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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 /星期天夜光杯

!主持人"

阿 竹

!嘉 宾"

陈 睿

教师

李 忱

文员

周 详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系副主任

庄 帅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高级专家

主持人的话

! !

普华永道近日
发布的一份报告
称! 中国消费者的
网购频率领先于全
球平均水平! 在中
国!!"#的受访者
每周至少网购一
次! 而全球这一比
例 的 平 均 数 为
$%&"不知不觉间!

网购悄悄改变着我
们的生活!事实上!

它改变的东西!比
你看到的更多"

! ! ! !主持人# 网购进入中国

老百姓的生活已经超过十年

了! 这么多年里"大环境在变

化"电商在变化"消费者也在

变化! 作为业内人士"你怎么

看这些年的变化#

庄帅#!""# 年亚马逊上
市，电商的 $%&模式被认为
是最赚钱的模式。几年后，中
国就有了电商企业 ''('。在
)""" 年的中国，''*' 的发展
面临着几座大山的压力。第
一，网民太少，当时大家普遍
用的还是拨号上网，网速很
慢，网络的使用也不够普遍。
第二，支付不便。第三，物流
跟不上。第四，大家对电商不
信任。其中，最核心的是诚信
问题。

%++,年 -月，淘宝网上
线，开启了 &.&模式。淘宝网
吸引了大量的个人消费者和
个体商家。支付宝解决了信
任问题和支付问题。物流方
面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个
人消费者和个体商家对于物
流成本相对不那么敏感。

.++'年以后，网购的主
体模式又重新转向了 $.&。
这个阶段出现的比较典型的
现象是电商自建物流。因为
仅仅依靠快递公司，已经不
能满足需求。当一些比较贵
重的商品在快递环境弄丢或
者损坏时，商家能够得到的
赔偿是很少的———快递公司
弄丢一部几千元的手机，可
能只赔偿几百元。所以，京
东、亚马逊等电商都投重金
自建物流，使得商品可以更
安全、快捷地到达消费者手
里。与此同时，网购的信誉度
也在提升。在淘宝网的个人
用户时代，那种模式或多或
少是默许假货的存在的。而
大的电商进入网购领域，给
消费者提供了正品的保障。

主持人#网购的出现"给

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庄帅#一方面，网购带来
了金融创新，让金融和诚信
有了很好的结合。同时，培养
了一批由个人成长起来的商
家，另一方面，随着网购的发
展，很多线下商家也开始有了
线上的店铺，这种发展，一定
程度破坏了线下商家的生态。
但是线下的商家也会通过未
来的移动互联网加快线上线
下消费人群、消费习惯的融
合，使得线上线下不再割裂发
展。而且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
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基于移
动互联网的平台会出现。

主持人#未来"网购会向

怎样的方向发展#

庄帅#未来，电商平台会
更集中，小的电商会逐渐被
淘汰。而大的电商如京东、苏
宁等都会在物流体系上加大
投入。而消费者则会更追求
有品质的和有独特性的商
品。网购的平台也容易诞生
出更多自有品牌和有个性的
独特的商品，满足消费者的
这种需求。

此外，可以想见，在未来
的几年中，移动购物会成为
主流，线下商业地产会因此
发生盈利模式的变化，因为
实体店更多只是展示体验
店，一方面必须吸引更多品
牌和其他必须有线下的服务
性业态如美甲、健身等，另一
方面是租金收益会因为网购
占比越来越高之后必须改
变，使得线下也符合网购的
盈利模式。

! ! ! !主持人#李忱在网上有自己的店铺"主要卖

化妆品!你是怎样开始接触网络购物的#业余时

间在网上开个小店"生意怎么样#

李忱#.++,年左右，我还在读大学的
时候，在易趣网买过十字绣。后来知道了淘
宝，就注册了。正好那个时候有朋友在香
港，于是就开了个小店，业余时间卖化妆
品。不过，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很多
企业都进入了淘宝网，人力、财力上，我
们个人店铺都是竞争不过他们的。淘宝
的收费也越来越高。以前，旺铺每月 ,+

元，现在要 -+元，图片存放、使用打折工
具等都要钱。参加淘宝的活动，要想让自
己的店铺上到推荐页面，更是动辄数万、数
十万的费用。说是免费开店，其实，你想让

自己的店铺好看一点，吸引人一点，处处都要
花钱的。
主持人#你自己在网上购物的体验如何#

李忱#以前主要是在网上卖东西，偶尔买点小东
西自己用。现在生活中吃的用的都会在网上买。手机
充值也会直接在网上解决。但是坦白说，在网上要买
到真货，还要真的便宜，是很难的。淘宝的搜索功能
本来就不会显示全部，一般都是销量好的排在前面，
那也意味着你从淘宝搜索里找到的都是大卖家，他
们的成本通常都要高一些，利润也高。但同样的东
西，小店铺的价格肯定更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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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人#陈睿说"自己现

在很少逛实体店"大多数东西

都在网上购买!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接触网购的#

陈睿# 大约 .++-年左右
吧，最早是上易趣，后来出来
了淘宝，再后来是拍拍网什么
的，但是这些网站充斥着很多
假冒伪劣产品，仅仅以网站的
图片来确定购买，最终经常是
买错东西。

