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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日，是小猪短租 CEO陈驰印象深刻的一天。

“那天北京的大订单突然大规模的出现，疯了一样。”陈驰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一度让小猪短租的库存相当紧张。

尤其令他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台湾客人的订单：每天 500 元的

短租房，客人前所未有地一口气订了 200天。

虽然有些意外， 但陈驰最后还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平台

的业务就是这样，厚积薄发吧”。

此时距离小猪短租宣布获得 B 轮融资 1500 万美元还有

7 天。 当看到小猪短租另一位创始人王连涛发来的款项到账

的截图时，陈驰却没有很兴奋。“这是我们应该拿到的。 ”陈驰

表示，他认为台湾客人的订单反倒能说明一些问题：用户已经

如此信任小猪短租了。 这才是让人无比开心的事情。

小猪一年：全民做房东

A 轮融资的过程很顺利，顺利到陈驰现在回头想想，都觉

得过于幸运———“我们那时很多东西都没上线。”陈驰说道，而

B 轮融资的时候却有了一些波折。去年 11 月小猪有了两个意

向投资者，但最后突然表示“投不了这个案子”。直到春节前君

联资本的介入，B 轮融资的事宜才算敲定。

从 A 轮到 B 轮，小猪短租的两次融资贯穿了中国在线短

租业整体坐“过山车”的历程。 在 2013 年，从资本方集体被在

线短租的故事打动，到国内第一家短租网站“爱日租”因资金

链断裂正式关闭不过短短半年时间。而在此期间，彼时资本的

宠儿们基本都没再发声。

在媒体镁光灯“失焦”的这一年，小猪都在做些什么？从陈

驰个人的经历来理解这段时期，是个较为直观的切入口。

“我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当房东。 ”陈驰笑着告诉记者，

他这一年接待了 50多个房客， 在小猪短租上赚了将近 4 万块

钱。“我把自己家的次卧租出去了，几乎每天都有房客在家里。 ”

这最初是个不得已的选择。在线短租的普遍模式是，把线

下闲置房源结合线上，形成 O2O 闭环，短租平台从中获取佣

金的分成。而小猪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希望发展“个人房东”

———让房东与房客真正住在一个房子里， 住宿过程有社交体

验。

“真正想做到这一点，万难无比。 ”陈驰表示坦言。 小猪团

队的问题在于， 曾经在蚂蚁短租积累下的供应商资源与运营

经验失去了意义，一切必须从零开始。“我们得一个一个地去

找到、说服个人房东接受这种模式。 ”

找不到愿意尝试的房东怎么办？ 小猪的办法是： 全民皆

兵。 两位创始人、公司员工以及各自的亲朋好友，都被发动起

来做房东———而小猪主要的推广方式， 就是这种人际间的口

碑传播。

“第一批房东，包括我自己，在这种模式下获益了，那么说

服更多人加入进来就简单许多。”陈驰说道，“另外一个房东每

年可以接待几十个房客，房客自己也是传播节点。他们回到自

己的城市，可能自己做，也可能就把这种模式推荐给自己的亲

朋好友。 ”

目前小猪短租的 4�种房东中， 个人房东所提供的房源约

占全平台的 10%， 剩下的约 9�成房源由职业房屋租赁业者提

供———在其他短租平台几乎全是职业房东的情况下， 这就是

对供应方调整的结果。陈驰并不否认这是一个较慢的过程，但

他认为小猪坚持的方向是对的：做有人情味的短租。

“人情味”的商业价值

供给方的复杂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需求”在小猪一年的

最初也是个空白。

“让一个陌生的房客，住进一个陌生的房东家里，以前这

样的用户场景几乎不存在。 ”陈驰说道，在大力解决房东问题

的同时，小猪还必须找到自己的用户：有短租需求，也有社交

需求。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13 年在线短租行业报告》显

示， 在短租消费群体中，2013 年旅游度假需求占比达到

60.6%，出差、考试约占入住目的的 15.9%和 13.3%。 性价比高、

居家感强、能满足个性化需求是租客选择短租房的三大原因，

占比分别为 35.8%、19.1%、16.8%。

在这份报告中， 没有明确突出社交的需求存在———这片

空白正是小猪希望填补的。同时，用户结构的复杂也是社交因

素如何根植的难点所在。陈驰自己这一年接待过学生、创业者

以及看病的老人等各类人群，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看

起来相当困难。

也许，这也是痛点的一种。 据小猪短租相关数据显示，目

前其 60%的流量来自于直接访问的用户———而最初小猪相当

依赖百度等搜索引擎的导流。“现在我们整体上是需求大于供

应。 ”陈驰说道。

同时，公司全员都热衷于扮演“沙发客”与“个人房东”，也

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整个团队离用户非常近。“只有

和房东、房客真的交朋友，很多东西你才能知道。 ”陈驰说道。

“我们有时真的不懂房客在想什么。”陈驰说道，但这就是

小猪产品设计、流程优化等工作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陈

驰倒是在庆幸小猪的步伐“慢了”一些。“我们和房东、房客一

样，在慢慢理解这个产品。 ”

