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段时间，“天价”雪糕频频登上热搜。那些隐藏在冰柜里面，看着其貌
不扬的雪糕，当你拿去付钱的时候，却会被它的价格深深“刺痛”，这类被“偷
袭”的体验引发了众多网友共鸣，以致衍生了一个新的网络名词“雪糕刺客”。

这些“雪糕刺客”为何有着高昂的身价？在市场上到底销量如何？记者
进行了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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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杰 品 股

一个选择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探底回

升，收盘微跌，你怎么看？
答：阴阳相间行情仍在延续，市场

周二小幅收跌，盘面上个股涨少跌多，
煤炭、化工板块表现较好，北上资金净
卖出约13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41只，跌停5只。从技术上看，沪深股
指均收于5日均线之上，两市合计成交
11810 亿元，环比增加；60 分钟图显
示，各股指均收于5小时均线之上，但
60分钟MACD指标仍处于死叉状态；从
形态来看，各股指早盘均刷新了近期
反弹新高，但盘中还是再一次出现明
显下跌，沪指高低点落差超1.5%，创业
板指更是达到3.1%，不过最终均能大
幅收复失地，足以说明指数当下的韧
性，不过从笔者的技术模型上看，周三

市场面临一个选择，若不能放量收阳，
则短期可能出现次级别调整。期指市
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明显
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续增
加。综合来看，受业绩压力影响，近期
连板个股大幅减少，说明市场活跃资
金分歧严重，后市需关注消息面和资
金面的重要信号。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7.67元均价买
入中国电建60万股，之后以7.78元均价
卖出 60 万股。目前持有华创阳安
（600155）97万股，五粮液（000858）1.2万
股，康芝药业（300086）68万股，中国电建
（601669）74万股，联创股份（300343）24
万股。资金余额5258499.94元，总净值
29798719.94元，盈利14799.36%。

周三操作计划：中国电建拟先买
后卖做差价，联创股份拟择机高抛，五
粮液、康芝药业、华创阳安拟持股待
涨。 胡佳杰

封 面 评 论

雪糕刺客
到底刺中了哪里？

“明明那么普通，却贵得那么自信”

绘图 杨仕成

成都一零售店内，雪糕品种繁多。
视频截图

·记者调查·
高端雪糕线上炒得高，线下卖

不动

在近来热烈的“雪糕刺客”讨论声
中，雪糕品牌钟薛高一款68元的“天价”
产品成为关注焦点。

记者在线上搜索发现，在钟薛高淘
宝旗舰店，目前售价68元一盒的“杏余
年”雪糕已下架，但在少数有货的其他店
铺，这款雪糕价格已经翻倍，有一家专门
卖高端雪糕的线上店甚至将其定价为
210元一盒。

为何价格会如此贵？该店铺客服回
复称：“我们保证正品，价格贵是因为运
输成本高。”

6月30日，记者走访了成都多家雪
糕批发店和零售商，均未发现有“杏余
年”雪糕售卖。多家批发商和零售店老
板表示，没有进货的原因是“这类高端雪
糕卖不动”。

当记者询问如今雪糕是否都在涨价
时，一家零售店老板表示：“目前只有少
数乳制品雪糕涨了价，可爱多、梦龙、老
冰棍等10元以下的传统雪糕仍然卖得
最好。”

另一家批发店老板张先生表示，雪
糕卖得越来越贵是因为原材料涨价，如
今市场竞争变大，许多雪糕品牌也推出
了价格更贵的高端系列。

·专家观点·
高价雪糕背后，是技术、营销

投入的增加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近
4.5万家雪糕相关企业，今年以来已新增
3000余家雪糕相关企业。此外，随着

“雪糕赛道”的入局者增多，连白酒企业
茅台、老字号醋企恒顺等都跨界生产雪
糕，售价从十几元到五十几元。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
今年上半年原材料涨幅比较明显，预计
短期内食品企业的成本仍会高位运行，
可能明后年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好转。
他说：“部分雪糕之所以卖得那么贵，更
多是因为被赋予了社交属性、情感需求
等附加值，从长远来看，这类雪糕会红多
久还要打问号。”

