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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互联网+政府采购”服务平台发布

电子化改革破解政府采购难题
本报记者 黄 鑫

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已超过3万亿元，但不少采购单位仍面临采购服务“贵

慢差”等问题。日前，业内首个贯通“互联网+政府采购”全业务、全流程的政府

采购服务平台发布，有望助力政府采购实现全流程电子化

本版编辑 杜 铭

遍地开花且同质化

我国主题公园盈利能力堪忧

洋巨头占据半壁 新品牌高举高打

本土咖啡能否搅动垄断市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我国咖啡消费市场潜力

巨大，但一直为星巴克等洋

品牌所垄断。最近，本土咖

啡品牌试图在资本的助力

下，通过大量补贴吸引用户；

并通过发力线上营销和外卖

业务，争取年轻一代消费群

体。本土咖啡品牌这只“鲶

鱼”能否搅动沉寂已久的市

场，扭转洋品牌独大的局

面？专家认为，市场前景还

有待观察——

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政府采购
规模超过3万亿元，并稳步上升。由于
政府采购涉及面广、金额大、对象多、
专业性强，受专业水平、采购手段、市
场环境、供应商质量等多种因素限制，
不少采购单位仍面临采购服务“贵慢
差”等问题。因此，政采行业正致力于
加快实施“互联网+政府采购”行动，
助力全流程电子化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公共资源交易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王丛虎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
息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应用日趋成熟，政
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已成为必然趋势。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政府采购
电子化，除一些特别采购项目外，绝大
部分货物类采购都已通过网上实现，

“无纸化和全程数据留痕”是政府采购
接下来要攻克的难题。

“以往软件供应商在搭建政府采购
商城时，受限于电商技术、平台运营经
验和面对海量商品管理经验的不足，仅
能满足采购单位简单的线上采购。随着
越来越多供应商不断接入政府采购商
城，其系统在管理供应商的能力和效率
上已出现明显问题，在采购数据的全流
程打通上很难满足政府需求。”中国财
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认为，智慧
政采将履约环节信息纳入政府采购的全
流程电子化体系中，除了实现政府采购
全流程信息流的实时互通外，符合政府
采购改革的要求，能有效解决政府采购
改革中面临的多个难题。

具体来看，智慧政采平台在采购预
算环节，可以通过大数据辅助预算编

制；在采购计划环节，能实现采购清单
与采购计划自动匹配；在商品选购环
节，能实现商品智能搜索与在线比价；
在订单配送环节，能完成出库信息、配
送信息、签收信息的实时同步；在合同
签收环节，可以通过电子合同、电子签
章等方式实现在线验收；在对账支付环
节，能自动申请支付、自动对账、自动
开具电子发票；在资产入库环节，能自
动申请入库；在售后服务环节，能实现
在线售后与智能客服共同服务。

日前，京东集团与用友集团联合发
布了业内首个贯通“互联网+政府采
购”全业务、全流程的政府采购服务平
台。据介绍，这是利用云计算、大数
据、电商平台技术、财务管理技术等，
将事前预算编制、计划备案，事中线上
采购，事后履约验收以及国库支付等环

节全流程数据打通，并通过技术手段嵌
入物流、金融等基础设施服务模块，实
现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的系统服务
平台。

京东集团副总裁、大客户业务负责
人宋春正表示，智慧政采将服务于政府
采购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建设、政府采购
需求管理、预算经费标准及公共服务绩
效标准的科学化以及财政支出综合监
管，用科技助力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
化，构建政采信息化建设及应用的新
平台。

“中国发展政府电子采购采取了开
放包容的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和政策激
励，允许各类资本积极参与，更积极鼓
励技术创新。目前的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像识别、仿真模拟、物联网
等新兴技术都广泛应用到了政府电子采
购中。”王丛虎说。

王丛虎还指出，当前政府采购电子
化还存在技术标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问
题，要搭建政府采购电子化的体系标
准。具体来说，跨级别体系标准要上下
贯通，信息传递畅通无阻；跨区域系统
要实现专家资源、设备系统、信息资源
等共享共用；不同类别政府采购的电子
化交易都要实现协同合作。

本报讯 记者温宝臣报道：记者从 19 日在山东省泰安
市举办的“第二届主题公园建设发展论坛”上获悉，近几
年，我国主题公园发展迅速，但盈利能力普遍不足。

山东省泰安太阳部落旅游区总经理孔祥海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近年来旅游市场增长态势良好，但遍地开花的主题公
园供给超过了市场需求，只有少数有特点、有影响力的主题
公园实现了盈利。

当前，很多地方为拉动区域经济，把主题公园作为重点
招商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是不仅
外观上模仿、照搬国外主题公园，且水平落后 10 年以上。
二是科技含量较低，以室外项目居多，缺乏创新意识，项目
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现象。三是规模较小，占地面积一般都
在1000亩左右；同时布局过于密集，人口密度不足以支撑
主题公园盈利。据了解，我国有几百家主题公园，仅山东就
有 10多家。此外，大多缺乏互动演艺类项目，游客参与感
不强。

