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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北京保
利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将携带
傅抱石先生及其

女儿的书画精品，登陆
淘宝网，试水传统拍卖行

的在线拍卖。
!月 $%日起，北京、上海

等 "&个省市市民可以登陆淘宝
网进行挂号预约。此前，挂号

网平台已正式接入“淘宝生活”，开通
了北京等 '&个省市数百家医院门诊以
及 #万多名专家预约服务。

……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模式的创新，网购正

在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疆域。
“我在手机上装了手机淘宝客户端，即使

不在电脑旁边也能随时‘淘’东西，遇到限
时抢购促销还能省不少钱。”肖英乐滋滋地
说，自己抢购过很多东西，少则能省 "% 元，
多则能省下上百元。

像肖英这样的不在少数，随着 () 技术

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购正在从电脑
端向移动端迅速蔓延。数据显示，截至 $%*$年
底，无线淘宝访问的累计访问用户已突破 (亿
人，接近于美国总人口数；京东已拥有 !+%%万
移动用户；手机当当的用户流量在 ,%*,年也
增长了上百倍，占用户总流量的 ,!-。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年移动购物交
易额达 !!+亿元，增长约 (&+-，预计今年将
达到近 "!++亿元的规模。

他们不仅是冲着移动购物随时随地的便
利来的，更是看上了移动购物的时尚“炫”
体验。看到商品二维码，轻轻一扫，快递马
上送到家；对着手机，说出想要的商品，马
上显示全网商品大比价。

未来，没有最炫，只有更炫。用户足不出
户，在电脑摄像头前，就可以完成衣物的试穿、
试戴、试用，不仅可以看到自己穿戴后的形象
照片，还能通过真实的触摸感，体验穿戴的质
感、材质和重量，试好即可下单购买。

在增强现实技术的支撑下，这些“科幻”
式的场景将在不远的将来很快实现。随着技
术的进步与发展，网络购物的未来将更加精
彩，有着更多的可能。

改变产销流链条
,+"" 年，电商平台易迅网的员工数为 ,!++ 人左右，到

,+",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 (#!+人，同比增长高达 !+-。而
从 ,+",年底到现在，易迅员工数又增加了超过 "+++人。据其
相关负责人透露，易迅网今年要在全国 "+个城市建立新仓库，
员工数量预计还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网购的快速成长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抹亮色。而更值得
关注的是，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网购也正在显示出对传统
业态颠覆与重构的力量。

支付和物流是首先被网购“改造”的行业。
网购萌芽之初，互联网超越了传统信任能够覆盖的范围，

信任和交易支付成为大问题。支付宝担保交易服务推出解决了
支付信任的问题，也发展出一个网络金融大产业。

网购商品从卖家到买家的流通需求，也带动了物流快
递业的发展。数据显示，,+", 年中国快递业务总收入突
破 "+++亿元，较 ,+""年同比增长 (./,-，仅淘宝网和天

猫每天就产生超过 ",++万单包裹量。
而按照披露的计划，阿里巴巴还将携手银泰、复星、顺丰及

“四通一达” （即申通、圆通、中通、亿通、韵达）共同建立一张
能支撑日均 (++亿元网络零售额的智能物流骨干网络，让全中国任何一个
地区做到 ,0小时内送货必达。

随着支付和物流的改善，网络购物获得飞速发展，它颠覆了传统商场实地选购、现场支
付、取货回家的购物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购物模式。在阿里集团副总裁、阿里研
究中心主任梁春晓看来，这背后是商业基础设施的切换：从以商场为代表的传统商业基础设
施，到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新商业基础设施。伴随这个切换，“整个商业景观都
会随之发生变化”。

在这种切换下，传统零售已感受到“寒意”：,+',年，&'家大中型零售企业
百货店销售总额为 ,,&,1#亿元，同比增长仅 &1.,-；而当年网络购物市场交易额
破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除了传统零售业外，网购也正在体现出对传统制造业的重构力量。
梁春晓指出，这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 3,4模式的兴起。有别于厂商
生产商品卖给消费者的 4$3模式，3$4模式则是消费者下单让

厂商按需生产，即 3（顾客）驱动 4（厂商）。
鼠标轻轻一点，根据不同颜色、材质、涂鸦的备选方

案，选择鞋头、鞋跟、鞋带等 25*+个部件，最后
再附以个性签名，确定。(天后，自己 678设计的
球鞋就送上门了。

这是一个普通用户在潮鞋网站爱定客的购物体
验。独特的 3$4模式让爱定客从传统鞋业的高
库存、低毛利走向了零库存、高周转。以回款周
期为例，传统线下鞋业品牌商一般是 #+5'++

天，而爱定客最快只需 '!天。
虽然 3$4 目前还没成气候，

但梁春晓提醒，“千万不要低估现
在正在出现的苗头，它们代表
未来。”在他看来，3$4 模式
代表了“第三次产业革命”所
呼唤的个性化的生产方式，将
重构传统制造业和商业的
生产、销售模式，引领未
来社会零售业的发展。

