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宜

在北京某媒体供职的陈
琪（化名），是一位“网购迷”。
点开她在淘宝网的消费清单，
2012年已消费52笔、16200多
元，其中衣帽服饰占了大多
数。

“我为什么爱网购？主要
是便宜。你看我现在穿的这
件大衣，纯羊毛、基本款，去年
冬天买的，只花了 750 元，这
个价格在商场只能买件羊毛
衫。”陈琪说。

刚入冬时，陈琪去商场逛
了逛，想买一件质量好的大
衣。“大衣是大件，多花点就多
花点。”她自己好不容易下定
决心，可去商场转了一圈，又
打了退堂鼓。“去年我看中一
件国内品牌的大衣，标价2000
多我也没舍得买，没想到今年
涨成这样，半个月的工资也就
买件大衣！”

盘点两年多的网购经历，
陈琪不仅买了裙子、大衣等衣
帽服饰，买了茶杯、收纳筐等
家居用品，还买过桂林米粉、
武汉热干面等地方特产，甚至
手机充值卡、演唱会门票等商
品也在她的选购之列。“加上
在当当网上买过的书、在携程
上订购的机票和酒店、用网银
交的水电费，网购几乎覆盖了
我的生活，我简直是把自己

‘搬’到了网上。”陈琪开玩笑
地说。

陈琪介绍，自己身边网购
的人也非常多，同事之间、同
学之间经常交流，哪家店铺上
新货了、哪家店铺打折了，都
是大家讨论的热门话题。

方便

张女士退休后迷上网购，
最吸引她的是网上商品极大
丰富，远超预期。“商场能找到
的东西，网上几乎都能找到；
商场找不到的个性商品、冷门
商品，在网上也能轻松搜到。”

张女士生于湖北，曾在瑞士工
作多年。“我在网上买到了自
己爱吃的家乡莲藕，瑞士奶
酪、法国驱蚊水，真方便。”

“一个商场的商品再多，
也是有限的，而网上的商品则
是海量。只要输入关键字，就
可以轻松搜到。”李江予说。
在网络上，从最常见的服装鞋
帽、日用百货，到家具建材等
大件商品，应有尽有，还有电
影票、演唱会门票等文化产
品。不仅有实物商品，也有游
戏点卡等虚拟商品，不仅有各
地的土特产，海外产品也可以
轻松买到。

除此之外，与网购相联系
的“送货上门”，也省去了消费

者堵车、跑路、拎着沉甸甸的
东西跑来跑去的烦恼。点点
鼠标就可以完成交易，等着送
货上门，省时省力。

支付如何安全便捷，曾让
许多人犹豫要不要网购。现
在，支付宝以及与银行卡绑定
的快捷支付，让消费者可以轻

松网购。“只需输密码和校验
码，选好商品后，不到一分钟
就能完成支付。比起在商场
排队交钱的惨况，在网上才有

‘顾客是上帝’的感觉。”陈琪
说。

创新

最近，湖北省仙桃市服装
店老板张娇英十分苦闷。她
代理一家国内二线品牌多年，
一直经营得不错，可今年她发
现，不少老顾客试的多、买的
少，就连国庆旺季也不例外。

“一开始我也不明白，打听好
久才知道是被网购害的。”张
娇英发现，网上的“代购”常常
能打到六五折，而且哪里发货

的都有，我们这种地区品牌代
理是越来越没有优势了。张
娇英告诉记者，她已经开始考
虑开一家网店。

张娇英的苦闷，生动说明
网购催生出的新商业模式，打
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成为
一种消费模式的创新，正在对
传统商业模式产生颠覆性影
响。

延伸阅读

如今，靠网购起家的淘
宝、阿里巴巴、当当等购物网
站已经站稳脚跟，而且一大
批传统商家、企业也纷纷推
出自己的网络平台，银泰集
团的银泰网、中粮的我买网，
以及苏宁、大中等网站的顾
客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

“网络购物，是典型的消
费创新。”李江予说。网络购
物直接带动了快递业的快速
兴起。网络购物以快递形式
发货，巨大的业务量，令我国
快递行业快速扩张。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信息
显示，近5年业务量年均增长
率达27.23%，日均快递处理量
从 300 万 件 增 长 到 1300 万
件。目前，我国快递企业超过
6800 家，快递营业网点达 6.4
万处，快递从业人员已超过70
万。

淘宝网发布的信息显示，
淘宝网和天猫商城每天的包
裹量逾800万，占整个快递业
总包裹量的近六成。“如果将
这些包裹堆起来，每个月可以
盖一座胡夫金字塔。”淘宝网
数据中心人士形象地说。（本
报记者 袁莎莎）

