银、手机卡付费、上门送卡服务等来支付一个
月、半年或是一年的看信费用，费用从 100元到
500元不等。同理，如果对自己感兴趣的单身者
发邮件、送虚拟礼物、在线聊天等，也要付费。

此外，不同的费用将注册用户分为普通用
户、高级用户和钻石用户，对应的则是不同权限
的服务内容。比如钻石用户可以直接在站内进
行在线聊天，获得首页推荐等。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小陶选择用手机支付
了 2 元钱，看了一封男性单身发给自己的邮
件。这时，网站管理员发来邮件，建议小陶使用
包年套餐，并表示，这样更划算。看着不断有人
浏览自己的资料，和其他的未读信件，小陶简单
计算了一下，用信用卡网银向佳缘网支付了248
元，成为包年看信用户。“试试看吧，毕竟多了一
个找对象的渠道。”

于是，婚恋网站的一笔客户业务就这样简
简单单地完成了。

据百合网 CEO 田范江介绍，在中国，每年
有 2000 万的单身男女成为婚恋网站的潜在客
户。据初步统计，2010年，已经为“找对象”在婚
恋网站付费的人数就达到了 300 多万，哪怕仅
按看信费用的中间值计算，2010年便有近10亿
元花在了在婚恋网站“找对象”上。

珍爱网表示，“迄今，已帮助 200 多万会员
找到了爱人”。世纪佳缘网CEO龚海燕告诉记
者，在佳缘网的后台监测中，客服人员也可以监
测到会员的状态变化，每天都有很多会员将“征
友进行”改为“正在约会中”或是“找到意中人”。

“没有人能够确保一个人一定能找到对象并
结婚，但在这个‘剩男剩女’时代，婚恋网站能够
缓解这一矛盾。当然，也不排除某一天，网站就
能完全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田范江乐观地说。

“剩男剩女”的市场

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仅北京，28岁以上
的“剩女”就已超过 50 万。为什么有那么多城
市男女找不到另一半？

“去年，我们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择偶的超
价理论，即每个人都希望找到比自己实际条件
更高的理想的对象；今年我们又提出了择偶错
位的概念，即人们对另一半的期望是合理的，但
它是不对称的，比如男性的择偶期望和女性的
择偶期望不吻合，整个的单身人群的择偶期望
跟整个社会情况不吻合。”田范江表示，据《2010
年全国婚恋调查报告》显示，24%的女性认为自
己黄金的结婚年龄是28岁～30岁，但只有7.2%

的男性认同这一观点。这意味着百分之十几的
女性可能成为“剩女”。另外，在择偶标准里，
70%以上的女性认为对方要有房子，50%左右的
男性也要求对方有房子，可在大城市里，这样的
要求和现实不吻合。

“相亲网站”是一个多人对多人的公众平
台，单身者希望借助这样的平台，在大范围内找
到自己理想的配偶。

田范江表示，几大择偶观念的改变也注定
了婚恋市场的繁荣。第一，不求天长地久，只求
曾经拥有。可以相守一辈子当然好，如果不可
以，也不必强求。第二，物质要求更明显，即房
子、车子和资产。“近年来，我们发现，要求对方
有房子的比例急剧攀升，要求找公务员的越来
越多。”第三，更加看重感情，尊重自我感受。经
济独立的年轻人，特别是经济压力不大的人群，
往往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很多人既要有
爱又要有钱，这样，能找到对象的难度就增加了
一倍，以前两年就能找到合适的对象，现在可能
要5年。”田范江说。

“剩男剩女”当道和“闪结闪离”等社会现象
为婚恋网站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被称为

“圣斗士”的 80 后和即将步入这一行列的 85 后
构成了婚恋网站的主要人群。

此外，离婚率的攀高也为婚恋市场的发展提
供了增长的空间。民政部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
全国办理离婚手续的有246.8万对，比2008年增
加19.9万对。调查表明，因为具备一定的经济实
力，而且善于利用现代网络科技，离异人群在婚
恋网站的付费率是未婚人群的5倍，离异单身人
群已经成为相亲网站的忠实客户群。