雪糕消费升级背后，相应的技术升
级和营销费用投入也在不断增加。

有市民发现，近期不少雪糕广告出
现在写字楼、高端社区的电梯间；网红雪
糕也更倾向于在短视频等社交平台进行
推广。业内人士透露，一般情况下，雪糕
投放一次电梯广告的时间在2周到 3
周，不会长于一个月。电梯广告、社交媒
体等渠道营销和明星代言等费用支出，
占成本的比重高的可达30%。

“近年来，包括咖啡、新式茶饮、其他
休闲冷冻食品等新业态加剧了市场竞
争，替代产品更多了，曾经走薄利多销路
线的雪糕厂商，现在也不得不通过拉高
客单价来保证利润。”业内人士透露，目

前一支高端雪糕，毛利率高的可超过
60%，与新式茶饮毛利率相当；平价雪糕
毛利率则在25%左右。

·新规出台·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

定》已正式实施

走访中记者注意到，虽然大部分正
规连锁便利店都会在冰柜上方标明每种
雪糕的名称、图片和零售价，以便消费者
自行选购。但是，部分存在标签标示内
容不完整、货签不对位，消费者短时间内
难以一一对应寻找，导致付款时候才会
被高价雪糕“刺到”。

《价格法》第十三条规定，经营者销
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
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
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
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市场监管总
局公布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
规定》（下称《规定》）已于7月1日起实
施，规定经营者在标价时应当真实准
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等。《规定》称，
交易场所提供者提供的标价模板不符
合本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此次《规定》的出台，有利于企业规
范化经营。”朱丹蓬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珠
实习生王道涵
综合广州日报

如何抵御“雪糕刺客”？
别碍于面子勉强买单

□蒋璟璟

近日，高价雪糕频频登上热搜，很
多消费者吐槽被其貌不扬的雪糕“刺
伤”，本来以为一支只要几块钱，付账
时却被告知要好几十元，心顿时“拔凉
拔凉的”。这类被“偷袭”的体验越来
越普遍，以致衍生了一个新的网络名
词“雪糕刺客”。继高价雪糕后，最近
又有话梅、水果等商品获得了“隐形刺
客”之称。（中新社）

“明明那么普通，却贵得那么自
信。”“明明可以抢钱，却给了我一根雪
糕。”中招者的戏谑调侃，几分无奈、几
许气愤。既是“气”某些雪糕、话梅出
其不意套路深，或许也是“气”自己死
要面子活受罪，平白被人算计。

无论“雪糕刺客”“话梅刺客”又或
是“水果刺客”，其之所以能一发入魂
产生巨大杀伤，更多还是源于一种巨
大反差所造成的震动。一般而言，消
费者对于日常商品，都有个大致的价
格概念。比如说雪糕，除了少数知名
品牌，公众通常印象中，也就是十元以
内。在此认知背景下，顾客在选购雪
糕时，往往是不会太费心去一一查验
标价的。加之对某些新上市、陌生面
孔的雪糕有所好奇，不加多想直接就

“买来一试”。由此，也就入坑了。那
些其貌不扬的雪糕、话梅，“一买吓一
跳”，身价“高不可测”。

买奢侈品，就是买一种身份认同
和阶层符号，据说品牌溢价拉满。那
么，为何买“天价雪糕”“天价话梅”，却
往往被认为是人傻钱多、吃亏上当
呢？明明花了那么多钱，丝毫没有尊
荣之耀，只有被“刺痛”之感。

要挡住它们的“偷袭”其实也很容
易，那就是遵循真实的内心，不想买就
不买，想退货就退货，而不是“被气氛
烘托着”“被店员盯着”“被面子裹挟
着”勉强自己掏钱买单。支付能力、消
费层次是一回事，天价的“话梅”“雪
糕”配不配、值不值则是另一回事，不
要混为一谈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