主持人#所以"在最初的

几年里"网购的体验并不好#

陈睿#要看买什么了。网
购中服装鞋帽等商品的假货
最多，尺码最乱，我就买到过
纸质的皮鞋，说是皮的，其实
是一种厚纸板，外面涂的漆。
不穿的话挺好看的，如果沾
水，或者穿久了，质量问题就
暴露出来了。相对来说，网上
买品牌食品虚假程度低一些。
而数码家电类的，或者金额较
大的，我一般都不敢在淘宝这
种地方买，比如买手机，很可
能遇到翻新机的。

主持人#你觉得"这几年

来网购的大环境有变化吗#

陈睿#变了。一是，一些实
体的商家开始介入网络，例如
苏宁，由于实体店就在身边，
因此对它的信任度就很高；二
是，一些商家明确开发票，将
追索权交给了客户，让客户感
觉安全可靠，例如易迅、京东、
一号店；三是，以前充斥假冒
伪劣商品的商家开始设法提
高公信力，例如淘宝专门开设
了天猫，商户有保证金交给阿
里巴巴，一旦出现假冒伪劣商
品，阿里巴巴将扣押其保证金
先行赔付。当然，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所谓的高公信力未必
就没有假货，前段时间就看到
央视报道，在当当网上购买的
卡西欧手表，网站说支持专柜
验货，但是卡西欧的专柜一听
是网购的就拒绝验货，后来央

视直接去找了卡西欧中国公
司才给予验货，结果证明那个
手表是假的。

主持人#那么多年的网购

经验" 有什么心得分享给大

家#

陈睿# 现在电商很多，不
同的电商有自己的特色。一般
买办公用品、耗材我都上易迅
或者京东，易迅就在上海，所
以送货快，一日三送，但是京
东的东西比易迅多，不仅有数
码的东西，还有食品、服饰等。
买书我通常是去亚马逊和当
当，现在新出来了苏宁，也会
关注一下，这几家卖书也有差
别，亚马逊上有外文版的专业
书，而且现在送货速度比以前
快了，很多东西次日能送到，
有的甚至当天就能送到。当当
网如果是钻石会员，部分书能
再便宜一些。一号店可以买到
各种日用品，我的朋友中就有
人现在基本不去超市，所有的
日用品都在一号店购买，只是
偶尔到便利店补充些急用的
东西。还有就是点评网，那
些餐饮团购很不错，
真的便宜不少。
此外，经常

网购的话，
比价软件也
很实用。我
经常用的那
个，会比
对十多个
购 物
网，而
且能告
诉你同
一个网站
上，这个
商品 .个月
内的价格走
势，防止你
被商家的花
言巧语冲昏
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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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达人
在大电商购物依然担心买到假货

资深卖家
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

! ! ! !主持人# 网购对大众的消费心理或社会心理带

来了怎样的影响#

周详#网购让人们的购物过程更加快捷，消费需
求在更短的时间里得到了满足，并因此产生了更多
的剩余时间。人们将如何利用这些剩余时间呢？一种
人可能成为食物的过度消费者，这与人类无意识中
的生存保护策略有关，只要有食物，这类人就会吃到
身体的极限，该策略的无意识运用可以解释当代肥
胖症的流行。另一种倾向则是用剩余时间通过实物
消费去彰显自己作为社会存在的独特性，并呈现出
对信息和观念的饥渴（所谓“概念消费”）。例如，人会
花费大量时间听故事、看小说、看电影、看名人博客、
搜索网上信息等等。网购的出现，使得一部分人在迅
速满足了对实物的饥渴后，更多地在购物过程中满
足彰显个性、自我表达等心理需求；也有一部分人会
沉迷于网购。沉迷其中的人，如能自我觉察和领悟到
自己消费行为背后的目的就会回归理性从迷茫走向
成熟。其实网购本身就可以教育消费者、缩短消费行
为的成熟周期，网购所提供的快捷消费模式有利于
大多数消费者在迅速自我满足的基础上领悟到其消
费目的，从而实现“消费自觉”。但是，也一定存在个
别执迷不悟者需要专业人士提醒和特殊事件启发才
能摆脱沉迷。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这十余年间"网购被大家

接受"其实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从最初的不信任"

到慢慢有了一些监督机制! 您怎么看这些改变#

周详#在网上购物，很多人都会去看别人对这个
商品的评价，对这个卖家的评价，这就产生了大众监
督的机制，对于在社会上形成信用文化是有积极的
作用的。人们会受此教育，认为信用是重要的。社群
性的需求也会在网购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在虚拟
社区里，人们会进行交流，交流自己的购物经验，交
流各种信息等等，新的社交平台由此产生，一些人因
此变得更加乐意与人交往了。
此外，大多数人在网购的过程中，都体验过冲突

与和解的过程。比如，你买的东西不满意，要退或者
换，快递送错了商品等等，多次冲突后达成和解，这
让人们逐渐变得更加包容，比较容易放下对陌生人
的防御心理，建立相互的信任感，还可以引发更多的
亲社会利他行为。最后，网购者和商家是共存互生的
一个整体，商家也应自我约束其经济行为、担当社会
责任，依据消费规律引导健康消费，催动和谐之风。

便捷的网购
缩短了消费行为的成熟周期

未来
网购将改变线下

商业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