观点：我们为什么爱网购

故事
登录淘宝网，一家CY故事的小店内正出售

着许多故事。漂亮的插画、温暖的文字让人感到
了文字商品的另一种样貌--文艺、清新、特别。

在这个小店里出售多种标价产品。如“原来
香水可以喝”、“捡垃圾的大妈”、“那些年我们租
过的房子”等等类似这样的故事标价1元。如“这
年头，谁没有过看心理医生的想法，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在线倾听！”这样的心里咨询服务则标
价120元。除此之外，小店还提供写手信件、定制
明信片，失恋套餐、表白套餐、失业激励套餐等等
服务。其公告栏中写道：“这是一家贩卖故事的
小店，带走别人的故事，留下你的故事。”

那么看完商品信息后，会有人拍下商品么。
这如何能实现盈利？“当然不可能维持生计啦，开
店主要是想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故事，要不然
也不会把完整的故事放出来。我理想中的状态
是，你看我的故事，喜欢，你就付给我1元钱。”她
告诉记者，有关于小店经营的模式仍在摸索。（本
报记者 张芳）

末日商品
2012世界末日的概念，让“末日商品”在网上

也火了一把。淘宝指数昨天统计，淘宝网上的应
急用品出现较大增长，最近一个月共卖出7000个
救生包、3万块压缩饼干，《2012》电影中的那张价
值“10亿欧元”的船票也在淘宝网上大卖，最近一
个月卖出了1万张。

“2012 诺亚方舟船票”也出现了销售热潮。
淘宝上不少卖家纷纷上架叫卖，包括纸质船票、
火车票、信封、船卡，消费者可以在票上定制姓
名、性别、国籍、舱位类型、舱位号等个性信息。
船票上附有“联合国授权书”及防伪标记，还有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的亲笔签名。对此，淘宝卖家自称船票是根本不存在
的。大多数消费者都是因为好玩而送给朋友的，“很多一买就
是十几份，作为圣诞礼物很不错”。（本报记者 柳萌）

私房菜
在江苏上学的余小姐苦恼于吃不到正宗川菜，日前，她发

现网上有专门售卖川味私房菜的店铺，网购了一份红烧肥肠，
味道还很正宗。“三天后收到的，真空包装没泄漏，用微波炉
一热就可以吃”，余小姐称，自己在外地上学，难得吃到“家乡
的味道”，在朋友推荐下网购了淘宝上的川味私房菜，感觉还
不错，下次还想试试回锅肉。不过，一份肥肠价格24.8元，再
加快递费12元，比下馆子贵。

蒜苗回锅肉、梅菜扣肉、各种干锅……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在淘宝上搜索“私房菜”、“现做”两个关键词，共出来666个
结果，菜品琳琅满目，包括四川、湖北、浙江等不同地方菜系，
各类菜品罗列，就如同在餐馆里点菜。（本报记者 张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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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
清晨 7 点半刚过，北京天

意小商品批发市场，做生意的
人们已经开始忙碌，随处可见
拉着小推车、提着黑色大塑料
袋进货的人，操着各种口音的
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和市场里
欢乐的圣诞音乐交织在一起。

对这样的情景，张永富早
已十分熟悉。今年 34 岁的他
在淘宝网上经营着一家网店，
生意还不错，如今已经是“三皇
冠”，这里是他几乎每天都要来
进货的地方。

“这是我经常进货的店家，
质量有保证，价钱也都是谈好
的。”张永富看着手里的单子，
上面列着今天要进的货：“这样
的款式紫色和黑色的还有吗？”

“每款来两包吧！”他边利
落地挑货、装袋、付钱，边笑着
说：“做网店最忌讳的就是货压
着卖不出去，所以每次我都少
进些，经常是有顾客订了，我再
来进货，这也算是个小窍门
吧。”

不一会儿，张永富就转了
三四个摊位，把要进的货都进
好了。他熟练地清点着货品，

笑着说：“还记得刚开始做网店
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进
货，到了批发市场学着别人提
着一个黑塑料袋，价格都不敢
问。这几年下来，动物园、大红
门几个批发市场真是熟门熟路
了。”

五年成名
2004年，已在家乡省会联

通公司工作４年的张永富选择
了和女朋友一起来北京考研。

“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做了几
份兼职也都不理想。后来受一
个在ＥＢＡＹ上做电子商务的
朋友触动，我们觉得开网店也
许可以赚些钱。”

2005年10月，两个人的网
店“吉娃娃小铺”正式开业了，
全部的家当只有一台台式电
脑。“对于我们来说，一没资金，
二没货源，三没经验，有的只是
业余时间和创业的激情。”

