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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电子

商务应用创新，鼓励企业利用移动社交、新媒体等新渠道，发展社

交电商、“粉丝”经济等网络营销新模式。近年来兴起的微商正是

典型之一 ——

本版编辑 来 洁

微商如何赢在“微时代”
本报记者 徐 红

“过去要查获一辆假牌或是套牌车，主要依靠路面交警
的偶然发现和群众的举报，现在通过云平台就能轻松搞
定。”从事交警工作多年的贵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指挥中心
主任王斌对刚刚投入使用的贵州公安交警云，连声称好。

王斌告诉记者：“依托云平台，对车辆图片进行结构化
处理并与真实车辆图片进行对比，使车辆变得像人脸一样
具有唯一性，瞬间就能判别出真假。”

今年6月，国内首个运行在公安内网上的省级交通大
数据云平台——贵州公安交警云正式投入使用。该平台依
托以阿里云为主的云计算技术，可快速对海量的交通管理
数据进行全库关联、智能联想、自动研判、深度挖掘，为公共
服务、交通管理、警务实战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提升了
大数据时代的公安交通管理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道路监控数据迅速膨胀。
仅贵州路网监控系统收集的实时数据，每月就已达到
100TB。同时，来自公安内部系统和社会的各种数据也源
源不断涌入。依托原有技术分析处理这些海量数据，越来
越力不从心。

新的云平台则使得交通管理变得更加快捷。除了具备
路网监控、阳光警务等功能外，贵州交警部门还通过云平台
实现了对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的
精确管理。贵州交警将全省5.33万家运输企业、59.9万名
运输驾驶人、1755 家重点监管企业、5.3 万台重点监管车
辆、4341家租赁企业、3.5万台租赁车辆全部纳入云平台，
实行动态监管，对异常行为自动预警、自动提示，对驾驶人
违法行为实时监控、精确干预，减少了事故发生。

同时，依靠大数据的深度应用，城市交通拥堵及农村道
路和高速公路事故多发的情况也可有望得到缓解。王斌表
示：“通过连续观测城市交通每天发生的变化，再利用大数
据研判，可以真正找出交通不畅的症结所在”。在此前举行
的“交通大数据竞赛”中，通过对海量交通数据进行分析，实
现了红绿灯时间的智能调整，其中最好的算法可以让所有
车辆等待红灯的时间减少86%。

在便民服务上，贵州公安交警云同样成绩不俗。贵州
交警推出的以微信、微博和“贵州交警”APP为主要内容的
阳光警务手机终端，将“互联网+”思路嫁接到交通管理服务
中，群众依靠此APP可办理交通违法自助处理、交通事故
快处快撤快赔、驾考预约、车检预约、自主学习等21项交通
管理业务，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服务群众

‘零距离’”。
截至今年6月底，群众已通过“贵州交警”APP查询违

法、积分等信息1426万次，安全学习答题18万条次，自主
处理违法15000条次，自主处理轻微事故1000余起，办理
驾考预约和车检预约30000人次。目前，“贵州交警”APP
的用户已达10万人。

玻璃产业加速拥抱互联网

云计算造就

交通管理“最强大脑”
本报记者 吴秉泽

近年来，我国玻璃产业进入了低速发展期。今年 5
月，全国玻璃制品制造行业的累积利润总额为 50.07 亿
元，同比增长 1.11%，而去年的同期增速为 10.86%，
前年同期增速为 20.92%。河北省南和县是我国最大的
平板玻璃生产基地，玻璃产业发展也面临困境，6 月该
县的平板玻璃产量同比下跌 4.2%。

如何推动传统玻璃产业转型升级，很多玻璃企业将
目光瞄准了互联网。日前，北京兆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河北兆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河北玉玻商贸有限公
司、深圳市赤湾东方物流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启动中国
兆美商城上线，旨在通过“互联网+”的思维、技术和
模式，推动玻璃产业由低端生产向智能制造转变。