数亿元的线上收入

两年前，在所有的婚恋网站上
查看信息都是免费的，这方便了单
身者，却煎熬了相亲网站。“这几年
其实都是一个市场教育期，也是一
个投入期，我们做了一些线下的活
动，比如线下找人、安排约会等来
获得收益。”田范江告诉记者。然
而，这种营收来源非常有限，在过
去5年，百合网一直处于投入期，每
年服务器、人员、推广等开销达上
千万人民币。

在行业刚刚起步，而且没有信
誉积累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收
费。“因为你收别人不收，这样会员
会大大流逝，而规模化的会员数量
才是立足的根本。要是没有耐心，
你就做不了真正的婚恋网站。”田
范江说。

收多少也是一门学问。单身
白领朱小姐曾被推荐过珍爱网的一套类似“线
下贴身红娘”的服务，为都市白领寻找条件优秀
的结婚对象，收费几千元人民币，朱小姐对记者
表示，当时她就谢绝了，因为作为都市的白领人
群，可能还无法消费起这样的服务。

如今，佳缘网 2元一封信，一年数百元的收
费额已经是大多相亲网站通用的标准。“这套模
式是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可以说基本上已经
成熟。”佳缘网CEO龚海燕告诉记者，但还有一
些缺陷，比如有些人非常优秀却淹没在几百万
的会员中无法被识别，所以线上服务还需要结
合线下，比如一对一的推介、婚恋指导等等。

对于当前世纪佳缘网的盈利状况，龚海燕
低调地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情况是收支平
衡，略有盈余”。据了解，2010 年，有 1600 万人
注册成为世纪佳缘网的新会员。当前相亲网站
的付费率为 15%左右，如果保守按照信息服务
费平均每人 200 元来计算，世纪佳缘网线上业
务就能实现4.8亿元人民币的营收。

如果说婚恋网站的线上服务是大众消费，那
么线下服务就是VIP服务了。据了解，线下一对
一的推介和见面，会员要支付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的服务费，甚至有人支付数百万元的费用，委托
婚恋网站来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当然，也有不
太昂贵的线下服务，比如上百人的相亲聚会，人
均花费在150元左右，但这种活动对于婚恋网站
来说，收益有限，更偏重于品牌推广。

同样，婚恋网站线下收益与曾经的婚介所
的收益相比，已是天壤之别。据田范江介绍，
2010 年，百合网线下享受 VIP 相亲服务的会员

达数千名，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每位线下会员收
费为 1万元人民币左右。如此算来当年就能纳
入几千万元人民币。

超高速的增长

如果说此前的5年是中国婚恋网站的市场培
育期，那么，今后5年则是婚恋网站的商业化阶段。

“2010 年一季度和 2009 年一季度相比，我
们的营收涨了 10倍。”田范江告诉《中国经济周
刊》，2010年，百合网新增用户达600多万人，线
上营收达1亿多元，实现了100%的增长。

龚海燕也在感慨婚恋市场的增长速度。“我
们做第一个 300万的会员，用了三年半的时间，
而最新的 300万个会员，我们只用了两个月，这
是一个非常加速度的发展。”

即使如此，中国的婚恋网站依然处于发展的
起步期。“我们的在线会员的平均支付费用在100
元～200元之间，而在整个认识—约会—结婚环
节的费用中，这只是一个很小的量，相当于吃一
顿饭的钱，所以未来在费用上我们还会有增长。”
田范江预计，2011年，百合网在营收上会有一个
更高的增速，而这个速度可能是200%～300%。

同时，在 2011 年会员新增量上，田范江表
示，百合网也有一倍的增长预期。“首先，有人口
结构带来的自然增长，因为每年都有进入适婚
的新增人群；第二，上网人群的增长，会有越来
越多的单身学会上网；第三，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接受通过网络平台来寻找。”

而在世纪佳缘、百合等网站壮大的过程中，
很多中小型的相亲网站正在慢慢被淘汰。

2005 年田范江创办百合网时，国内大大小
小的婚恋网站有 100多家，如今寥寥无几，一些
不知名的小网站已经销声匿迹。“现在，如果你
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婚恋网站，先准备好两三
个亿吧！”田范江笑着说。