今年 4 月陈驰的夫人刚刚产下一子， 而这个新晋的三口

之家依然决定把自己家的一间屋子拿出来做短租。“因为有了

一年的短租经验，这不会影响生活。 ”陈驰说道，“我也希望未

来中国社会能够对‘分享经济’不再戴着有色眼镜，而是习以

为常。 ”

炫公司

传闻由证监会主导的国内首份

旨在规范众筹行业发展的融资管理

办法即将于近期出台。 尽管出台的具

体时间未定，证监会近期对股权众筹

进行调研的节奏没有放慢。

近日，证监会主席肖钢前往网信

金融、天使汇等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

调研，引发众筹行业一系列猜测。 分

析人士指出此举可能与即将出台股

权众筹监管细则有关。 意味着众筹这

种创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监管层

面已经提速，相关的监管细则有望近

期出台。

此前有媒体称，新政策尤其将划

清众筹和非法集资的界限。

众筹行业

合法化曙光渐近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此前

表示，前期证监会已经对有关行业进

行了深入调研，正在借鉴境外监管经

验，并结合调研情况，抓紧制定众筹

监管规则。 从思路上说，将按照鼓励

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为原则，强

化行业自律，实施适度监管，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防范金融风险。

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就新政

出台的时间及相关细则致电一位证

监会人士， 表示“目前尚未收到通

知。 ”

此前，证监会创新监管部负责人

及证券业协会再次和几家众筹平台

在北京展开座谈。 这无疑意味着众筹

这种创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监管

层面已经提速，相关的监管细则有望

近期出台，行业合法的曙光已近在眼

前。

作为近期互联网金融行业关注

的焦点，专家认为股权众筹正借助互

联网优势改造着中国的资本市场体

系，并诞生了以原始会、天使汇为代

表的一批股权众筹平台，市场规模日

渐扩大，由此带来的行业监管问题也

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理论上来说，借助于互联网这

个平台， 众筹的出现简化了创业者

的融资手续， 同时也降低了投资者

或者借款人的门槛， 从而在总体上

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提升企业融资

效率。

但事实上，从近几年媒体的披露

来看，众筹的作用却很有限，很重要

的一个原因就是尽管简化了手续，让

发起人能更为简单的和大众面对，但

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没有传统

IPO时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

中介机构的服务，投资者或者借款人

要么不敢投，要么就是投了之后没法

获得回报。

从发起方来看，众筹的行为———

无论是股权众筹还是债权众筹，都与

目前的金融监管相抵触。 按照《公司

法》和《证券法》的相关规定，股份公

开募集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包括注

册资金、盈利要求和法定程序等各个

方面，这意味着目前的股权众筹都是

属于违法。 当然，对于债券的发行，目

前的法律法规也是有着很严格的规

定，如果从法律上看，那么目前的众

筹网站难免“非法”的嫌疑。

文化众筹市场

面临大清理

追梦网媒体主编张智熙表示，一

直以来，由于国内对于何为众筹以及

市场准入条件等问题没有一个明确

的界定，再加上某些项目发起人对于

“众筹”的曲解，众筹网站、项目发起

人、 支持者三方的关系定位模糊等，

都使得整个行业的发展稍显缓慢。

伴随着影视、动漫等文化企业的

快速发展，众筹也在近两年来成为行

业热词。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由于没

有明确的行业规范，众筹模式在国内

发展的速度越快， 风险值也就越大，

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机也会相应增多。

张智熙介绍：“譬如，目前市场中

的众筹平台有的是在做股权众筹，有

的是在做非股权众筹的，而有的则是

做 P2P， 但大家都在用众筹这一统一

概念去推自己，从而使得受众对于众

筹的认识十分模糊。 ”

