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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民的大规模增
加，网购群体已经分为许多层
面，分众化的消费倾向已经比较明
显”。方兴东告诉记者，消费者的分众化
习惯，也为商家提供了机会。

分众化的消费习惯体现在诸多方面。雾霾影
响下，去年全国的淘宝用户花了 8.7亿元用在抗霾用
品上；去年3000万男性用户消费181亿元在淘宝上购
买母婴用品，已占母婴用品用户总数的44%，有人表
示，“父婴时代”正在来临；南方寒冷的初春，让去
年 1至 3月购买取暖设备的南方人，数量上远远超过
了北方人……

电商既在培养消费者的习惯，也在试图用大数据
剖析当下消费群体之规律，以便有的放矢。以京东推
出的“京东数据汇”，淘宝推出的“淘宝十周年时光
机”等为代表，大的电商企业每年都会推出数个基于
全部用户数据的统计，对于在这些平台上的中小商家
来说，无疑可以据此探索今后的发展重点。

“我们更关注数字背后的东西，通过数字去真正
地理解市场的力量。”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这样表达他对这些数据的看法。

今年1月，天津市大数据科技专项“大数据算法
及其应用”项目在天津大学启动。据介绍，该项目可
通过记录网络消费行为，分析出消费者的详细消费习

惯。而在此前，亚马逊已获得一项“预测式发货”的
专利，通过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在其还没有下单购
物前，就提前发出包裹，提升用户体验。而这，也正
是基于亚马逊多年来积累的庞大用户数据。

“过去我们做广告，都在中央电视台、平面媒体
和分众平台，但是利用电子商务大平台数据挖掘成
果，可以精准地推荐消费者想要的产品。”聂林海如
是表示。

在方兴东看来，分众化还体现为购物成为社交的
重要组成部分。朋友间分享购物体验，带动并刺激了
相应的消费习惯，这一点也已为商家所察觉。事实
上，在腾讯与阿里巴巴的竞争中，前者正是利用社交
优势与电商结合，而后者则在努力开拓“来往”等新

社交手段，补强电商优势。
尽管电商经常被网络调侃为“万能的”，小到一

根针，大到一个房子都有购买途径，但面对线下消费
仍占大头的现状，电商们早已跃跃欲试。对于 O2O

（线上到线下） 模式的追求，正是电商们试图改变消
费者习惯的又一步棋。

3月17日，京东宣布与国内10家连锁便利店展开
O2O合作，在北上广等10个城市的11000家店，打通
双方的仓储、供应链和配送能力。按照计划，未来人
们在这些便利店购物，京东的配送队伍最快将 15 分
钟送达，这意味着，就连到身边的便利店购物也变
得多余，人们也许很快会习惯于“足不出户”。

“了解消费者的习惯、偏好和行为特征后，可以
更有针对性，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方兴东表
示，“电商企业应该明白，互联网最大的优势和最终
改变的，都是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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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万达王建林和阿里巴巴马
云 的 亿 元 对 赌 吗 ？ 双 方 约 定 10 年
内，如果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份额占
50％，王健林将给马云 1亿元；如果
没达到，马云给王健林 1 亿元。然
而，一年后，王健林不仅取消对赌，
而且还进军电商领域。

王健林的“露怯”，也许佐证了
比尔·盖茨的断言——“21世纪要么电
子商务，要么无商可务。”未来真是如
此吗？阿里巴巴等开辟了中国电商时
代，2013 年中国网购用户规模达 3.02
亿，市场交易规模达到1.85万亿元，增
长超过 4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约7.9%。面对这些骄人的成绩、
傲人的速度和馋人的潜力，再“近视”
的商家也应能初窥未来端倪吧。

数量的激增渐渐开启质变的大
门。这轮发端于网购的涟漪，汇成社
会生活和产业发展变革的浪潮。不难

看到，青年人衣食住行游的消费习惯
已然迥异于上一代，电脑前的手指代
替了他们逛街的脚步，快递员的车轮
免去了他们的舟车劳顿，口碑评价主
导了他们的选择取向。也不难觉察，
消费端的创新倒逼传统制造业、服务
业的变革，大数据的应用使得企业

