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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

低高档热卖 中档遇冷

我们在一家知名购物网站搜索“衬衫”，按销
量从高到低排，前 3000 款衬衫平均价格约为 68
元，最高月销量 5.9 万笔的衬衫价格仅为 59.9 元。
根据纺织企业行业的数据，中档衬衫仅生产成本
就需要 40 元—65 元，因此市场均价 68 元的衬衫，
只能算作低档货范畴。

对其他产品进行检索，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比如搜索“项链”，销量最好的一款仅为 6.8 元，
月销量为3万多件，前200款商品中50元以下的占
比高达 70%。再比如，在另一家购物网站搜索

“智能手机”，选中“移动4G”统一规格，按销量
从高到低排序，销量最高的一款手机价格仅为599
元，而前 5 款热销产品都在 1000 元以下……网购
追求低价还催生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网络砍价
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代顾客砍价。

业内人士指出，追求低价是消费者的正常心
理，但是网购将这种心理无限放大了。一位北京
的网购“达人”对此有着透彻的体会：“我住在海
淀区，朝阳区的促销，如果只是便宜几十块钱，
我是不会跑过去买的，因为要花费路费和时间成
本。但是网购就不一样了，在两个网页之间切
换，不需要成本，哪怕是几块钱之差，我也要买
价格低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道
出了网购低价的另一个原因：“相对实体店，网购
无法接触到实物，消费者由于缺乏对产品质量判
断的信息，更容易出现消费者消费‘比价格’而
不是‘比质量’。”

除了低档货外，假货也是网购的另外一个
“吐槽点”。不久前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 2014年下
半年网购商品抽查结果显示，全国网购的正品率
不足六成。根据腾讯企鹅智酷发起的网购调查数
据显示，经常网购的用户中，对网购商品整体较
为满意的用户不到 1/4，而近半数 （49.3%） 的网
购用户将“商品质量差，为仿制品”作为不满意
原因的首选。

值得注意的是，
低档货大卖的同时，
高档货在受宠，只不
过，二者的购买方式
不太一样。财富品质
研究院最新发布《中
国奢侈品报告》 显
示，中国人去年买走
全球 46%的奢侈品，
是全球奢侈品市场无
可争议的最大买家。
而中国人购买奢侈品
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新
型网购——“海淘”。据 Pay-
Pal 发布的 《全球跨境电子商
务报告》 显示，预计到 2018
年 ， 中 国 “ 海 淘 族 ” 将 达
3600万人，消费金额超过1万
亿元。聚美优品 CEO 陈欧坦
言，2015 年最重要的战略布
局、核心业务就是海淘；就连
顺丰速递都已经杀入海淘市
场。

不难发现，目前的网购市
场基本形成了低档货大卖、高
档货海淘、中档货受冷的局
面，而这种局面必定对中国产
业升级产生强大作用力。

浙江省临安市昌化镇白牛村是全国
四大淘宝村之一，曾经靠电商卖炒货使
村民们走上致富路，现如今这个村子
却开始发愁了。

村民潘小忠是淘宝“山里福
娃”网店店主，他算了一笔账：

今年山核桃行情不太好，一斤进价
73 元，加工完成本达 81 元，现在
市场上也就卖到83元。

“以前做这行还有 20％的利
润，可如今低价竞争太激烈
了，为了抢市场大家把价格
都压到成本价了！这么做
下去，是作死的节奏！”
潘小忠说。

抱 怨 电 商 的 不 止
村民。去年年底，纺
织服装行业工业增
加 值 持 续 回 落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瑞哲断言，电商是“罪魁祸
首”，给行业生态带来残酷破坏。

“电商动不动就搞‘价格战’，进行打折促销，不利于
形成一个创新的环境，也不利于中国制造升级。”中国人民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程大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有分析指出，目前中国品牌多为中档货，而网购造成
了中档货遇冷，使品牌附加值进一步挤压，有的厂商不得
不转而生产低价、低附加值的产品，以换取市场份额。低
价模式不要说产业升级，有时连维持生存都比较困难，凡
客就是一个例子。

“爱网络，爱自由……也爱 29块的 T-Shirt……我是凡
客。”作家韩寒为凡客代言的这几句广告词曾风靡一时。衬
衣29元，凡客就是为了网购低价而诞生的。这个2007年成
立的品牌，红火一时之后便一路走向了衰落，如今，凡客
不得不将1.3万多员工裁员到不到300人。

有一次，凡客创始人陈年脱下袜子，光脚踩在地毯
上。他用手摸着前脚掌两侧的关节，抬起头问：“知道为什
么很多欧美的潮牌板鞋会磨脚吗？”他自问自答道：“因为
欧美人的脚是瘦长型的，而中国人的脚这个地方比较宽，
所以做鞋一定要注意防压。这里面太多讲究了，我现在只
关心这些细节。”

陈年从主打低价到关注细节，本身就是产业转型升级
的写照。只可惜，被电商绊了一脚的凡客，虽然努力寻求
东山再起，但前途并非坦途。

除了电商带来的低价以外，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
思考电商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

不久前，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邵立勤，援引了美国 《商业周刊》 中文网一篇文章里的一
句话：欧美已经开始4.0版革命，而中国还在为淘宝买卖廉
价次品而沾沾自喜。同时他指出：“目前德国的小公司都在
搞4.0了，而我们大家还在搞别的东西。很可能在即将到来
的工业革命的阶段又将会把中国抛弃掉。”