“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规模效益，这就是婚
恋网站的特点。”龚海燕表示，婚恋网站如同一
个 24 小时不关门的商店，而且还不需要售货
员，会员自动付费；但是，并不是所有注册会员
都会成为活跃用户，“有的注册一次就再也不来
了，有的待在上面就是不付费，当前的付费率还
是较低的”。而且，很多人只看到婚恋网站赚
钱，却没有看到其背后的投入。“我们的后台工
作人员就有 400 多位，光人工成本一年就需要
6000万元，还有带宽、服务器的费用，产品、设计
的投入，此外，每年的广告推广费用也非常大。”

龚海燕表示，2011年，预计世纪佳缘网的广
告推广费用将达到 1 亿元人民币。龚海燕说，
未来几年，如何改进产品和服务，提高口碑和用
户的“配对”成功率是最重要的。

2011年将是婚恋网站快速发展的一年。百
合网计划在营销推广和研发上投入更多的资
金，并计划将目前 330 多人的团队扩大到 600
人；而世纪佳缘网将进一步对产业链进行延伸，
从婚恋服务向产业链下端的婚嫁服务、育儿等
家庭建设进行拓展。

对于是否会准备上市，田范江说，两年后
吧！ 据《中国经济周刊》

幸福其实很简单
我们中国人是那样地喜欢“福”字，尤其是在春节的

时候，“福”字洋洋洒洒，铺天盖地，看塞北蔚县的剪纸，冀
中藁城的灯笼，延安窑洞的窗花，形态各异的“福”字表达
了人们祈福盼福的美好愿望。

“福”字端庄，有口有田。有人说是象形，有人说是会
意，其实就那么简单，有田种，有饭吃。笔者在河北武强县
博物馆看过一幅《农家勤忙》的年画。画中有20多位农民
在田间劳作，画的上端还刻有一段有趣的文字：若务农早
做活晚把牛放，多积些粪土草勤收田庄。稻粱菽麦稷各有
各向，或宜早或宜迟时分几行。常言道勤苦人苍天保佑，
纵然是吃些苦谷米盈仓。这就是劳动人民对幸福的理解。

幸福是一个万花筒，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种幸福
观。有人将锦衣玉食、宝马香车、高官显位理解为幸福；
有人把粗茶淡饭、家庭和睦、平平安安视为幸福；有人把
放下当成幸福，有人把占有当成幸福；有人把履行职责视
为幸福，有人把无官一身轻视为幸福。有人说被别人侍
候着就是幸福，有人说幸福是为别人而奔忙。

幸福没有标准答案，而幸福的品质自有天平衡量。幸
福如甘蔗，没有两头甜；似梅花，香自苦寒来。农家有一句
谚语叫猪往前拱，鸡向后刨。它寓意求生活的路子千条万
条，各有门道，但走哪一条道都需要付出辛劳。靠劳动换
取的福是东海长流水，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巧取豪夺假公
济私的福是靠不住的福，是海市蜃楼，是祸之所依。

幸福没有固定模式，而幸福的感受在乎心灵状态。
被人信任是幸福，拥有希望是幸福，扫却功名利禄后的淡
定是幸福，挣脱浮躁纷扰的沉稳是幸福。而有的人，或裹
着棉被不知暖，吃着蜂蜜不知甜；或攀比无止境，牟利无
底线。事实证明，幸福与欲望成反比，欲望越高，你就离
幸福越远；知足常乐，幸福就在身边。

强按牛头不喝水，强扭的瓜不甜。很多时候，丰厚的
物质堆不成福，精神的愉悦却令人满足。坐在奔驰里的
新娘可能心事重，颠簸在拖拉机上的农妇也能乐翻了天；
扛着锄把进高楼未必高兴，靠着四合院的南墙晒太阳自
在逍遥。痛苦要表达的时候，说出来就是幸福；权利有诉
求的时候，对话和交流就是幸福。幸福固然需要物质作
为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尊严的挺立、心灵的圆融。

幸福是一种体验，也是一种创造。对为政者来说，最
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服务，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与民同
乐。输送了照明电是幸福，安装了自来水是幸福，修通了
沙石路是幸福……给群众办的好事实事越多，群众越幸
福，干部也越幸福。当胡锦涛总书记在狼牙山下帮助闫
德书一家把两个“福”字贴在门扇上的时候，当温家宝总
理在金寨县桃岭乡向农户老赵家恭贺双喜临门的时候，
领导人与群众之间，涌起了无与伦比的幸福。

