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会发“烧”中
巨额奖品

猎豹移动2015年的年会上，有10位员工获

得了白色宝马 X1 SUV，外加相当于 8 个月工

资的年终奖以及公司股份。优秀团队还会获得

免费去硅谷参观，以及滑雪度假或是100万元

现金奖励。而 2016 年，全公司员工开始 6 天 5

夜海上豪华邮轮之旅，有剧院，有赌场，有游泳

池，有免税店，有各色豪华餐厅和海景房，还有

两天日本韩国登陆之旅。

上海九城2015年年会推出捞钱游戏，2016

年保持了这个项目，捞钱屋的体积较之前大了

四倍，里面的奖金也翻了几番，漫天飞舞的人民

币高达数十万元。除捞钱以外，九城老板朱骏

现场派发数十万元支付宝口令红包，员工专心

手机抢钱。

京东集团2016年年会，累计发出了以下奖

品：50份2万元现金、100份1万元现金、416台

iphone6s、200 个 iPad mini4、50 张 1 万元京东 E

卡、200台大金空气净化器、300台智能音箱、300

只新秀丽拉杆箱、1000张200元京东E卡、500张

500元京东E卡、300张1000元京东E卡……

大牌明星

2015 年，巩俐出席某化妆品牌公司年会。

她身穿深色镂空长裙亮相，大方登台与嘉宾合

影，与高层亲密耳语。

2015 年，林志玲来到上海出席某企业年

会。热场的模特穿内衣走完秀后，林志玲穿着

一袭露背长裙上台和模特一起走秀。

2016 年，腾讯北京分公司年会上，请来了

当红少女组合SNH48。

2016年，小米也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办了

一场主题为“2016 小米闹天宫”的年会，朱茵、

李宇春、尚雯婕等众多明星齐聚，为小米员工表

演节目。

老板搞怪

马云曾在年会上身穿白色长裙、头戴金色

卷发，反串白雪公主。造型虽雷人，却成功调动

了年会气氛。

2014 京东年会上，刘强东以风衣、墨镜、

礼帽、白围巾形象出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

cosplay《上海滩》中的许文强。而且，刘强东旁边

桌子上摆了100万元现金，其中50万元在现场

发掉，剩下的50万元则发给在公司加班的员工。

2014年的网易北京年会上，丁磊身着清朝

官服作鬼脸状，平举双手一蹦一跳，活脱脱香港

僵尸片现场。更奇葩的是，网易年会的入场礼

物竟是安全套。

不是所有的年会都需要烧钱和搞怪，也不

是烧了钱搞了怪的就一定是好年会。

但如果在保持现有的年会框架不变的前提

下，这或许是让许多参与者对年会仍抱有期待

的最大亮点。

这一场场由管理层、表演者、嘉宾、看客、工

作人员、乙方公司等各方配合、你情我愿地演出

着的年末大戏，仍将一次次、一年年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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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四年的胡新川因为口齿伶俐，已经连续三年担任

公司年会的主持人了。“不是内定的。”他笑着说，每一次

都是先由各部门向上报名，进行主持人海选，再由人力资

源部门确定最终人选。“我们公司从来都是自己亲力亲为办

年会，据我了解大部分也都是这样，更不用说那些新兴的

互联网大公司。请策划公司的，可能是国企居多。”

虽然别人看起来主持人在台上相当风光，但对胡新川

来说，当年会主持人并不轻松。首先，主持稿要自己写，

没有人代劳。其次，写完了要背出来，尤其是流程一定不

能错。流程了然于心，才可以对突发情况有正确的应变措

施。比如某个领导喝醉了，不能上台致辞，那你怎么办？

或者游戏环节、抽奖环节太high了，场面失控了，你要怎

么调节气氛？整个年会过程中，胡新川几乎都是紧绷的状

态。“随时要上台，没时间吃饭，没心情看节目，可以说比

平时工作还累。”

眼看下个月就要办年会了，胡新川现在最大的愿望就

是，这次不要再被选为主持人了，也不要被强迫出节目。“那

种被强迫的感觉不太好，明明已经是独立的成年人了，却好

像回到小时候，去当一个根本不是自愿的志愿者。”胡新川说

自己平时工作就忙，到了年底事情更多，又要写总结报告，

又要写第二年的工作计划，如果突然因为年会而加进新的事

项，又要彩排，又要购置服装等，实在是会有点精疲力竭。

“希望今年能够安安稳稳地坐着吃饭，嘻嘻哈哈地看别人的节

目，再抽中一个奖。”