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正是由于受

众对于众筹模式的认识模糊，一旦某

种众筹类型出现负面消息，受众则会

对整个众筹模式都失去信任感，从而

严重阻碍众筹这一创新互联网金融

模式在国内的发展。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

认为，目前文化众筹市场鱼龙混杂，

相关法规出台之后大量不合规的众

筹平台将被淘汰出局。 新政出台让

文化众筹面临大清理的可能性较

大。

蔡灵表示，目前文化众筹的风险

的确很高，一方面是文化投资风险本

身就较高；另一方面，投机者、不法分

子的参与更是让文化众筹加剧了风

险。 新政出台将使文化众筹的混乱发

展时期告一段落，从而进入良性发展

期。 但前提是新政较为完善、全面，没

有漏洞能让不法分子可钻。

广电总局近日下发的一纸禁令

或将使阿里、优土、搜狐、乐视、PPTV

等互联网企业欲通过互联网机顶盒

布局客厅市场的“客厅行动”大为受

挫。

这份立即关闭互联网电视终端

产品中违规视频软件下载通道的函

件，要求禁止网络机顶盒预装未经审

核的视频 APP，并要求相关电视盒子

牌照方进行整改。 华数传媒和百视通

被要求关闭其所有互联网电视终端

产品中， 各类视频类 APP、 聚合类

APP 下载通道，爱奇艺、搜狐视频等

均被点名。

“此次整顿对互联网电视终端无

疑会产生较强冲击。 ”中投顾问文化

行业研究员沈哲彦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由于法律较为滞后，之前

企业在视频 APP 业务中的发展较为

粗放。 现在行业法规出台，却发现大

部分业内企业已跨过红线之外，需要

进行大幅调整，包括战略计划、技术

等。

几家欢乐几家愁

24 日上午，华数传媒发布了官方

回复，证实收到上级主管部门对互联

网电视机顶盒进行核查的要求；

阿里的“天猫魔盒”首当其冲成

为广电部门批评对象，天猫魔盒被扣

上“淫秽色情”、“低俗不良”与“严重

违反政策”的帽子。“阿里恐怕要重新

规划其客厅战略了。 ”业内人士如此

判断。

乐视官方表示，会按照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的政策认真执行，之后

盒子产品的销量可能会受到一些影

响。

乐视认为总局此举将利好内容

版权储备丰富的互联网电视平台以

及内容制作方。“乐视网的内容优势

更为显著,硬件产品更具吸引力,超级

电视后续付费率将更为乐观。 ”乐视

方面表示，乐视网作为合法合规的互

联网电视运营商的内容优势将更为

显著。

他们认为，乐视互联网电视硬件

产品(盒子 + 超级电视)凭借超高性价

比将更具吸引力。同时,希望观看丰富

内容的互联网电视用户将更倾向于

为乐视的内容付费, 我们对超级电视

后续的续费率更为乐观。同时,这也将

有利于提升互联网电视平台的广告

商业价值。

小米公司回应称，此次整改主要

是针对华数传媒和百视通，旨在对第

三方 APP 加强管理，对小米盒子不会

带来负面影响。

优酷土豆集团相关人士则表示，

在 OTT 业务上一直与正规牌照方合

作，提供正版健康的内容。

牌照方受益

近两年在资本，政策，市场需求

的多重影响下，互联网电视市场发展

风起云涌，小米、乐视等品牌借此一

炮而红。 之后百度，优酷等互联网大

佬也加入到这场乱战中。

据悉， 互联网电视共有 7 张牌

照， 中投顾问 IT 行业研究员王宁远

认为，牌照方将成为本次发函的重要

受益者，其未来议价能力有望大幅攀

升， 行业中存在的乱象也会得到整

治。 尤其是价格竞争、无序竞争会受

到严格打压， 牌照方的合法权益、合

法地位会获得更好的尊重，这对于产

业集中度的提升、竞争实力的增强有

重大影响。

业内分析认为， 在这次博弈中，

目前看正在偷着乐的是那些广电嫡

系企业，主要是以创维、长虹等为代

表的传统终端设备商和以同洲、数码

视讯为代表的 OTT+DVB系。

创维等传统电视机制造商虽然

也大量生产机顶盒，但是基本上都是

和广电运营商捆绑的 OTT 机顶盒，

只不过这些电视巨头也同样在智能

电视机上发力，这也是占据市场的一

个策略，目前看，这个策略是成功的。

因为在政策下， 没有被点名批评的，

那就意味着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并且

这些企业与广电运营商已经合作几

十年，优势比较明显。

巨大市场容量三年内爆发

互联网行业的重要地位逐渐显

现出来，相关衍生行业的影响力也在

提升，国家层面大力整顿互联网行业

的决心由此发函便可看出。

王宁远对记者表示，关闭函文件

对于互联网电视产业而言意义重大，

整个产业链无序竞争、 品质低劣、侵

权盗版等诸多不良现象将会得到整

顿，产业链各环节龙头企业必将引以

为戒，接下来行业生存环境会有所改

观，所蕴藏的巨大市场容量也有望在

三年内爆发出来。

王宁远认为，运营商合作模式被

政策肯定，未来仍将获得良好的发展

空间，但聚合软件、集成应用、盗版软

件将会受到制裁，违法违规、情色低

俗等产品进入互联网电视的渠道将

会被封锁。 该举措旨在净化互联网电

视行业环境、 保护合法知识产权，接

下来拥有合法版权、 合法经营模式、

良好内容的企业将获得更好的发展

机遇。

互联网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广电

总局只是通过加强对内容的监管，抑

制互联网对传统模式侵袭的速度。 后

期整顿只要内容不违规，OTT 机顶盒

市场竞争仍将继续，只是发展将受到

一些限制。

本报记者 彭涵

“盒子”被监管

互联网电视终端面临洗牌

众筹行业融资管理办法将出

文化众筹风险骤增

本报记者 李金玲

小猪短租：

做有人情味的住宿

本报记者 李金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