有人把幸福比喻成一只猫，你若试着去诱哄并叫唤
它，它会逃之夭夭，但若顺其自然，顺其天性，它会主动来
磨蹭抓挠你的脚。幸福其实就这么简单：身边的一缕清
风，窗外的一弯明月，路旁的一曲轻歌，亲友的一声问候，
工作的一点进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
它不在远方，就在此时此刻。收拾心境，幸福无处不在；
热爱生活，幸福正在敲门…… 郝斌生

“最牛公务员事件”
的罪与罚

连日来，网曝福建省龙岩市“最牛公
务员江进祥9年不上班工资照发”引发广
泛关注。对此，福建省龙岩市有关部门就
江进祥提出的市政工程地下涵管有严重
质量问题及其背后的腐败问题，长期不上
班是因为“被无限期停职检查”等社会关
注焦点作出回应。称江进祥反映问题早
有结论，停职检查不能成为其长期不上班
的理由。（2月14日《广州日报》）

在如潮的舆论压力下，“最牛公务员”
事件的谜底渐被揭开，但单纯的还原事件
真相并非终极目的，而厘清“最牛公务员”
事件中的“罪”与“罚”，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这起事件是由“吃空饷”引起
的，既然“吃空饷”已成事实，“吃空饷者”
和“发空饷”者理应受到惩罚。遍观法律
条文，断然没有因为申诉问题得不到解决
或工作调动不如意就可以不上班的规
定。申诉问题得不到解决可以继续申诉，
工作调动不如意可以向组织反应，岂能轻
易以“不上班也不敢辞退我”相要挟？对
于“吃空饷”者，依照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处
分条例，早该开除或辞退；而对于那些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发空饷者”以及“宽容
妥协”的监管部门，更应给予严肃处理。

其次，相关部门既然已经承认江进祥
反映的问题属实，承认施工单位、监理单
位和业主单位工作人员监管不力，并且相
关责任人员已受到处分，那么，就不妨把
这些“相关单位”、“相关人员”和“处理结
果”一一公布出来，接受公众监督。而笼
统地回应，不把具体的腐败分子挖出来，
不让腐败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莫说江进
祥不答应，公众也不答应。

再者，无论“最牛公务员”是被“临时
停职”还是“无限期停职”，停职都是不争
的事实，如果停职的理由仅仅是因以“非
代表身份”反映问题，显然于法无据。其
实，停职和调离岗位都是对正义举报者的
打压和报复行为，而为了安抚被打压的举
报人，就让他享受了 9 年“吃空饷”待遇。
这些玩弄权术的打压者和报复者也应该
受到严惩，否则的话，谁还敢仗义执言？
毕竟，不是所有举报人都能享受到“最牛
公务员”这般“特殊待遇”。

听说“最牛公务员”已经开始上班，
但这起事件中的“罪”与“罚”尚在纠结。
该打谁的板子，应该有个说法，岂能不了
了之？ 李继彦

由“用工荒”看中国应向德国学习什么农历新年过后，
新一轮的农民工离乡
打工潮来临。与往年
不同的是，今年全国许多省市都出现了用工
荒。在北京丰台区开了一家小型维修厂的
王女士表示，工厂需要一名木工，工资计件
结算，“按照我们工厂现在的经营状况，一个
熟练的木工每个月的收入在3000~4000元，
但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2月14日中国经济网）

现在用工市场上，不缺高学历者，缺的
是高级技工和能工巧匠。在人才市场上，一
方面应届大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许多企
业到车站、码头举牌抢招熟练工人。造成用
工荒的真正原因还是职业教育发展不够，目
前，仍然有许多人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认
为上职校做蓝领是没出息的表现，对职校毕
业生也充满歧视，这是不对的。要知道在我
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里，技术工人的短缺
将直接阻碍社会的创新和发展。