“精准制导”成为可能，促使规模化
的刚性生产转向定制化的柔性生产；
销售环节的削减，倒逼企业管理运行
流程的再造；传统服务业触网产生了
颠覆力量，孕育了潜在替代者，如在
线教育挑战传统教育盈利模式，互联
网金融争抢银行传统业务客户等。如
果 传 统 产 业 的 经 营 者 “ 春 眠 不 觉
晓”，错把“浪潮”当“涟漪”，说不
定就被拍死在沙滩上。

电商时代，顺之则昌。不过，看
得到未来，未必看得到结局。在电子
商务的汹涌波涛中，成功的案例不

少，而失败的更多。“先锋”变“先
驱”的悲壮，警示企业需要解决好如
何顺势的问题。电子商务的发展仍要
恪守基本的商业准则。没有优质产品
和服务的电商化，只是昙花一现；没
有核心能力的构建，则陷入价格战等
恶性循环；没有快速增长过程中的风
险防范，就会引发巅峰之后的悬崖效
应。

传统步伐难走时代新路，这话不
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政府。把握电
商时代新机遇，政府要不断深化改革，
简政放权，逐步将现有“规模赶超型”
政策体系，调整为“创新导向型”政策
体系，促进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良性
互动、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有机衔接，
推动内需市场不断壮大、产业转型升
级不断加速。唯有政府顺势而为，企
业乘势而上，中国才能更好地拥抱互
联网时代，变追赶为引领。

“互联网、电子商务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习惯和消费习惯，这是一个大势。”商务部电子
商务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聂林海的这个表述，概括
了已有近 20 年历史的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和趋
势。

在网购大潮的裹挟之中，在电商企业有的放
矢的引导与刺激之下，人们的消费习惯已发生巨
变。而这些新的、分众化的消费习惯，也在促使
电商不断探索，在大数据等技术支持之下，分
析、预测人们的习惯，并以此为据谋划未来。

山东潍坊的林学，最近装修
了他的新房子。在整个过程中，他从

淘宝上找人设计，从淘宝上买材料，唯一
要在线下完成的就是请人前来施工，他觉得自

己在“享受装修家的过程”。据统计，和他一样借助
淘宝来装修的人，仅2003年至2013年间，就有2065万。
而在 20 年前，北京知名媒体人高严在装修家里时，一次

次地开车到建材市场，有时因为材料尺寸不对，还需要反复来回
跑，他记得那時候自己“累得够呛”，直到现在，一想起装修房子就觉得

累。
这20年，正是中国电子商务从起步到逐渐成熟的20年。自1995年起步至

今，中国电子商务在占据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位置的同时时，，在业内人士看在业内人士看
来来，，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尤其是网购也大幅度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尤其是网购也大幅度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人们的消费习惯从挑东西开始就变了。除了是
在网上挑东西外，许多人早已养成了买东西前看评
价、看卖家信用的习惯。而这也让卖家把信用值看
得格外重要。

在山东青岛经营一家网店的鲁盛告诉记者，他
的店如今有着“双皇冠”信誉，这是大家愿意来买
东西的重要原因，而高于同行平均打分的商品描
述、服务态度和发货速度，也让许多人愿意在他的
店里下单。“以前卖东西靠卖家一张嘴，现在人家直
接看你信誉就行了”。

“以前买东西，信息是不对称的，价格也经常虚
高，但是互联网解决了这个问题”，互联网实验室创
始人方兴东出生于浙江义乌，他告诉记者，从义乌
批发到全国各地市场的日用品，到消费者手里基本
就涨价 5 到 10 倍，而电商则既方便又物美价廉，自
然吸引了消费者。