相比于网络购物的势头高涨、春
光正好，传统百货业却感到有些“风
萧萧兮易水寒”，“关门潮”、“零利
率”的消息时有传来。

在网购冲击下，百货商场会成为
传言中“消失的业态”吗？

百货商场成了“试衣间”？

周末，走进有着近 2+ 年历史的
老字号商场的北京百货大楼。扑面而
来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粉色主题
的母亲节购物宣传，浏览商品的人看
起来也不少。

“人多有什么用，跟前两年相比，
差远了。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成本却
越涨越高了。”热情推销自家商品的
时尚女装店主王蓉，在得知我们来意
后，显得有些黯然。“好些顾客试完
衣服，看着挺满意的，就是不买，问
了价记了号就走。”由于自家经营的
女装在网上都有代购，店里卖的衣服
在淘宝等网店上能打到 # 折，这几年
来，王蓉流失了不少顾客。

除了顾客的流失，更加困扰王蓉
的是成本的节节攀升。“除了收入，
什么都在涨。拿店租来说，两年前的
店租还是 0(++，现在已经涨到 2+++

了。”王蓉介绍说，
店里通过批发市场
进来的衣服，价格
也有一定程度上涨，
但考虑到网购的冲
击因素，不得不压
价卖。

据中国百货商
业协会数据，受访
&' 家大中型百货零
售企业 $+'$ 年销售
总额 $$&$1# 亿元，
同比增长仅 &1.$9，
与 ,+** 年以前平均
*21!-的增长率相比

下滑明显。
面对低迷的业绩，屡有百货集团

关闭门店的消息传出。去年，作为台
湾老牌百货连锁的太平洋百货，关闭
了北京和上海的 ( 家门店；曾是地标
性百货公司的上海第一百货淮海店也
于去年 (月停止营业；今年 , 月，广
百百货正式宣布关闭成都店。虽然这
几年来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传统
百货商场的日子，却并不好过。

谁动了传统百货的“蛋糕”？

“网购对百货商场的影响是必然
的。百货零售的主要困境是之前未能
积累对消费者购物偏好的数据积累，
以及电子商务运营经验欠缺。”北大
新媒体营销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苏萌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相关调查也显示，2!-的网购用
户表示自己通过网上购物减少了外出
购物频率。

而在二三线城市，网购对于百货
业的影响或许更大。苏萌指出，许多
电商企业已经开始抢占二三线城市的
市场，以更便利、更优惠的优势吸引
客户。以甘肃兰州市为例，在去年前
三季度进省 2+++多万快件中，&!-属
于网购快件。一家商场负责人说：

“以单日为例，店里的客流并没有减
少，但成交量至少下降了 *+-。以前
开单之后成交量至少 .+-，现在不到
&+-。”

在市场份额流失的同时，经营成
本的不断加大也使得实体商场的利润
空间被不断压缩。三十出头的秦爽是
北京一家商场的企宣，谈及营业状
况，他有些无奈：商场去年的营业额
达到 . 亿元，可净利润只有 (+++ 万
元。“我们的毛利率在 *#-左右，但
是各种开支要 2+++ 多万元。”除了人
工成本，电费也是一大项，每年要
*+++多万元，银行刷卡手续费每年将
近 !++万元，再刨去税费等，商场的
净利润只有 (-左右。

“老业态”如何重迎新春天？

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传统
的百货商场如何生存？从发达国家的
经验来看，传统百货实体店具有品牌
优势、顾客资源和信誉度，发挥优
势，与电商各自为战，有着很大的市
场。此前，银泰百货集团开始利用自
己的物流和进货渠道，将实体店里的
货品搬到互联网上，试水电商平台。
,+*,年，其旗下银泰网实现销售收入
近 2 亿元，同比增长 ,&*-。移动端

:;;顾客也有数万，主动“触网”获
益不少。

改变目前百货商场“千店一面”
的现状，向细分市场路线转型也是一
条选择。

以北京新光天地为例，在这家位
于大望路商业区的商场，来自世界
各地的高档及奢侈品牌占据了大部
分铺面。“很多档次高的衣服在网
上买价钱也差不了多少，在这里还
能多试试，享受这种氛围。”周末和
同事结伴来逛街的李琳说，对于高
端消费群体来说，网购便宜、方便
的优势无法代替他们对于时尚和高
端服务的体验，这也是新光天地、
国贸等百货商场近年来受网购冲击
不大的原因。

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院
长吕本富看来，百货商场更多的发展
可能是走向综合商业体。“现在的代
表是大悦城模式。大悦城里有吃穿住
行、社交休闲，再加上购物，感情交
流在这里是第一位的，顺便来购物，
这也是未来的方向。”

相关专家表示，在购物中心和商
业街全面铺开的态势下，扩大受众范
围，将娱乐纳入到经营范围，为更多
逛街人群“一个商场逛一天”的服
务，也是百货商场的出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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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是一个泪水折射光芒的年份。在人们因非典而

