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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突起的电商对实体零售业带来了巨大冲击。面对低迷的市场，实体

零售企业如何走出寒冬？在“互联网+”时代，未来的消费形态会发生怎样的

变化？

实体零售企业谋“网”而强
本报记者 王 晋

“.商标”，企业在互联网上的门牌号
本报记者 佘 颖

将批发市场整体搬上网
本报记者 徐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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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零售店铺什么样？实体零售
企业如何“互联网+”“+什么”？近日，在
武汉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上，人脸识别达到精准营销、自助结账、
电子价签、光谱控制 LED 照明、无人值
守商店等新技术让人置身于未来店铺，
脑洞大开。

这是一个电商异军突起的时代，互
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
消费行为。在电商的冲击下，实体零售
企业面对巨大压力，一段时间曾出现过

“关店潮”。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变
化，线上企业与线下企业开始携手，共同
开拓消费市场，实体零售企业纷纷变革
融合，再造零售价值，力求离消费更近。

身处“迷局”
实体零售创新求变

“中国零售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 3 年，面对电商的
崛起，实体零售企业经历了‘看不见、看
不起、看不懂’三个阶段。但欣慰的是，
连锁企业不断探索发展转型之路，已进
入‘摸着干’的阶段。”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会长郭戈平说，今年以来，实体零售整体
延续低速增长态势，线上继续分流线下，
但增速有所放缓。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模
式已成趋势，特别是受苏宁与阿里、永辉
与京东重大战略合作影响，实体零售商
的线下渠道已由“传统模式下的拖累”逆
袭为“新 O2O 模式下的优势”，其价值也
进一步得到释放和重估；实体企业积极
转型、创新商业模式，力争在新一轮的发
展中保持优势，持续增长。

面对转型“迷局”，不少企业已开始
探索。苏宁云商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提醒
实体零售企业，企业要做 O2O，不要陷
入两种极端的思维，一种是速胜论，认为
做个网站、做个 APP 就是“互联网+”了；
还有一种是速亡论，把互联网神话了，认
为实体企业没有互联网经营，所以做不
成互联网。他说，“实体零售企业转型是
持久战，要具备强大的 IT 研发能力、打
造遍布全国的物流服务网络、构建覆盖
全国的供应链运营能力”。

“互联网+”加什么？走过 6 年的转
型路，苏宁云商的做法首先是“+渠道”，
增加 PC 端、移动端等渠道，丰富客户入
口；其次是“+商品”，过去店铺顶多摆放
几万件商品，而现在已达 1500 万种，覆
盖电器、超市、母婴、百货等；第三是“+
服务”，重构线上运营，并将线下服务互
联网化，打造金融云、数据云、物流云。
通过这些创新，今年前 3 季度，苏宁营业
收入 935.7 亿元，同比增长 17.44%，线上
销售额 313.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80%。

合纵连横
线上线下加速融合

今年，零售业兼并重组新闻不断，线
上线下企业加速融合，“联姻”成为一个
关键词。在第十七届中国连锁业会议

上，“O+O”成为企业家最关注的话题。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是宁

波最大的商超零售企业，该公司董事长
陈念慈在零售业干了近 40 年。他告诉
记者，2009 年，他们 创 建 了 三 江 购 物
网，也可以在网上卖货了。“但几年过
去，我们发现线上销售没怎么增，线下
销售最近 3 年一直往下掉。因为社会
变了，消费者的行为变了，我们什么都
没变，就算有网站，还是与社会脱节。”
他认为，互联网的核心思维是“快速、合

作、开放”，要适应这个时代，就要按这
些理念去改变。他们主动找京东合作，
并签订了《“京东到家”商家服务协议》，
共同开拓市场。京东到家在宁波上线
后，每天 1 万多单，好几家门店日均上
千单，这家实体零售企业正在向“互联
网+”快速奔跑。

开放、共享、双赢、“合纵连横”成为
众多企业的选择。京东集团副总裁、京
东到家总裁王志军说，客户需求发生变
化，用户加速“网上迁移”，网络零售规模

保持高增长，预计 2015 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28.6 万 亿 元 ，其 中 网 购 占 比
13.6%。目前，他们推出的京东到家业
务就是把围绕客户 3 公里内的商家、店
铺整合到一起，客户点击后，京东的配送
员把店铺的东西送到家，构筑本地化生
活圈。从 4 月启动这项业务以来，目前
已在 11个城市开展业务。

