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极一时 人人跟风

!"元可以享受原价 #"$元的牛排套餐，#"元可以换
购原价 $%元的电影票，甚至还能 %元抽 &'()，这就是团
购网站能带给人的“便宜”。

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表现形式，团购网站起源于
#%%$年美国 *+,-.,/公司，最初的商业模式是网站每天
推出一款团购服务，用折扣来吸引消费者，用户购买后
在线付款，网站与商家按一定比例进行收入分成。正是
因为 *+,-.,/的崛起，才让国内更多的投资者发觉到团
购行业的魅力。

#%0% 年初，*+,-.,/ 的这种商业模式传入中国。
“每天一团”的形式很快被网友所接受，以美团网为首的
最早涉足此领域的几个团购网站很快成长起来。同年 "

月，拉手网紧接着又开创了“一天多团”的模式，在同
一天的主页面中向用户推出多款团购活动，团购商品和
服务很快遍及日常生活中吃、穿、用、行等多个方面。
网友用户也从最开始的半信半疑，转为大力追捧。一时
之间，中国的团购业无论是从网站数量，还是单天推出
的团购商品数量，都成几何倍地增长。

不到一年时间里，超过 !%%%家团购网站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各种风投资本都瞄准了团购网站这个看似潜力
无穷的市场，尤其是针对“北上广”等大型城市的团购
争夺，激烈异常。消费者对于团购所带来的超低折扣也
是津津乐道，大有“不团购，无消费”的势头。

恶性竞争 残酷淘汰

随着“团购”概念愈炒愈热，“中国式团购”似乎
慢慢变了味。团购网站竞争激烈，进入了“低价复低价”
的怪圈。广告大战、高薪挖角、倒贴商家赔本赚吆喝等
等，种种疯狂的背后是在快速培育了中国的团购市场的
同时，也让团购行业很快跌入了漫长的“寒冬”。很多网
站或一夜之间从行业中消失，或艰难面临倒闭和破产，
或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据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年底，全国团购网站累
计诞生总数高达 2133 家，不过累计关闭 45$# 家，死亡
率已达 !26，尚运营中 #2"!家。而截至 #月底，真正还
在维持运营 7减除虽能访问但团购活动已经 3 天以上不
再更新8 的团购网站数量只有 "54 家。倒闭、合并，这
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团购网站中发生。

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一些排名
靠前的团购网站不惜用“烧钱”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
位。据 《北京商报》 报道，在团购烧钱最为疯狂的半年

里，拉手网半年净亏损近 5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秒
钟就要烧掉 #!张百元大钞。而据人人网财报显示，其旗
下团购网站糯米网在 #91# 年的净亏损也达到 #34% 万美
元，约合 1:3亿元人民币。

除了竞争激烈外，团购网站的诚信问题也是迫使行
业自身“门户清理”的一个重要因素。据 41! 消费电子
投诉网数据显示，涉及团购诈骗类的投诉已占投诉总量
的 5#:!26，很多消费者由于不了解商家的信誉、产品的
质量、服务的优良性等问题，团购之后大失所望。而这
些团购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只能由团购网站来“买单”。

行业整合 转型求变

虽然行业内杀得一片血光，但并不影响整个团购业
的向上趋势，毕竟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需要这样
一个渠道去打通线上与线下的交易。据国内团购导航网
站团 $%%发布的数据显示，#%14年 5月份团购网站购买
人次达到 5!%":$万人，环比上月增长 $:$6；在售团单数
量仍然保持在 4% 万以上，达到 45:$ 万个，环比微涨
1:56；当月成交额以 #4:"亿元再次创下新高，较上月增
长 1:"6，而 #%11年这一数字仅为 2:!亿元，这意味着两
年间团购体量增长近 5倍。

就像一位业内人士比喻的那样，团购行业一定会是
持久战，而且战局开始从“混战”变为“华山论剑”。存
活下来的团购网站开始不断加强自身服务体系，使之更
加专业化、细分化、地域化、个性化，突出网站自身优
势。而那些排名靠前的团购网站领头者，也开始纷纷转
型求变，主动谋求新的出路。

人气较高的拉手网和窝窝团开始转型商城模式，从
以产品团购为主转为建立商户平台，希望在本地生活服
务电子商务上寻求突破。而美团网、糯米网则开始高调
启动人数庞大的招聘计划，除了重启去年关闭的二三线
城市分支机构外，还把触角伸到了国内四线城市。