4月份，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规范主题公
园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近年来主题公园建设发展中
出现了概念不清、盲目建设、模仿抄袭、低水平重复等问
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地方债务风险和房地产化倾向。近
日，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孟玮也在国家发改委的新
闻发布会上指出，主题公园要进一步加强科学论证、合理规
划，防止一哄而起、盲目发展、同质化竞争。

孔祥海表示，国内文化旅游项目遍地开花，但文旅结合
成功案例并不多，尤其是真正把中国文化与游玩娱乐有机融
合的主题公园项目少之又少。

近日，微信朋友圈频频被一款蔚蓝
色调的新晋咖啡品牌刷屏——瑞幸咖啡

（luckin coffee） 凭借“转发文章领免
费咖啡”抢足了风头。借助雄厚的资
本，本土咖啡品牌再一次向星巴克等国
际巨头发起了冲击，这一次能走多远？

新老品牌齐发力

长期以来，受制于市场体量较小和
国外巨头的垄断，本土咖啡品牌一直在
夹缝中艰难生存。尽管缺少知名品牌，
鲜有资本关注，但就在中国一、二线城
市咖啡市场几乎被外来者占领的时候，
借助移动互联网和资本的力量，本土咖
啡品牌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

记者了解到，瑞幸咖啡以 10 亿元
入场，靠裂变式补贴的营销手法，仅在
4个月内就销售出 500万杯咖啡。截至
5月份，线下门店突破500家。

不仅如此，瑞幸咖啡去年底便开始
从星巴克“挖人”，主要招募对象为中
高层管理人员，且部分岗位开出的薪酬
超过星巴克同岗位 3 倍以上。有消息
称，星巴克北京市场约七分之一的员工
已被瑞幸挖走，部分重要门店的高端手
冲咖啡岗位员工甚至被挖走近四分
之一。

瑞幸咖啡创始人钱治亚公开表示，
“超越星巴克，是我们创业的目标”。

作为咖啡市场的老玩家，咖啡之翼
的业绩也在去年迎来了转机。咖啡之翼
年报显示，2017 年咖啡之翼共有四大
业务板块，其中城市智能咖啡机业务收
入占比已经跃居第一，达 4101 万元；
直营门店餐饮服务收入 4011 万元，特
许加盟收入 1617 万元，供应链收入
745 万元。得益于适时转型，其 2017
年 净 利 润 为 941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272%，扭转了 2016年亏损 546万元的
局势。

“在我创业的18年中，有很多机会
可以转行，但我坚持了下来，因为我觉
得这个市场一定会起来。”业绩的反转
让咖啡之翼董事长尹峰看到了本土咖啡
品牌崛起的希望。

“咖啡行业过去不挣钱，并不是因
为成本高，而是因为中国咖啡消费者太
少，市场规模不够大，其实咖啡的毛利
率非常高。”尹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从去年起，中国咖啡消费市场正在发生
积极变化，不仅喜欢喝咖啡的年轻用户
快速增加，而且互联网咖啡品牌不断
涌现。

当然，远洋资本一位投资经理表
示，本土咖啡品牌想挑战星巴克并不容
易。星巴克拥有典型的品牌“护城
河”，新品牌很难追赶。补贴虽可以在
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客户，但一旦补贴取
消，客户留存度就面临严峻考验。新品
牌只有大力提升用户体验，才能吸引消
费者不断光顾。

线上营销或是机会

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咖啡市场
增速仅为 2%，中国咖啡消费增速却高
达15%。虽然市场潜力巨大，但自星巴
克进入中国市场近 20 年来，一直占据
着半壁江山，前仆后继的本土咖啡品牌
都无法撼动其垄断地位。

但本土咖啡品牌此时再次发力，是
因为目前市场环境发生了积极变化。在
钱治亚和尹峰看来，中国咖啡市场一大
痛点是购买不方便，“新零售”兴起将
给本土咖啡品牌带来弯道超车的机会。

记者了解到，瑞幸咖啡除了快速扩
张门店外，所有门店都支持移动端点单

和外送业务，门店周边 1.5 公里至 2 公
里区域承诺 30 分钟以内送达；而且同
类产品都要比星巴克便宜不少。

咖啡之翼也将业务重心转向了“新
零售”。“2017 年的业绩反转主要是因
为我们扩展了业务单元，新的两条业务
线作出了巨大贡献。”尹峰说，他们刚
上新三板的时候，只有两条主营业务
线，一是线下直营店，二是特许授权。
后来拓展到智能咖啡机和供应链业务，
未来也将以这两个板块为业务重心，更
加专注深耕整个咖啡产业链。

记者获悉，咖啡之翼 2017 年提出
了“一横一纵”战略，纵向是咖啡全民
化，即线下咖啡店、智能咖啡机，以及
零售咖啡饮料、零售商品；横向指以咖
啡和轻餐饮为各种模式的线下品牌连
锁店。

目前，智能咖啡机已经成为咖啡之
翼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尹峰透露，智能
咖啡机去年7月份正式推向市场，截至
目前，已经签约或者即将铺设的数量已
经达到近 2500 台；今年的目标将是
5000台。