消除痛点
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多年来，记者一直连续跟踪报道中
国连锁业会议，今年记者发现零售业企
业家更关注的话题变为“回归商业本质，
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以往，大家热议的

“O2O”“全渠道”等话题都已淡出，企业
家们更关注消费者，希望共同发现消费
者，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零售行业要回归商业本质，转型不
能‘自废武功’，创新不是‘花拳绣腿’。”
五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建国提
出，创新不是搞运动式的营销，应该是一
种持续的常态；只有让顾客满意的创新
才是真正的创新，只有能激发员工激情
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他创立的孩子
王儿童用品（中国有限公司），为准妈妈
及 0 至 14 岁儿童商品一站式购物及提
供全方位增值服务，门店持续创新，不断
迭代商品，他说，“我们从一代店到六代
店，不断叠加服务、体验、文化、社交、数
据等，让营业员变身为育儿顾问，让门店
变成妈妈和孩子的社交场所。只有练好
内功，才能赢得顾客”。

“零售业都在谈回归商业本质，我认
为本质就是帮助顾客提高价值。”国美
电器有限公司总裁王俊洲说，“经济新
常态下，零售企业面临的销售压力异常
巨大，这是过去 5 年从来没有的！我们
经常问的问题是，客人去哪了？客人到
店少了，另外，客户选择商品不像以前
那么果断踊跃了，中国的家庭消费倾向
发生了变化，更多转向教育、健康、旅行
等。”但这并不表示没有消费，零售业要
挖掘需求、引导消费。以销售榨汁机为
例，过去他们只是摆在店里，消费者并不
了解不同产品的功效。他们在一家门店
搭出果吧，不单一卖榨汁机，而是卖果
汁、卖“体验”。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院长陈有钢
认为，《人间词话》归纳的为学三境界符
合零售业的状态。电商刚来时，传统零
售迷茫，“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
尽天涯路”；随后，传统零售业压力山大，
业绩下滑，进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阶段；如今，大家体味到零
售的本质是什么，紧紧抓住消费者，“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互联网+’时代，是实体企业的
主场！”业内人士认为，实体零售企业依
托积累多年的供应链优势、上亿的忠诚
用户和细致入微的服务能力，与互联网
连接起来，消除消费者的痛点，会迸发
无穷的潜力，就能迎来“互联网+”时代
的春天。

早上 9 点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西直门动物园批发
市场商圈“动批”的东鼎批发市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忙
碌的景象。

批发市场里，到处充斥着用胶带打包的刺啦声，驮着
货物的两轮手推车在市场中穿梭，手拎大包小包的采购
者不时停下来“扫货”，每层都有几名快递人员独守一方，
蹲在一处空地上，头也不抬地打包扫码。而各家摊位都
堆满了货物，甚至有意将货物散落一地，让人无处下脚，
批发商在自家摊位档口快速地打包，还有人在理货，有人
在招揽生意。

为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搬迁批发市场首
当其冲。在搬迁大限下，记者探访发现，这家商场的大屏
幕上却显示着仍有摊位待租，而提到搬迁，各方都讳莫如
深，不愿提及，就连快递员都不肯多说。

实际上，传统商业批发市场在国内还有很多，在我国
商品流通行业中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像“动批”这
样的区域性批发市场更是呈现聚人多、占地多的特点。
然而，长期以来，批发市场这种传统的现场、现货、现金的

“三现”交易方式，也引发了交通、消防、治安等一系列社
会问题，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当前，批发市场向电商转型日益受到决策层的重
视。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就发布了《关于推进线上线下互
动加快商贸流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意见》；“加快推进
线上线下融合，营造创建新型电子商务平台”也被列为
2015年北京市政府的施政目标。