在胡新川看来，许多企业之所以执著于“会议+酒

宴”的年会形式，是跟中国人对晚会那种根深蒂固的情结

依赖分不开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如果不搞点类似春

晚的那种济济一堂的冗长活动，就跟少了点什么似的。”他

提到有些公司的年会越来越奇葩，无论表演还是游戏环节

都朝夸张化的方向发展，比如裸体歌舞秀，抢钱游戏，高

管发红包，或者是某些互联网公司的老板穿着女装表演，

其实只是在无法突破晚会这个框架的前提下，所做的无力

的创新而已。

其实，他心里向往更多样化的年会形式。如果是小公

司，或者大公司的部门年会，可以去西湖边某个茶室租几

个包厢，大家喝喝茶，吃吃小点心，聊聊天；或者全体去

某个海岛甚至出国，在外面一边旅行一边开会，也不失为

一种享受。

胡新川的妻子吴如在一家艺术机构工作，只有十来个

人，去年的年会就是大家全体去运河边上的一家咖啡馆，

在那儿玩了8个小时的杀人游戏。“为什么不可以呢？”吴

如说，她理解领导希望用致辞和节目表演当成提升企业凝

聚力的好机会，但这样做未必能收到实效。“要真正抓住员

工的心。员工是不在乎歌舞表演的，除非你请明星来。大

家只想要玩，要奖品，以及真实的放松。”

吴如提到自己有个同学在日本工作，同学说日本也有

类似年会的活动，是在居酒屋办的。大家一边喝酒，一边

回顾过去的一年有什么成绩，新的一年又要迎接哪些挑

战。“我觉得这个形式就很好，又简单，又比较贴心，不像

现在中国的企业年会越来越走场面。”

吴如所说的日本“年会”，其实被日本人称作“忘年

会”。而“忘年会”这个词也已经被一部分中国企业吸收过

来，改叫“望年会”，作为年会的另一种名称。从忘到望，

这种刻意为之的改定，似乎也赋予了其一种中国式的吉祥

的寓意，透着一种世故的聪明。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年会年年会，今已成鸡肋？

记者 张哲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
湖，有公司的地方就有
年会。

大陆的年会，应该
是 2000 年后从台湾传
来的。在台湾，企业、
机构，都有办年会的传
统，这被当地人叫作
“尾牙”。

而尾牙其实又是源
自闽南地区的汉族传统
活动。旧历每月的初
二、十六，是闽南商人
祭拜土地神的日子，称
“做牙”。二月二日是每
年最初的做牙，叫“头
牙”；十二月十六日是
每年最后一次做牙，所
以叫尾牙。

古时有诗“一年伙
计酬杯酒，万户香烟谢
土神”，就是描述尾牙
的情景。其中后一句是
说，商家们为了感谢土
地公一年的照顾，会准
备丰富的祭品来酬谢，
而祭拜完的东西就会犒
赏给伙计们。

看得出来，台湾的
现代尾牙就是脱胎于古
时的传统。而尾牙传到
大陆后，被大陆的企业
加以改造、利用，和大
陆原本属于机关单位、
国企特有的团拜会相结
合，渐渐酝酿成大陆独
具一格的年会文化。

于是你可以看到，
在年会上，往往是有人
欢喜有人愁的。领导开
心，是因为希望借此对
内强调企业凝聚力，对
外展示企业形象；员工
开心，是因为抽到了
奖，或者评上了某些荣
誉。但抽不到奖的人、
没有评上优秀员工的
人，还有全程忙活的
人，是无法享受到年会
的乐趣的。

袁满刚毕业的时候做设计，从2011年开始转行做活动

策划，参与过不少百万元级别的大型活动，例如新车发布会、

售楼处首开等。而在长达五年的从业经验里，年会只占据袁

满参与过的项目的一小部分。“一年365天，年会只集中在差

不多一个月里，其他300多天公司要有营收，就得接其他活

动，不可能靠年会那点业务量来养活一家策划公司。”