据了解，兆美商城将以传统的玻璃产业为突破口，以
整合工艺玻璃行业资源为起始点，打造互联网+玻璃产
业大数据中心和国内首家玻璃产业细分的垂直电商平
台，并通过“建材生产要素+3D 打印+大数据分析+高效
化”打造家居智能工厂，实施“家的 4.0时代”项目。

“‘家的 4.0 时代’项目在满足客户个性需求的同
时，为生产加工提供准确的产品订单，可以节约生产成
本、避免盲目生产。同时，智能化的物流、仓储配送能
降低流通费用 30%以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流通环节
成本。”北京兆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韩磊说。

兆美实施“家的 4.0 时代”项目还只是一个开端，
更多的玻璃企业将充分利用互联网实现生产模式、营销
模式的创新，推动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

（文/本报实习生 徐嘉莹）

农民开微店 上网卖“新鲜”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周 洋

用贴心服务赢得市场
佳 行

日前，山东省青岛市市民刘煜菲，通
过微信认购了即墨市七级中心社区大丰
收农业合作社的一分田。平日里，田地
由合作社的农民帮忙打理，刘煜菲一家
可以随时通过远程监控在互联网上查看
田地状况。周末，他们可以到自家专属
田地里享受种植和收获的乐趣。

今年三夏期间，该合作社通过微信
卖出了 35 亩麦田，300 余户家庭见证了
小麦的成长，并亲身参与了收割、脱粒、
晾晒、磨面的过程。

在青岛市首个农业电商示范镇——
即墨市七级中心社区，很多特色农业资
源都可以通过网络近距离接触。截至目
前，该中心社区开展电商业务的家庭农
场有 3 家、种植类合作社 2 家、自营农户
24 家，社区电商月均营业额达 800 余万
元。社区目前正在筹备成立农村电商服
务中心，统一运作社区的农业资源，为农
民提供电子商务培训、物流仓储信息流、
本地资源整合等多项服务。

“如果不是‘触网’做了微商，我今年

的葡萄根本卖不了这么好的价钱！”七级
中心社区小蜗牛家庭农场主王长财高兴
地说，今年，他的农场生产的一万多斤原
生态葡萄，以每斤 38 元的价格在 20 天内
销售一空。“这完全得益于‘互联网+’。”

去年，小蜗牛家庭农场曾计划以采
摘的形式促进葡萄销售，然而好葡萄种
出来了，由于知名度低，销售状况不佳，
下大力气栽培的优质葡萄只卖到 15 元
一斤，后期只能以 10 元的价格贱卖给小
商贩。

今年，通过七级中心社区组织的电
商培训，王长财试着在微信朋友圈里发
了一条“好葡萄找孕妇”的帖子，很快就
有了回应，五月第一批自然成熟的葡萄
发给预订客户后，得到客户一致好评。
此后销售好得出奇，二十几天一万多斤
葡萄销售一空。

“通过 O2O 模式营销，我们卖的不仅
是产品，更是一种绿色、健康的生活方
式。”7 月 26 日，大丰收农业合作社理事
长金欣善迎来了 158位乡村游客人。

大丰收农业合作社是青岛市示范合
作 社 ， 拥 有 社 员 123 户 、 大 田 基 地
1000 亩、冬暖式大棚 160 个，被评为
全国无公害生产基地。“七级社区的农
商群体建了一个微信群，并发动亲戚、
朋友、游客入群，转消息，树口碑，我
们又建立了自己的公众号，现在，已经
有数百铁杆粉丝了。”金欣善自豪地介
绍，今年以来，大丰收已接待了5000多
名游客，并形成一批固定消费群体，他
们通过微信群、QQ群不断向合作社订购
各类农产品，到现在订购总量已超过
1000吨，月营业额达300余万元。

在借助电商推介优质农产品的同
时，七级中心社区还积极通过现代手段
确保农产品品质。在大丰收合作社农产
品质量检测室，摆放着一捆捆新鲜的蔬
菜，每捆蔬菜除了经过细致挑拣、精心包
装外，工作人员还在包装表面贴上一个二
维码。拿起手机对着包装上的二维码标
签一扫，手机里立刻出现产品产地、安全
标准、种植过程、采收日期等整套电子