据分析师预测，“中国式团购”接下来将会呈现新
的趋势，一是粗放式扩张时代即将结束，精细化运营将
成主流。二是团购市场从两年前的资本导向型向服务导
向型转变。重视用户体验，将团购服务品质放在首位的
团购企业正表现出后来者居上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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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眼中的微博小编什么样？是否像人们所说，他们
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用汗水和创意精心制作每一篇
15%字，带给你片刻的欢愉或沉思，求得你的共鸣和关
注？

无论屏幕前面这位编辑是“3%后”、“$% 后”，还
是“"% 后”，是主编、编辑或实习生，当他点击“发
布”的那一刻，他在所有“粉丝”面前，一律平等。
我就是这样一名“微博小编”。编微博说来很简单，就
三个步骤：选新闻，做标题，编辑发布。但和普通意
义上的网编不同，一篇新闻浓缩而成的微博，既要求
独立成篇，又要引起读者对新闻全文的阅读兴趣；若是
评论，还不能只为追求眼球效应而断章取义；更不可小
瞧微博所配的那张小小的图片，很多时候，配图可以起
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甚至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实，微博这个东西时至今日已不新鲜，但对任何
一个媒体，微博却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阵地，一个能最
可能贴近受众的地方。是的，无论就海外版这张报纸而
言，还是海外网这个年轻的网站，这是我们离读者和网
友最近的地方。每天，我们的望海楼时评，我们的港澳
台报道，我们的“焦点关注”、“独家观察”和“国际

猛评”……每一篇微博的编发，有可能吸引更多的读
者，面向更多可能需要听到我们声音的朋友。网友的每
一次反馈，每一句回复，每一个表情，带给微博小编的
都是一份分享的喜悦和成就感。哪怕是尖锐的批评、指
责与误解，对于一个在一些人刻板印象中仿佛“高高在
上”不愿放下身段的媒体而言，我们更渴望这份关注与
交流。

要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这张报纸在全球的发
行量近百万，我们的《中东刊》甚至送到了迪拜的“帆
船酒店”里。但这个过程，一张报纸用了近 4% 年。而
我们 ;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的微博“粉丝”量从
!9 到 !999，从 !999 到 0 万，从 0 万到 09 万、#9 万，
仅用了半年。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微博的力量。

我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我期待你的关注。
海外网微博地址：

新浪微博 =>>.?@@AB&C,:D,E@=(&A(&/B>

搜狐微博 =>>.?@@=(&A(&/B>:>:F,=-:D,E

腾讯微博 =>>.?@@>:GG:D,E@=(&A(&/B>

人民微博 =>>.?@@>:.B,.HB:D,E:D/@=(&A(&/B>

（作者为海外网微博主编）

张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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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才能乐业。当下中国，房子成为国人心头
之患，高楼层出不穷，很多老百姓却买不起房。房
价屡调不下，兼有房产商抛出惊世之论：“胸罩那
么小要几百块，按平方米算比房子贵多了，胸罩比
房地产更暴利。”

对此，本报 ! 月 #! 日刊发记者周小苑的市场
观察《房地产商哭穷属卖萌装天真》，!月 41日刊发记者陆培法的市场观察《北
京房价为何越调越涨？》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两篇文章刊出后，包括新浪搜狐等
各大门户在内的 #!9多家网站转载并引发网友热议，其中，房地产专业网站及专
业分析人士对报道内容进行专业探讨，并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住建委立
下军令状，下调房价”表达对房市良性发展的殷切希望。

报道中“房地产商勿卖萌装天真”经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等新媒体转载后，成
为又一网络热词，人人相传，知名房地产商任志强和潘石屹对此回应争鸣，并引
起网友分立两大阵营热烈辩论，掀起房产界舆论热潮。

《房地产商哭穷属卖萌装天真》原文摘要
近日，某知名房地产商面对当前高房价的质疑，极力否认房地

产行业存在暴利，声称如果按平方米算的话，房价甚至还没有胸罩

贵。“和普通制造业相比，房地产行业的利润肯定是高的，这是毫

无疑问的。”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对本报记者表示。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表示，今后 19年整个行业将

进入中速增长的时代。在稳定房价作为一个基本的长期政策，土地

成本、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而价格稳定的情况下，房企只有通过苦

练内功，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才能在未来站稳脚根。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表示，如果我们不对当前高房价

