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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双11电商促销”

网购狂欢
背后的尴尬

●2011 年 3 月，香港
修订财政预算案，决定向
全港年满 18 岁持有香港
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
派发 6000 港元现金。香
港 财 库 局 11 日 公 布 ，

“6000 元计划”自 2011 年
8 月 28 日启动以来，截至
今年 10 月 31 日，已有超
过600万人成功登记。

据新华社
短评：360 亿港元投

入居民消费市场，或比向
厂家发补贴见效快一些。

●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认
为，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
速度，实际上还是有所高
估的。在通货膨胀率较
高的时候，高估的幅度就
会更大一些。如果把该打
折扣的地方都打上的话，
现在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不是很高，而是太低了，比
GDP的增长速度低很多。

据《经济参考报》
短评：难怪总有人喊

“拖后腿”。

●今年上半年，A 股
IPO 融 资 额 创 出 3 年 新
低，但想“圈钱”的越来越
多。如今在审和过会待
发的企业共达到 765 家。
如果按照去年以来发行
频率，仅完全消化目前企
业，至少要三年。

据《重庆商报》
短评：弱 市 争 相 上

市，只因亏谁不亏IPO。

●巴西淡水河谷公
司执行董事、铁矿石业务
负责人马丁斯认为，未来
的铁矿石价格走势取决
于中国市场需求。面对
外界猜测三大矿商会不
会减产保价的问题，马丁
斯回答说：“只要每吨铁
矿石还有 1 美元的利润，
淡水河谷就不会减产，会
继续向中国市场出口。”
据《中国经济和信息化》

短评：价格本就取决
于供需关系。

●一项调研显示，10
月北京市单位平均月租金
为 55.26 元/平方米，环比
下降0.41%，年内首次出现
价格回落。中介称，季节性
回调是房租回落主因。

据《北京青年报》
短评：按 70年产权计

算，每平方米租金达46418
元，远超房价。说明租金
虚高，还是买房划算？

●据隆众石化网分
析师李彦介绍，新成品油
调 价 机 制 可 能 是 ：

“+-4%”幅度不变，调价
周期缩短为 10个工作日；
三地参考原油现货中的
辛塔替换为阿曼；取消

“+-4%”的调价界限，调
价周期硬性规定为 10 个
工作日。

据财经网
短评：变动越频繁，

涨价恐越快。
栏目主持人：灰常

传统商家如何
面对“双11”寒侵？

作为实体店来说，其最大的优势，也是
无法被电商取代的优势，即消费者体验和服
务的增加值。

从商业策划的角度，“光
棍节”足以载入“史册”。这样
一个日子，成为电子商务平台
上，买家和卖家狂欢的节日。

阿里巴巴表示，淘宝、天
猫 11 月 11 日“光棍节”1 天
销售额 191 亿元，超过一些
商场一年的销售额。有公开
数据显示，今年十一黄金周
期间，上海近 400 家大中型
商业企业、5000 多个网点，
总营收不足65亿元。

这样的数字对比之下，
可以肯定的是，电子商务，
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零售模
式的新模式，已经相当成
功，正在“颠覆传统”。

事实上，网上购物，已经
成为中国城市年轻消费者的
日常习惯，甚至是生活的一部
分。大量的日常消费行为，从
实体店转向网上。网络，已经
能够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
切消费的“解决方案”。

是什么力量，把消费者撵
到了网上？是什么力量，让11
月11日的网上销量井喷？

是现实中消费的沉重，
是网上消费的便捷和廉价。

在传统销售模式中，渠
道为王，谁垄断了渠道，谁
就有了定价权和提供什么产
品的权力。因而，在过去30

年，伴随中国经济市场化进
程中崛起的渠道商，一时间
风光无限。它们既扮演着提
供商品的角色，又在实际中
打压供货商和伤害消费者知
情 权—— 这 里 说 的“ 知 情
权”，是指进入不了大型渠道
的商品，消费者很难“看到”。

当然，传统销售商也有
自己的“不幸”，那就是他们
在现实中也“活得很累”。
其对供货商的打压和消费者
的伤害，在一定程度上与此
有关。

可以说，光棍节的狂欢，
是因为互联网上的销售，让
商人绕开了一部分现实的苦
和难。

但是，网购毕竟也在现
实之中。狂欢的背后，面临
着现实的考验：除了像淘宝
这样的电商，是在做“平台”
确实能绕开一部分现实，大
部分电商，不过是将传统店
铺搬到了网上。这些电商，
在热闹背后，是通过燃烧投
资人大量的现金做支撑。这
种烧钱不赚钱的活雷锋模
式，能坚持多久？有待观察。

商人的使命是赚钱。有
些现实，既然无法改变，就
终究要面对。

□王一土(北京 媒体人）

在热闹背后，一些电商是通过燃烧投资
人大量的现金做支撑。这种烧钱不赚钱的
活雷锋模式，能坚持多久？有待观察。

11月11日，本没有什么
特殊，但是因为这几年被生
活窘迫的单身男女作为“光
棍节”来调侃自己，也就有
了文化符号的含义。于是电
商就看中了这群网购偏好比
较高的群体，把光棍节当成
了购物狂欢节来运筹，终于
在今年出现了网购井喷。