档案。
据悉，七级中心社区在 4 个大型农

产品生产基地、家庭农场安装了二维码
追溯系统，将农产品生产、检测等各个环
节录入到系统中，通过上传检测合格证
明信息，打印出二维码标签，消费者通过
手机、终端查询机扫描二维码，实现从农
产品播种到田管、收获、仓储、运输、销售
各环节的无缝监管。

“ 七 级 社 区 有 丰 富 的 特 色 农 业 资
源，像大丰收盆栽菜、张王庄蘑菇、备
康草莓、泉庄马铃薯等特色无公害农产
品；还有大欧鸟笼、张院簸箕、毛子埠
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将以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的方式，组建七级农村电
商服务中心，进一步整合这些农业资
源。”七级中心社区党工委书记王作召
介绍，该中心社区已与青岛佳润网合作
销售鲜活农产品，在淘宝青岛特色馆销
售鸟笼、簸箕等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
品，实现线上交易和线下体验相结合，
促进百姓致富增收。

依托社交网络生长起来的微商进行

的是“情感式”营销，靠的是口碑传播。

“人—商品—人”的微商交易法则，改变

了传统电商的“商品—人—商品”的购物

流程和模式。

微商的客户是熟人和熟人的熟人，

所以微商的营销可以更接地气。因为能

够近距离接触消费者，也就更容易了解

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提供更

有针对性的高附加值服务。

例如，在传统电商的销售模式下，消

费者如果要购买汽车，只能在网上查看

车型信息，参考网友评价。而在微商平

台上，他可以直接在朋友圈里咨询专业

类人士，圈子里的汽车微商用自己对汽

车的专业知识，一对一地帮他推荐和挑

选更适合的车型。

微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流起来更直

接顺畅，这是微商的天然优势所在。所

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微商卖的不是产品

而是服务，特别是专业化的贴心服务。

这种细分的贴心服务又会增加用户黏

性，并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

以前的微商看品牌，现在的微商看

团队，将来的微商看服务。微商要发展，

不能靠透支人脉资源赚钱。只有进行专

业化、个性化的服务，才能聚合人心，赢

得消费者信任，实现微商可持续发展。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打开微
信，刷新一次朋友圈，衣服、美食、化妆品
的图片就会迎面而来，铺满手机屏幕，这
是做熟人生意的微商们在推销产品。

微信朋友圈原本是人们交流情感、分
享日常生活点滴的平台，如今已然成了重
要的“商业圈”。身边越来越多人成了微
商，开起微店，这种新兴的商业模式也正
在一步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不过，处于
发展初期的微商也出现了不少令人烦恼
的乱象，恶意刷人、刷屏、刷单，甚至利用
传销模式进行渠道拓展。

依托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微博微信，通
过 微 信 息 和 微 交 流 开 创 了 一 个“ 微 时
代”。如何利用好移动社交这些新型传播
渠道，规范发展微商等新的电子商务营销
模式，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微商”悄然兴起

什么是微商？至今没有权威定义。
在朋友圈刷屏的卖家、品牌的微信代理
商，以及自媒体发展起来的微信卖家，都
被视为微商。

微商正在由一种网络时尚逐步成为大
众消费模式。大学生肖雅通过微信、QQ和
微博，利用身边庞大的朋友圈和同学圈，做
起了代购，月收入稳定在2000元以上。她
说：“一些同学正在利用课余时间在用微信
做生意，这不仅解决了上学费用，还提高了
社会实践能力。”

微商团队“晴天国际”创始人、董事长
刘颖婕说：“我团队中的女孩子有大学生、
宝妈、白领、模特、打工者，她们都自立自
强，用一部手机创业，享受着‘微商+时
尚’的工作乐趣。”

“微爱”张可霏、“熊猫女神”杨晶晶
⋯⋯站在记者面前的这些妙龄美女都是
微商界的实力派，月销售额都在四五百万
或千万元以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微商
群体中80%是女性，且以“90后”居多。