袁满说，甲方公司通常会提前一个月左右来接洽年会活

动的策划。具体的合作方式也分两种：如果甲方不带资源，

全权委托给他们乙方来操作，那乙方就需要策划整个活动，

包括场地选择、活动流程安排、活动亮点、场地布置、人流动

向等，其中现场鲜花的布置配色、茶歇是由酒店提供还是另

外准备，灯光及音响的配置数量、礼仪的挑选及服装的挑选，

都需要在明确合作意向后一一确定。“酒店提供的茶歇一般

比外面找来的要贵，如果甲方预算有限，可以从外面找供应

商，但也有酒店不允许外面的茶歇进入。”

而如果甲方有明确的场地或合作酒店，对茶歇、鲜花等

也没有额外的要求，作为乙方的活动策划公司需要负责的就

相对少一些。但总体来说，这跟甲方的活动费用是紧密相关

的。“不算酒店、礼品采购、接待费用的话，如果是10万元左

右的年会，基本上就是一些搭建布置的费用，这一般是非常

小型的年会；如果是上20万元的，我们会给出非常详细的报

价单，每一项都有明确的说明；而如果需要请一位大咖明星

来年会演出，一般最起码要上50万元，具体要视明星出场费

而定。”袁满表示，在前期沟通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活动

费用不明确，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策划方就很难为甲方量

身打造一场满意的年会。

袁满提到，这几年因为一些庄园、度假区的出现，部分公司

也会选择出城，去周边地区办年会。这样的风气早些年在北

京、上海等城市已经流行了，但在杭州目前还只是极少数。

为其他公司做过这么多场年会，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自己

公司的年会。这是因为在别人的年会中，袁满作为参与执行

人员常常是“别人坐着我站着，别人吃着我看着”，还要保持高

度的紧张，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各个环节的衔接，另一方面要预

防各类突发事件，毕竟年会上的突发事件是最多的。而自己

公司的年会虽然袁满也累，整个流程也做得比较常规，可心里

会觉得这是为自己做的活动，心情也会轻松愉快许多。

作为一家传统型企业，刘波所在的公司已经办了十多年

的年会。她至今仍对2006年那一届印象特别深刻，整个会场

布置成传统喜庆的红色，公司领导也都身着红色服装上台。

酷炫华丽的灯光秀，复合式视频回顾全年，这些在今天看来并

不稀奇的手段，在当时已经可以算是大手笔。他们还从上海

请来了某支电音乐队，来为年会增添气氛。在整台年会中贯

穿的游戏环节是员工最感兴趣的部分，虽然都不是什么新鲜

的游戏，名字听起来甚至有些土气，但因为有奖品，依旧吸引

着员工。那一次年会，在刘波印象中可以算得上其乐融融。

十年里，年会从未间断，不过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刘

波说，作为公司行政部门的主管，现在她更把年会看成是一

个加强企业凝聚力、提升员工认同感的机会，相当于一次团

建活动。同时，年会也是门面工作，办得越隆重，受邀的客户

一般越会对你的公司留下好印象，“所以我们对员工有着装

的要求，比如要求大家穿晚礼服。也有的公司会设置其他的

主题，比如装扮成搞怪的武林高手。”刘波说，年会也是一个

回馈客户的机会，“我们的抽奖环节，不是说做手脚，但是至

少要保证一定比例的奖品是被现场邀请来的客户抽到的。

这样客户心里舒服，员工也没话说。”

但刘波也有她的困惑。在她看来，许多老员工其实都觉

得年会是可有可无的，出节目时不积极，别人在表演节目时

下边没人看，甚至连抽奖环节也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除了几个最大的奖。但这些大奖的奖品和网上盛传的那些

互联网大腕公司比起来，也显得有些尴尬。

下个月又要办年会，根据她多年的经验，年会日期也是

很有讲究的。如果太早，员工开完年会后到过年前这段时间

工作容易懈怠；如果太晚，临近过年，不少员工已经回老家

了。所以一般公司都会选择在过年前10天至15天开年会，

因此，在这个时间段内的酒店也特别难订。“这次我们公司年

会的具体日期、所在酒店，10月时我就已经确定了。”

策划公司说 年会只占很小一部分业务

行政主管说 门面工作年年做，渐显尴尬

企业员工说 希望放下晚会情结，走向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