利好政策有利于实体批发市场向电商转型。为探索
批发市场互联网转型升级的最佳路径，日前在北京召开
的 2015 中国（北京）电商大会特别请来了涉足批发市场
O2O 的企业前来参会。来自广州的震海批发网吸引了
众多观者的目光，这家企业试图把批发市场整体搬上网，
利用“互联网+”思维扭转批发市场颓势。

震海批发网负责人李华认为，可以用疏解的“减法”
换取结构优化的“加法”，利用“互联网+”改造传统批发
市场，将批发市场的核心业务逐步转到网上操作，逐步构
建“电商化批发市场”。通过入驻第三方电商平台，仓储
和物流外迁，人与货分离，减少批发市场聚人多、占地多
的弊端，解决目前批发市场及周边治安、消防、现金交易
安全，交通混乱堵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推进首都商
贸服务业发展，推进“京津冀一体化”。

据业界观察，传统的批发市场一个档口或摊位大约
需要 5 名员工，包括收银、开单、接待、配货、发货；电商化
后最多只需 2 人，档口只是用来做商品展示，没有现货交
易。目前，在批发市场的物流和仓储员工，一般每家摊位
需要 3 人；电商化后，批发市场不再需要大量的物流仓储
人员，而是转移至周边地区。“以一个商圈平均 5000 个
档口计算，电商化后每天就可减少流动人群 3 万人左
右。北京城区有数百个批发商圈，减负意义可谓重大。”

线下选货、线上下单的批发市场 O2O 模式是个多赢
的平台。“这在广州已经有案例。目前，震海批发网已与
11 个城市的 49 家大型实体批发市场以及广州的 172 家
实体批发市场合作，每天网上的批发成交量已高达 4000
余万元。”李华说。

用行业大数据为市场提供精准服务，则是批发市场
电商化的又一优势。震海批发网通过大数据平台，可以
在物流企业、批发商和采购商之间形成联动机制，既能预
测出生产规模，又可以引导消费和物流路径，有了这些实
时信息，就能合理配置资源，缓解传统批发市场的各项瓶
颈压力。

例如，精准备货预估，就能保障资金流充足。通过对
市场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批发商可以准确地对备货品种、
数量等进行预估，由此大大减轻了经营成本，缓解了资金
压力，批发商以后再也不需要为积货和资金周转不灵而
烦恼。再如，货款结算问题，采购商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
确认收货后 15 天，货款才会自动转账到批发商账户，资
金及订单的全面保障，让商户再无需害怕拖款和弃单。

诚然，单个市场“触网”做电商，还不能形成规模效
应。只有抱团发展，把整体批发市场或商圈搬上网，线下
线上、虚拟和现实成为一体，O2O 形式的新市场才能吸
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SF”“GUOMEI”“Evergrande”，这
些名字你可能不熟悉，但是如果说“顺丰”

“国美”“恒大”，知道的人就多了。
国内的著名商标登录互联网就面临

这个问题：由于互联网诞生于美国，域名
系统也起源于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域名都只能由英文和数字组成。我国企
业的中文商标无法注册域名，被迫改用的
英文或者拼音识别度又不高，白白浪费了
打拼多年才闯出名堂的商标。而且使用
英文或汉语拼音作为域名往往会产生一
长串字符，不方便记忆，企业只好花钱在
搜索引擎购买排名，还得为每一次点击付
费，增加了企业负担。

“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企业当然希
望它的实物商标与网上商标保持高度一
致，让消费者无论从哪个途径，都能将目
光聚焦在它的身上。可惜作为企业最重
要的知识产权，在广阔的互联网平台上，
中国企业的商标一直没有发挥其真正的
作用。”“.商标”域名注册局中国区运营总
裁吴养怡扎根域名领域多年，早就看上了
这块富矿。

2012年国际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

配 机 构 ICANN（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开
始接受社会对顶级域名的申请后，他第一时
间提交了“.商标”域名，2014 年终于获
批，成为 1000 多个全球顶级通用域名里
唯一一个商标专用的后缀域名。今年 1
月 8 日，“.商标”域名注册局获得工业和
信息化部正式批复，获准在中国境内运营