虽然微商始于个人，但随着俏十岁、
思埠、韩束这些月销过亿的微商品牌的崛
起，团队化和集团化作战方式，让微商竞
争日趋激烈，从 C2C 走向 B2C 的商家越
来越多。很多线下实体经营的商家瞄准
了这个机遇，把实体经营和微商经营相结
合，一边在店铺实体销售货物，一边通过
微信等手段接受订单交易，抢占更大的市
场份额。百雀羚、中兴、同仁堂、健康元、
苏宁、国美、哈药集团等传统企业纷纷进
入微商领域，而化妆品几乎“代言”了微商
行业。

“刷屏”破坏商业生态

微商是基于互联网所产生的分享经
济，做熟人生意的微商更需要网聚人的力
量，走“粉丝”营销渠道。有不少卖家通过
朋友圈代购、分享赚到了不菲的报酬。强
大的示范效应，吸引了不少有创业梦想的
创业者进场一搏。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李湘
宁在“2015（第十四届）中国互联网大会

——诚信微商 共同打造微商绿色生态
圈”会议上表示：“微商仅用 1 年就已超过
1000 万家，而基于传统互联网的淘宝电
商达到 1000 万家则用了 10 年时间。”据
中国电子商务常务副秘书长彭李辉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微商从业者有 2000
万人，而且每天仍有接近 3 万人新增到微
商营销阵营中来。

其实，微商自诞生以来，外界对其一
直褒贬不一。而微商乱象和一些微商的
不诚信经营，更使全行业饱受质疑。

客观地说，微商乱象确实存在。面膜、
衣服、护肤品等各种广告不停地刷屏；朋
友圈中，频频晒订单、晒销量惹人反感；一
些商家售卖“三无”产品，甚至假货。特别
是一些人只为销量，而忽视了友情，也忽
略了商品质量及客户服务，为了个人利
益，甚至搞传销⋯⋯这些无限量地透支商
业信用的行为极大破坏了微商的商业生
态，也伤害了人们之间的正常社交。而微
商的上层获利、底层出力的不合理多级代理
分销模式，使得大批货物囤积在底层代理商
手中，增大了底层微商的经营风险。

微商要实现良性健康的发展，应该是
生产企业、微商从业者、消费者多方共赢
的局面。然而，由于代理制裂变式营销，
以及微商行业诚信体制的缺乏，从今年 5
月份开始，微商业绩出现下滑，大的微商
团队也走向分裂。

走向诚信规范发展

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兴
的微商不失为一个好的模式。诸多传统
行业通过微商渠道取得了骄人的销售业
绩；怀揣创业梦想的人们通过微商平台得
以创新创业；许多技术工作者通过为微商
服务展现了自己新的价值，同时受到资本
市场关注。

传统的微商，由于缺乏统一监管，没
有形成清晰的行业标准和规范，所以乱象丛
生。微商要实现跨越发展，必须走上一条
规范化的发展道路。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
事长高新民在2015诚信微商大会上表示：

“微商需要倡导自律健康的发展，并积极研
究新规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而发展成为‘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的
一支新兴力量。”

首次在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亮相的微
商大会，被业界视作微商再出发的大会。

“戒违规、戒伪劣、戒传销、不乱市、不囤
货、不暴利、不刷屏、不杀熟”的微商“三戒
五律”，为微商的规范化发展建立了行业
规则值得称道。

中国互联网协会微商工作组副组长
张晏佳说，工作小组将联合业内具有领
导力的组织或个人，共同解决制约微商
发展的瓶颈，共建和谐、健康的微商生
态环境。

刘颖婕也告诉记者，微商是一个建立
在信用基础上的商业体系，想做好微商，
就要守信用讲诚信。要做一个对得起自
己良心的微商，选择质量过硬的产品，形
成品牌效应，让代理商和顾客放心。

河北廊坊地税局广阳征收分局窗口工作人员在向客

户介绍“指纹识别办税系统”。近年来，廊坊地税局利用

“互联网+”的思路，推行“智能化办税服务”模式，打造“指

尖上的办税服务厅”，提升了纳税人的便捷度和满意度。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