采取调控措施，那么将有更多的人利用房地产作为投资手段，就会

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恶化、官商勾结腐败等一系列后果，这些问题都

与房地产行业发展过快、回报过高有关。

网络名人司马南：任志强又骂报纸，这个反应合乎情理。请大

家注意一个事实：“中国地产党”因恐惧而抱团儿，很多人绕了半

天不知道谁是“中国的利益集团”，不知道利益集团怎样强奸民意。

某人作为利益集团的形象代言人，不是很合适吗？

网友焦原卧虎：人民日报评房地产商拿几百万年薪叫苦卖萌非

常中肯。目前北京市仅高档商品房空置十几万套，而房地产商很少

不欠银行到期贷款。如银行主张债权肯动用法律手段，

房地产商担心物业被执行拍卖会争先恐后降价促销还

贷。但是，银行掌门人同房地产商是什么关系？怎么会

下狠心起诉呢？制度不改革仅限价无济于事。

网友越人诳：任总被批喽。其实我很愿意用两层胸

罩铺满任总家地面，然后胸罩他拿走，房子归我。他这

萌卖的确实丢人现眼！

网友心有北城：海外版是业界良心！“天真卖萌”，

党报说得太客气。

网友李钿：人民日报虽然开始走亲民路线，但也不

是这样屌丝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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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一则寓言小故事：有一个犹太人开了

一家加油站，他赚钱了，第二个犹太人就在加油站

旁边开了一家餐馆，第三个犹太人就在其旁边开了

一个超市，他们都赚钱了；有一个中国人开了一家

加油站，他赚钱了，第二个中国人就在他旁边开了

另一个加油站，第三个中国人又在他旁边开了一个

加油站，后来，他们都没生意

做了。

故 事 的 情

景，有点像中国

的团购网站。

中国式团购：

需求很大，生意难做
本报记者 罗 俊

《北京房价为何越调越涨》原文摘要

一套 $9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在北京市住建委网站

备案时，单价是 #3"!" 元@平方米，但在购房人额外支

付 59 多万元装修款后，单价一跃超过 4:# 万元@平方

米。实际购房款比备案价格暴涨近 !999元@平方米。这

是真实发生在北京住宅市场的营销案例，开发商涨价选

择装修款另算的“曲线加价”方式来实现。

事实已经证明，自从去年限购令生效后，本地的市

场能量得到了极大释放，大批的炒房人流出北京后，房

价不跌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刚性需求的大量涌出。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指出，解决包

括高房价等诸多中国面临的经济难题，只能依靠改革推

进，建议改革突破口从打破阻碍城镇化推进的制度入

手，包括户籍、土地、财税制度等。

北京市住建委目前已经立下军令状，承诺在二季度

要让房价数据有所改观，并且采取了“史上最严厉的价格管制”———不

仅涉及期房，连现房也要限价。预售审批新增副市长签字这道“关卡”。

#914年的房价控制目标，北京市已经分解至各个区县，目前房价控制

目标已直接与相关负责人挂钩。

大河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慕朋举：房价的本原只是市场价格问

题，由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决定，这是实质。为什么越调越涨？只有一个

理由解释，就是所谓的调整没有真正解决供需矛盾，无论是土地还是商

品房，供应量赶不上需求，房价一定会涨！为什么不加大土地供应呢？

理由很多，有一条是明摆着的，供多了地价就会下降！

网友蓝海唯一：高企的房价是一道门槛，将大量想到北京“淘金”

的年轻人挡在了门外。只要是北京的教育、医疗和就业面（含相对

公平的用人机制）等优质资源远远高于二三线城市（偏远小县城就

更不要说了），这个现状将继续存在并有可能“越演越烈”。北京市

政府唯一可做的，就是放弃土地财政的“招拍挂”获得的暴利，提

出该地块将盖的商品房最高限价和必须盖至少百分之四十的“廉租

房”，提供给“北漂一族”和本地的穷人租住，以这样的条件

公开招标出售地皮，条件最优（不是价高）者获得。

网友给点阳光就璀璨：相对其他一线城市，北京有更多的

土地是供应给体制内盖福利房的，北京的高房

价很大程度上是全国的富人在为体制内的

福利买单，只是买房后的浮盈掩盖了

背后的巨大不公，主动买单的人前赴

后继，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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