“.商标”顶级域。
据吴养怡介绍，申请“.商标”虽然也

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但是其申请人资格
限制为持有商标证明或商标申请的个人、
企业或组织，保证了权威性和唯一性。在
实际运营中，公司要求域名定向链接到客
户官网，还会定期核查，能最大限度杜绝

“李鬼”网站。
对企业而言，获得“.商标”域名意味

着使商标、商号等已取得的信誉在网络世
界中延伸。所以，“.商标”域名刚刚开放
注册，谷歌、Facebook、微软等 40 多家国
际知名企业就第一时间主动注册了“谷
歌.商标”“Facebook.商标”“微软.商标”，
广汽丰田公司更是一口气为旗下的凯美
瑞、雅力士等 10 个主力车型品牌全都注

册了“.商标”域名。
部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强的国内

企业也看上了这个域名。北京拒马娱乐
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晋显明第一次
在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看到“.商标”的时
候，就决定要注册下来。这家公司运营着
华北地区著名的十渡风景区，拥有相关的
50多个商标。

“互联网上商标的使用很不规范，
网络搜索有可能找到的不是官网，让人
家记一长串的网址也不现实，说‘十渡.商
标’要方便得多。”晋显明主要看重知识
产权保护和品牌延伸，“我们的‘十渡漂
流’‘拒马河’已经是北京市著名商标，正
准备申请驰名商标，可不能让冒牌网站
坏了名声”。

他的担忧不是多余的。记者用百
度搜索“十渡”，点击排在第一位的那个
看起来很像官网的链接，打开的却是一
个推荐十渡旅游线路的“孤山农家院欢
迎您”；在地址栏输入“十渡.商标”，链
接打开的才是以十渡风景为界面的“十
渡旅游网”。

“互联网上商标侵权现象的确比较严

重。截至 2014 年底，我国累计商标注册
申请量为 1552.7 万件，累计商标注册量
为 1002.7 万件，商标有效注册量为 839
万件，继续保持世界第一，是商标大国，但
企业利用商标的意识和手段还有待加强，
尤其是利用互联网平台的能力。”吴养怡
表示，互联网已经让商标的保护和使用变
得容易许多。例如，在线下，在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可以存在着同一名称
的商标，商标要在全球不同国家、地区与
类别做到唯一的注册与保护，需要耗费较
大的人力、时间与费用。比较而言，“.商
标”域名不受网下商标其地域性、国别性、
45 类行业性的限制，一经注册成功，将成
为全球唯一拥有该“.商标”名称的持有人，
并将在全球范围享有该“.商标”域名的网
上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运营不足一年，目前已有 4000 多个
国内外商标注册了“.商标”域名，吴养怡
对这个成绩比较满意，但相对我国庞大的
商标保有量，这个数字还远远不够。他希
望更多企业能够提高运用商标的意识，让
闪亮的商标招牌成为企业在互联网上的
门牌号码。

本报讯 记者常理、通讯员汪晓健报道：广丰县是江
西省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点，各类电商市场主
体超过 2000 家，由于电商属轻资产业务，从业人员以创
业青年居多，大部分缺乏融资抵押物。为破解电商企业
融资难，南昌银行上饶分行针对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特性，
结合该行“金手指”先进微贷技术、“财园信贷通”特有的
担保方式，推出针对电子商务产业的“电商信贷通”产品，
并在广丰电子商务生态产业园进行试点，单户 500 万元
以内贷款无需抵押、担保最快 24小时极速放款。

“电商信贷通”助力互联网创业

江西上饶银监分局着力推动辖内农合金融机构转型

发展，借力“互联网+”商户模式，积极开办了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POS 机、ATM 机等移动业务终端，优先支持具

有竞争优势和发展前景的个体工商户。图为弋阳县农村

信用联社小微事业部人员为电器商户上门服务。

周志军摄影报道

在第十七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上，各种新技术、新销售模式引来

国内外观众的浓厚兴趣。

生鲜产品一直是实体零售企业特别是大型超市最吸引消费者的主

打产品，如今利用互联网技术，人们购物更加便捷。

未来店铺在本届博览会上最引人关注，运用了人脸识别技术使得

营销更加精准，自助结账、电子价签等新技术让消费变得更加简单。

本报记者 王 晋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