一开始生意很清淡，两个
人骑着自行车去学校发过传
单，“但效果并不好，每个月只
能挣一两千元钱，这样的情况
持续了一年多。”

直到2006年底，张永富的
网店偶然参加了淘宝网组织的

一个促销活动，生意才有了起
色。后来他又不断调整经营内
容，加大推广营销力度，生意渐
渐红火起来。

读完ＭＢＡ后，张永富开
始专职经营网店。五年时间，
从最初的“一颗星”，到现在的

“三皇冠”，从当初的“夫妻店”
发展到六七个人的团队，生意
最好时一个月营业额达到 20
万元，成了淘宝上小有名气的
店铺。

诚信经营
现在张永富在自己居住的

小区里租了一套房子作为办公
室。每天进完货，他还要整理
前一天的销售清单，统计库存
情况，打包发货，管理客服人员
等。

“现在，网店已经比较稳
定，有固定的供货商，销售也相
对平稳。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
研究做一些什么营销推广活
动，毕竟把货销出去才是正
道。”他说。

“做网店，看上去很美，其
实非常累。最多时我一个人要
同时接待30位顾客，一天要打
包几百上千个包裹，每天只睡

几小时。”张永富说，“做淘宝这
么多年，我也看过很多曾经辉
煌，却又因为各种原因黯然消
失的店主，但我们一直坚持下
来了。”

在他看来，网络上创业最
重要的是诚信经营。他在博客
里写道：“我们不求一夜暴富，
不求大起大落，我们只求每一
步走得踏踏实实。”

未来如何转型
2009 年 3 月，张永富在北

京买了一套二手房，虽然不大，
却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今
年初，他又买了一辆车，“现在
进货更方便了，空闲时还能带
家人去郊外转转。”

现在，张永富思考更多的
是网店如何转型。“虽然我们是
靠淘宝起家的，但未来一定是
做自己的企业，我们已经注册
了两个商标，希望将来能做自
己的产品。”

就在几天前，张永富的女
儿出生了。“现在我的干劲更足
了。就快新的一年了，希望网
店的产品、营销都能进一步提
升，希望我的梦想能走更远。”
（本报记者 吴晶晶）

“创业，有梦想就能走更远”
一位网店店主的创业故事

16.8万元！近日，有网友在天涯社区论坛上晒出自己的网
上淘宝账，从最初的年花费千余元到今年的近17万元--如此消
费让他“泪奔”，也让围观者大跌眼镜。昨日，本报记者调查发
现，尽管消费没有这名网友多，但是网上消费额逐年倍增是成都
网友的共性。然而，网友们最终却发现：网上淘宝图便宜，结果
却是“多的都花出去了”。

骨灰级达人 连盐都要在网上买

网购达人：陈小姐
网购范围：家具家电、衣物、副食品等几乎所有生活用品
年终对账：今年网购超过两万元，占工资收入约50%

“很便宜。”这是陈小姐一直坚持网上购物的理由。四年前，
她走遍了成都大小音像店都没买到所要的CD，回到家在淘宝
上一搜竟发现有好几个商家都在卖该CD，售价也远远低于她
的预期。她从此踏入了网购生活，只有蔬菜、猪肉等鲜活食品不
在网上买。食盐等生活必须品价格虽与实体店相差不大，但“购
买其他商品时就一同买了，很方便”。现在，她即使逛商场也只
是去试穿试用，看网上销售的某品牌衣服上身效果好不好，看手
机、电脑是否好用，经常是刚走出实体店就掏出手机在网上下
单；或者记下看中的东西的名称和型号，然后就回家上网淘。“

高级达人 茶杯买几个 跟着心情换

网购达人：刘先生
网购范围：服装、家居生活用品、手机电脑
年终对账：今年网购额达3万元，其中笔记本电脑、液晶电

视、音箱和手机等“大件”花去了1.8万余元
刘先生说，他的钱包、背包、茶杯等都有好几个，都是通过网

上团购的，每天根据心情轮换着用。最近，他看到某品牌服装在
搞促销，买得越多优惠越多，一口气花去近千元买了五件，冬天
的两件，明年春、夏、秋穿的各一件，“比起正价少花了两千多
元”。因为经常网购，刘先生与快递都成了“熟人”，熟到快递直
接将货送到他办公桌上而不必给他打电话提醒到货。

链接>>>网购达人看看你属于什么级
初级勤俭持家型：年网购5000元以内
中级不花钱手痒型：年网购5000元到1万元
高级败家义无反顾型：年网购在1万元到3万元
骨灰级挥霍不眨眼型：年网购在5万元以上

网购达人年终总结晒账单
网购真的“便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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