一流的产品需要一流的技术工人来制
造，再先进的科研成果，没有技术工人的工艺
化操作，也很难变成有竞争力的产品。既然
当前技术工人有很大的市场，那职业教育就
应当做大做强，积极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技
术人才。未来社会最热门的职业可能是技术
工种：如汽车修理师、粉刷和油漆工、电器安
装工、木工、商业性劳动者、零售商、美发师等
等，这些工作需要有更多的人去从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产品
更新换代的速度将会越来越快，拥有和储
备一批优秀的技术工人有利于本国企业在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长
期以来被人们称道的德国，就一直把职业
教育作为立国富民的“秘密武器”。“德国制
造”的成功也归功于这个国家高水平的职
业技术教育以及给予技术工人们的高水平

待遇。而在我国，
笔者认为在社会
上普遍存有盲目

追求高学历，鄙薄职业技能教育的倾向，这
种倾向加剧了人才教育的畸形发展。因
此，转变观念，重视职业教育，解决技术工
人长期短缺的问题很重要。

中国应当向德国学习，培养重视技能、尊
重技工的良好社会氛围。据调查，德国许多政
治家以及一些大企业家均出身于手工业者，他
们的职业生涯大都是从技工开始的，这个国家
的技工月平均收入要超过国民的平均收入水
平，这些人有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难怪有
那么多德国年轻人选择上职业学校。

今年的“用工荒”是技术工人短缺的集
中表现，要长久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
职业技能教育，多培养技术工人，前不久，
就有专家建议：把三本院校全部转变成职
业技术院校，培养技术工人，我觉得这是一
个值得尝试的办法。 杨亚军

1个罗纳尔多和183个“国际大都市”
世界足坛近 20 年来最知名的一

位大众情人——也是全巴西 20 年来
最著名的农民工兄弟——罗纳尔多，
日前正式宣布退役。

“我想继续踢球，但是我无法做
到了，因为我的表现不如我想象的那
样。现在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罗纳尔多说，通过为他发表声明的

《圣保罗页报》，我们还知道，这个有
“外星人”之称的家伙，在作出艰难决
定前，“哭得像个孩子”。

自然规律，谁也不能抗拒。
然而，中国的183个地级市不同，

因为就运动轨迹而言，它们与罗纳尔
多走的是相反路线。据《人民日报》报
道，虽然还有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
人没有真正城市化，中国却有655个城
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
中的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
市”。包括农村问题专家在内的有识
之士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另一种形式
的“大跃进”。

单以速度而论，城市化不可谓不
成功，迄今城镇化率已达46.59%，30年
时间就赶上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

在此背景下，可以理解为什么“农
民工”会成为21世纪中国最令人关注
的热词，游走于网络视频间的“旭日阳
刚”被请上春晚舞台，在歌唱艺术层

面，也许平平无奇，但从一个侧面证明
了全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度。

说白了，目前农民工面临的尴
尬，很多都是城市化失调的代价。有
专家指出，城市化，应是统筹城乡经
济社会发展的城市化，是改变“三农”
弱势状态的城市化，而不是又一次以
牺牲农民利益尤其是土地权益为代
价的城市化。客观来说，只要地方政
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没有降低，
只要进城农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
还不能和市民对等，速度惊人的城市
化，就有必要暂停下来自省。

作为出身于贫民窑的巴西农民工，
罗纳尔多的传奇几乎不可复制，他当年
皇马的队友、葡萄牙球星菲戈曾表示：

“‘外星人’的商业价值，应排名世界足
坛首位。”就是这样一个“吸金狂人”，在
34岁之际，在众多诱惑尚存之际，也不
得不遵循自然规律，知难而退。相形之
下，我们183个地级市同时怀揣着的“国
际大都市”梦想，显得如此突兀。

以亿万中国农民工如今不容赘述
的生存状态而言，“30年赶上西方200
年”这样的速度本身可能就是有问题
的。城市化，如果仅凭政府去“抓”，而
没有市场来“育”，没有将民生之念一
以贯之，183个地级市的宏伟蓝图，就
只是易碎的玻璃罢。 贾知若

污染的大米
据《新世纪》周刊报

道，南京农业大学的一个
研究团队调查显示，一些
地方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人在食用这种大米之后会

导致“骨痛病”。我国几乎
没有关于重金属污染土地
的规范，被污染土地仍在正
常生产稻米，而农民也主要
是吃自家的稻米，被重金属
污染的稻米还流向了市
场。 焦海洋/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