由于人们的钱包并没有
变得更鼓，所以在“双11”期
间出现的购物井喷，时间上
看，只是人们之前蓄积的购
买力和欲望在 11 月 11 日释
放了，或者是透支了未来的
消费需求和能力而已。

从场所来看，人们只是
把从实体商店购物转移到了
网络上而已。消费的社会增
量并没有出现。同时，由于
网络比价效应，必然会推动
厂家价格下降。所以，这场
电商的饕餮大餐，并非是多
赢，而是电商和消费者赢
了，实体商家和厂家输了。

不能多赢的格局未必可
以均衡地长期维持。有一种

办法或许可以破解电商和“双
11”购物节的寒侵，那就是商
家与厂家成为命运共同体。

网络可以成就电商，但很
难成就一种商品品牌。所以，
商家和厂家在网络和电商面
前，再也不能单打独斗，如果
把网络作为一种展示的平
台，通过给予实体店一定的优
惠，把消费者的体验和精品购
物都留在实体店，对于那些
有品牌影响和追求的厂家来
说，是最适宜的战略。且成本
不一定比开网店高出多少。

作为实体店来说，其最
大的优势，也是无法被电商
取代的优势，即消费者体验
和服务的增加值。如现场购
买到无瑕疵的正品保障、销
售员的细致讲解以及周到的
售后服务，可以让那些注重
品质和无精力折腾的消费者
忠于实体店铺。看得见也摸
得着，价格更划算，实体店
和厂家要抵御电商冲击，只
有在这些方面深耕细作。
□陈德成（上海 财经评论员）

光阴飞逝，十年前选择
按揭贷款购房的中国首批

“房奴”，多数都将结束偿还
周期。据媒体报道，从本世
纪初我国迎来第一批住房贷
款热潮至今，首批房贷将迎
来清款大限，首批房贷族也
将迎来集体还清房贷的日
子，进入无债一身轻的状态。

他们无疑是幸运的，最
大程度地享受到了 1998 年
开启的住房改革的制度红
利。单就房产升值而言，早
期购房者的房产全部实现
了数倍的增长，如今在“无
债一身轻”的同时，享受着
财产性收入的喜悦。

不过，首批“房奴”在欣
喜的同时，仍然难言真正意
义上的解脱。比如，若你只
有一套房，无论房产如何增
值，只要没有最终套现，房
价的飙涨并不意味着你的
财富增长，“落袋”的数倍增
长才具备实质含义。然而
一旦套现，那么势必要再度
抉择是否购房，在如今高房

价泡沫之下，要进行房产的
升 级 ，只 能 选 择 再 当“ 房
奴”。而且，在如今高房价
时代，高租金带来的高物价
等因素，也都无时无刻不在
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可以说，首批“房奴”是
幸运的，但仍然不至于真能
告别高房价泡沫。而对二
批、三批乃至“N 批”房奴们
而言，在坐享房价飙涨带来
的财产性增值的虚幻感觉
之余，只能继续忍受着漫长
的还贷“苦旅”。除非是真
正的房地产投机者，在没遇
到真正的房价拐点之前，随
时套现能够保证高收益。

以静止的眼光，不考虑
未来的房价泡沫的可能衍
化趋势来看，以今日的高房
价来说话，那么越早买房确
实就越幸运，尤其是在 2008
年之前加入“房奴”大军的
群体。但是，他们在幸运的
同时，也必须承担和2008年
之后购房的“房奴”一样，数
十年以上的高额房贷，收入

的 三 四 成 都 悉 数 给 了 银
行。对于多数人来说，“房
奴”意味着工作压力的陡增
和生活质量的下降。

不过，对至今依然未加
入“房奴”群体的人们而言，
也不必悲观恐慌。就未来十
年而言，去房地产化势必会
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外加
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思路
的决心十分坚定，料想下一个
十年房地产难再成经济引擎，
房价理性回归是大势所趋。

拯救千万民众于“房
奴”苦海，首要还是尽快实
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房价收入比逐步回落到合
理区间，保障房建设持续给
力。在下一个十年来临之
际，那些当年选择 20 年房
贷的人们即将还清贷款。
他们多数已经进入知天命
的岁月，希望那时候，“房
奴”能言真正解放。而不是
和现在一样，被四溢的房价
泡沫所吞噬。
□倪金节（北京 财经作家）

■ 一家之言

首批房奴难言真“解脱”
只要没有最终套现，房价的飙涨并不意味着财富增长。

然而一旦套现，那么势必要再度抉择是否购房，在如今高房价
泡沫之下，要进行房产的升级，只能选择再当“房奴”。

被接轨
《广州日报》报道，日前发

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消
费者购买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奢
侈品。中国市场亦得到奢侈品
品牌商的重视。

在广州，LV 的一位销售人
员说，从 10 月中旬起，美国、欧
洲地区的售价已上涨10%，目的
是 希 望 全 球 价 位 与 中 国“ 靠
拢”，以使得更多的客人在本地
消费。法国奢侈品品牌爱马仕
宣布，自年初以来爱马仕在华
销售量增长了四成，未来5年打
算投资千万欧元专门打造中国
高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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