不过，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商业
地产研究会会长王永平表示，这一波本
土咖啡的市场表现主要有两个特点，一
是营销活动更多基于互联网思维，靠投
资提供的高补贴以换取流量；二是营销
更关注产品本身。他指出，消费者已经
把星巴克的线下门店更多地当成一种商
务场景，本土品牌如果单纯主打外卖等
产品形式，市场前景还有待观察。

警惕资本市场虚火

2017 年 ， 网 红 茶 饮 料 品 牌 “ 喜
茶”快速席卷了社交网络，这也极大振
奋了本土咖啡品牌的信心。在尹峰看

来，这恰恰给咖啡行业释放了一个巨大
的利好信号。“喜茶创新的‘茶+奶
盖’形式，正是源于咖啡，其实奶盖茶
就是茶里面的‘卡布其诺’。这种模式
的演变只是咖啡的一种新生业态。”尹
峰说。

近年来，星巴克等国外咖啡品牌在
中国市场门店越开越多，赚得盆满钵
满。相比而言，中国咖啡市场上始终未
能出现一个本土品牌的“独角兽”，由
于盈利、管理等方面原因，资本市场对
咖啡业的热度也不太高。

据了解，尹峰曾在天津卫视《非你
莫属》 节目的嘉宾席上坐了整整 7 年，
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即使在“网红”老
板的加持下，这么多年来，咖啡之翼也
没能做成“中国的星巴克”。反之，咖
啡之翼 2016 年年报更是显示公司净利
润由盈转亏。

瑞幸咖啡的前路也注定不会一帆风
顺。深圳一家金融公司的年轻白领孙若
纯是瑞幸咖啡的第一批用户，她告诉记
者，之所以购买瑞幸咖啡，主要是因为
有买一送一的优惠券，而且价格比星巴
克低；但瑞幸咖啡的口味与星巴克相比
还是有较大差距。

“事实上，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在铺
天盖地的广告吸引下，下载了瑞幸的手
机客户端，真正购买的人并不多；甚至
不少人在优惠券用完之后就不再关注
了。”孙若纯说。

早在几年前，在中国风靡一时的韩
资咖啡品牌“咖啡陪你”也提出了“到
2015 年底全中国连锁店达到 5000 家”
的目标。目前现状却是创始人姜勋因公
司经营困难陷入资金危机而自杀，在中
国市场也掀起关店潮。

专家表示，本土咖啡品牌上攻之路
存在很多困难和挑战，市场需要更加理
性，谨防炒作过后留下一地鸡毛。

云南普洱大

力 发 展 咖 啡 产

业。在云南省普

洱 市 艾 哲 咖 啡

店，顾客在购买

咖啡饮品（5 月 9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张迪报道：近日，河北省
廊坊市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天空地海一体化大数据应
用技术工程实验室”建设申请获批。“我们要建成多源大数
据应用平台，实现大数据挖掘、管理及可视化展现等。”该
公司董事长周超男说。

据介绍，廊坊充分利用临近京津的区位优势和京东方、
富士康、汉王、中兴、华为等多家知名企业在廊坊落户的产
业优势，规划引进了润泽国际信息港、中国联通 （华北） 云
基地、华为廊坊云数据中心、北京光环新网4个大型数据中
心，初步形成了以廊坊开发区为核心的大数据产业园，在大
数据采集、清洗过滤、存储管理、分析挖掘、应用服务等环
节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大数据生态链条，并汇聚了京东、浪
潮、科大讯飞、志晟信息等为代表的大数据企业32家。

2017年，廊坊市大数据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4.9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6.9% ； 实 现 利 润 18.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3%。截至目前，廊坊市大数据产业已初具规模。园区投
资规模已接近千亿元，建成数据中心面积达 26.8 万平方
米，机架数量2.6万架，在线服务器52万台，一个千亿元级
别的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紫光集团在渝建芯片研发中心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报道：紫光集团日前与重庆市经信

委、两江新区管委会正式签约，三方将在重庆两江新区共同
建设紫光展锐西南芯片研发中心。

紫光集团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综合性集成电路企业，也是
国内领先的云计算企业。紫光展锐西南芯片研发中心将打造

“移动智能终端芯片研发中心”和“数字电视芯片研发中
心”。其中，“移动智能终端芯片研发中心”投资约 24 亿
元，预计年内投用；“数字电视芯片研发中心”投资约22亿
元，有望9月份投用。

据介绍，“数字电视芯片研发中心”将成为紫光集团在
该领域的全球研发总部，并以此为依托，聚集下游智能电视
生产企业及核心配套企业落户重庆，预计5年内研发团队达
350人，销售收入近20亿元。

紫光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将在重庆形成百亿元
芯片业务营收，同时还将充分发挥芯片对下游方案设计和制
造产业的集聚效应，形成从芯片设计到整机制造的自主创新
产业链条，撬动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河北廊坊大数据产业初具规模

国内特种机器人领军企业——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总投资10亿元，在江西赣江新区共青组团建机器人产

业园，目前已建成一期项目。图为该公司技术人员正在测试

消防特种机器人性能。 肖德法摄

中信重工机器人产业园在赣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