随着电商的发展，人们对于物流的要求也越来
越挑剔。在聂林海看来，“物流智慧化”正成为大势
所趋，买家、卖家都可以监控物流处在什么状态，

并降低了物流成本。
在中关村工作的李川，在微信里关注了顺丰快递等公共账号，只需输入

单号，就可以随时获知快递在何时到了何地，甚至会显示快递员姓名和电
话。李川对记者承认，几年网购下来，“希望能精准控制拿货的时间与流程”。

最重要的习惯改变是，人们的购物选择从线下逐渐转向了网上。据商务
部电子商务司副司长张佩东介绍，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总交易额已经超过10
万亿元，其中网络销售交易额约1.85万亿元。据分析，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商务部在 《促进电子商务应用的实施意见》 中表
示，到2015年，要使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8万亿元，使得网络零售交易额相
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以上。

人们还在逐渐地习惯在移动设备上购物。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
2013年中国移动网络购物交易额达1696.3亿元，增长168.6%，这一速度远超
过网购的整体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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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消费者习惯的改
变，除了网购大潮本身带来大潮本身带来的影响外，还打下
了诸多电商企业的烙印。这些企业或以创新的
方式，或以竞争的方式，强势改变着消费者的
习惯。

“双 11”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网友定义
的“光棍节”，在电商的强势发力中，变成

了购物狂欢节。经过短短5年发展，在
去年的11月11日，支付宝交易额

达到 350.19 亿元，远超过美
国最火爆的购物日之一

“网络星期一”。
电 商 公 司
的 “ 指 哪

打

哪”远不止于此此。。在开拓新领域在开拓新领域、、移动购物、
移动支付等多个方面，电商公司有过许多改变
消费者习惯的做法。

自去年“双11”开始，淘宝就将移动客户
端作为重点推介的对象，推出了专门的手机端
优惠和红包等。而在去年的“双 12”，淘宝为
吸引用户转向移动客户端，花3600万元将当天
开奖的双色球所有彩票买断，免费发给消费
者，但前提是只能从淘宝手机客户端获取。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天猫提供的数据显
示，仅“双 12”当天，手机淘宝用户已超过
1.13 亿，而手机淘宝成交额则达到 53.5 亿
元，占整体的20%，是2012 年的5.6 倍。

许多人的移动支付习惯是从马年春节后开
始的。微信推出“抢红包”活动，在短短 8天
内，超过 800万用户参与，借此吸引的新用户
数量庞大，被网友调侃为“一夜之间干了支付

宝 8 年的活儿”。而手机淘宝则在今年“三
八”妇女节时，联手全国八大城市的

37 家大型百货商场、1500 个品牌
专柜、230 家歌厅、288
家影院、800家餐厅，以
低价“请”消费者过节。

李川告诉记者，他
最近用“快的打车”叫
来 一 辆 出 租 车 去 中 关
村，并用手机支付宝付
款。随后，在中关村的

“上品折扣”购物时，他

又发现，这里可以用微信扫描二维码付款。
“对我来说，直到一年前，用网银付款还是专
门在电脑上干的事呢！”

在方兴东看来，电商之所以能“指哪打
哪”，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让消费者拥有了更多
的自主权，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在网上购
物，你可以得到很多线下购物没有的权利，拥
有更高的自由度，所以买过几次之后，基本上
对网购会越来越依赖。电商们推出的活动也本
着这个原则，自然受欢迎。”

数据显示，电商的确在形成消费者们的新
习惯。以“双11”为例，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参加 2013 年“双 11”购
物节的网友中，有 65.3%表示会参加 2014年的

“双 11”，且只有 2.3%的用户明确表示不再参
加。

电商企业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已经在大
城市里站稳脚跟的电商，开始将眼光瞄向县城
甚至农村。已经在网上做的风生水起的电商，
开始将眼光瞄向线下服务。甚至此前很难进军
的汽车、奢侈品等市场，电商们也在跃跃欲
试。

没有消费需求？
电商“无中生有”
没有消费需求？
电商“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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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双11”，天猫揽金350亿元。

从“双11”到“双12”，电商很会制造商机。从“双11”到“双12”，电商很会制造商机。

网购瘾

在天津老人大学网购班上，老师 （右二） 在
指导老年学员网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