掩面饮泣之时，互联网的世界里，却投进了一缕薄薄的阳

光———淘宝网正式上线。

十年里，以淘宝为代表的购物网站，迅疾行进，抢占商业

版图，并将网购深深嵌入人们的消费习惯中。

十年里，网购膨胀的态势，让传统百货惊讶、不安，

继而寻求转型。传统百货不甘心沦为网店的“试衣间”，它

们或坚守，或转战，或颓然倾倒，或顺势“触网”。

回望十年网购路，尘土飞扬的背后，是中国人生活习

惯的变迁，是消费需求的转移，更是商业模式的嬗变。

网络购
物 ：

颠覆与
重构

张意轩
岳小乔

十多年前，北京、上海和广

州曾展开过一场“互联网生存实

验”。在三天三夜的时间里，挑

战者们被锁在一间透明的房屋

里，只能通过房间里能够上网的

电脑购买维持生命的食物和水。

挑战者们要尝试依靠网络购物，

向外界证明自己能活下去。

今天的人们已很难想象当年

实验引起的强烈关注，网购已像

油盐酱醋茶一般，成为生活的一

部分。

据统计，$+'$年中国网购用

户规模达 $10$ 亿人，接近英国、

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四国人口总

和。$+'$年中国网络购物年交易

额达到 '$!.0 亿元，十年前只有

'+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 '++-。

未来有更多可能

网购人生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请凭有效证件到 '号楼西侧领取。”中午 '$点，正

在自习室看书的北京研二学生肖英收到了快递员的短信。
“网上的东西便宜啊，样式也多，还能想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下单后

就可以坐等送货上门啦！”如今，肖英的衣食住行中有不少都来自于网购。说起
网购的好处，自称“无网购不生活”的肖英一口气罗列了好几条。

冲着这些优势，十多年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网购大军中。普通如衣帽鞋
袜、话费点卡、数码家电、美食特产，怪异如夏日的阳光、森林的空气、剪断缘
分的剪刀、故意烤糊的蛋糕。“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从高楼林立的繁华大都市，到尘土飞扬的偏远小县城；从时髦的白领丽人，
到朴素的村民，网购无处不在。
“我们县城就这么大，很多东西想买都买不到。”家住四川省南部县的张龙

说，而网购让他有了更多选择。
对张龙、肖英来说，网购是一种生活。对另外一群人来说，网购是一种

工作，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潮汕学院的大学生黄业弘，在校期间就和同学一起在淘宝上开店

卖睡衣，如今已是营业额过百万元的“小老板”。“明年我想在学校
设立一个创业奖学金，鼓励师弟师妹们积极创业。”他说。

黄业弘并非个例。据淘宝网调查显示，网店店主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1'-。

低成本、低风险、低门槛的网店创业模式，在受到缺资金、缺经验的
年轻人追捧的同时，也为其他弱势群体提供了成就梦想的机会。

右手右脚行动不便的陈晓良通过开网店，从一只网络菜鸟变成了
一个有货源有经验的专职网店店主，年销售额超过 &++万元，在收获
事业成功的同时，他也收获了爱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据初步
统计，'+年来，已有超过 (万名的残疾人选择在淘宝平台创业。

农民也在网购中找到了对接大市场的钥匙。山东省嘉祥县黄垓乡
村民孟宏伟开网店，甚至接到了来自迪拜的千万元大订单，这个只在
照片上见过“帆船酒店”的农村人，把村里养殖的 !++头奶牛、(+++

只绵羊漂洋过海卖到了迪拜。如今他已年销 '+万头（只）活牛羊。
据统计，截至 $+''年，已有 '#'万名农民（含县） 成为淘宝网

商，成为网商的农民人均月收入集中在 $+++—!+++ 元之间，远高于
未上网农民收入的 '!++—$+++元。

网购的迅猛发展还衍生出一系列新职业。快递员、网店装修师、
帮助买家议价的网络“砍价师”、帮卖家做网络营销推广的“淘宝
客”、帮人选择服饰的“搭配师”、“秒杀”走红催生的职业代拍人、
网店软件商、网店培训师、网店职业经理人……据不完全统计，为支
撑网购发展的直接、间接就业人员，目前已经超过 '+++万人。

湖南小伙子张玉超，$+'$ 年到深圳应聘成为一名电商平台易讯
网的快递员，平均每个月能拿到 !+++元左右的工资，$!岁的他，在
晋升为站长助理后，还将在今年 2月继续晋升为分站站长，成为一名
可以独立管理一个分站的基层干部。“公司每年给我们提供四次晋升
机会”，张玉超说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能跟着网购一起成长。

春 鸣图制图：潘旭涛

杨仕成图

网络购物后，消费者收到商品

之日七日内无条件退货。近日，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

草案做出上述规定。 唐志顺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