工业 4.0的概念诞生于德国，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和生产
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其三大组成是
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淘
宝是阻碍工业4.0的发展，还是如流传
般将被工业 4.0 消灭？目前众说纷
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要
想不错过工业 4.0 带来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电商和厂商都需要作出改变。

低
档
货
大
卖

附
加
值
很
低

安徽人黄
云峰一直做着
生产代加工的
生意，但是利
润很薄。直到
2008 年 ， 黄

云峰开始为网店生产衣服。由于省掉了中间环
节，所以利润也翻了几倍。黄云峰过上了相当滋
润的日子。

没多久，电商开始了爆发式发展。为了争夺
电商订单，贴牌作坊纷纷压低价格，商家也借此
压价，再加上面料、辅料价格上涨，贴牌生产压
力越来越大。

黄云峰回忆道，那时候好不容易发下工人工
资后，他和妻子穷得只能买两根火腿肠来“庆
祝”又熬过一个月。

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2011 年初，黄云峰
和妻子开始筹划成立自己的品牌经。经过短短3年
的发展，黄云峰的童装品牌在天猫、京东等平台
开了直营店，产品已经进入国际市场。

黄云峰的故事正是中国电商的故事。不过，
黄云峰先走了一步，完成了从价格战到品牌战的
转变。而许多商家正处在这两个阶段的中间。

“尽管电商目前存在着‘低档货大卖’、‘假冒
伪劣’问题，但也只是阶段性的。处于产业链低
端的中国制造业要想转型升级，必须靠创新拥有
自主品牌，创造优质的产品。”周业安向本报表
示。

业内人士指出，电商的未来应该是摆脱目前
杀价平台的定位，与产品进行更深层次的融合。

“电子商务对于产业升级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
记录下消费者的整个购物轨迹，通过后台的‘大
数据’，对消费者进行精准生产和营销，在这个开
放性的平台上进行技术创造。生产厂家将用户在
互联网对产品的评价、建议参与到创新过程，去
主动发现潜在消费者偏好，大大加快企业产品创
新速度。”周业安说。

小米经常被作为与电商深度融合的范例。小
米利用网络精准分析消费者喜好，分析消费者使
用习惯，进行产品研发，实现产品升级换代。比

如，注重用户体验，优化操作方式和流
畅性，美化界面最后推出主题商城……

将用户的抱怨转化成了产品的创
新点。

“当下几乎所有行业都
开始了电子商务的步伐，中

国制造业再升级那
就是大规模定制的
个 性 化 生 产 。 因
此 ， 对 比 淘 宝 的

‘大而全’，应该对
电商平台进行进一
步的细化，将电商
平台直接和生产环
节相结合，实现大
规模定制的个性化
生产。”程大为说。

未来：

电商不只是

杀价平台

说唱秀 新华社记者 高 微作说唱秀 新华社记者 高 微作

一则报道与一个事实之间的

反差，很耐人寻味。

报道是，2014 年，中国成

功研发变频冰箱控制器，从根本

上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将推动

节能、保鲜效果好的变频冰箱成

为消费主流。

事实是，我们在某知名购物

网站搜索“冰箱”，销售排名前

几位的全部为定频冰箱。销量最

大的一款价格 1399元，而它的

各项参数基本均比较落后：定

频、直冷、手动除霜……

这一反差，促使业内人士和

专家思考，电商对于中国的产业

升级，究竟是推动力还是一种羁

绊？

低价：

产业升级的沉重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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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游客去日本都要抢购马桶盖、电饭煲、电吹风、刀具
等生活用品的新闻，又扫了回国人的面子。

凡有国人处，商店便缺货，这回不是巴黎的奢侈品街头，却只是
一个马桶盖。一个价值2000多元人民币的马桶盖自然谈不上便宜，只
因具有抗菌、可冲洗和座圈瞬间加热的智能功能。此外，其余被抢购

的产品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电饭煲煮饭粒粒晶莹不粘锅，电吹
风通过纳米水离子技术，让头发干爽柔滑，陶瓷刀所用

材料竟比普通钢耐磨60倍。
如果说奢侈品海外消费有要面子的

因素，那这些日用品的海外消
费则是击中了中国制

造 的 痛 点 。
当人

口红利不在，当排浪式消费结束，中国制造是否有能力把有个性消费
需求的消费者留在国内市场、留在中国制造上？

毋庸置疑，提升中国制造离不开中国制造业整个行业的良好发展
态势，但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却陷入到了有钱就逃离制造业的怪圈，前
两年的房地产，近两年的互联网经济，都是资本竞相追逐的领域。一
句话，做实业太苦，费心挣不到什么钱。于是在市场的投资回报博弈
下，民间资本便越来越失去了进入制造业的动力。随着这几年中国劳
动力价格的上升，原来的代工纷纷转向东南亚等国家，中国的制造业
面临着空心化的窘境。

而此时，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却一直在去金融化并促使制造业向本
土回流，一向重视制造业的德国则进一步提出了“工业 4.0”的愿景。
就像步步踏空的行情，中国似乎总慢了一步。

行业匮乏创新的动力，市场不买账，民间资本不进入，一些制造行业
一方面产能过剩，一方面消费者却又奔向海外购买此类产品，供给过剩

和供给不足矛盾地存在着。中间缺的到底是什么？
想起凡客做白衬衫的故事，喧嚣过后，寻找会做白

衬衫的高手，研究面料，裁剪的细节，甚至是几
个褶皱的设计。在看似简单的问题

背后，挑掉的是中国制造的
浮躁，让匠人精神

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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