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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正在以越来越大的声势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
方式与消费习惯，它推动着物流业的迅速发展壮大，带
动了就业与创业，同时也在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零售市
场。电商发展的道路上也埋伏着不少隐患。互联网的虚
拟性，使网络产品质量、售后服务、支付的安全性都难以
保证，假货与盗版从电商发展肇始即与其相生相伴，多
年来并未找到根除良策。

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浙江义乌青
岩刘村，为“网店第一村”点赞，该村的网店数量
已是居民户数的 10 倍。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崛起，网购已经走
进千家万户，网购在中国发展如此之快是很多人
都没有想到的。网购带来的另一个直接效应是，实
体店人流减少，传统零售业日益缩小阵地。加之不
时爆出的网上低价竞争，假货、盗版等现象，不少人
忧虑电商的一些弊端会伤害中国经济的活力。

互联网正在对各行各业进行重塑和整合，网
购的盛行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大势不可阻挡

“网络实现了老百姓购物的便利，这是显而
易见的。网购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物流业结合起
来，使社会发展走上了更有效率的阶段，促进了
生产和服务业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信
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杨培芳高度评价发展信息经济的意义：这有
利于产业升级、节能降耗；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
转变发展方式；有利于实现全面小康和公平信息
社会的建立。

“互联网这种科技创新是好东西，关键是怎
么去用，好的政策环境就可以使它的正能量最大
化，目前总体看来，电子商务还是利大于弊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琛对《中国科学报》记
者表示。

萧琛认为，对实体店的冲击意味着大家都应

该及时接受新事物，把新的科技成果均匀分摊到
各个部门去，“大家共同往前走而不是扼杀别人，
自己不走也不让别人走”。

“网上交易冲击实体店零售及房地产市场，
这是客观规律，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
杨培芳表示，“影响了旧的传统产业的就业，也在
增加新的就业。”

近两年“双十一”销售的一个统计结果显示，边
远地区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网购比例大于城市，
这也证明了联合国早期的一个研究结果：先进的信
息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2014 年年
会上，学者们有一项共识：传统经济是嫌贫爱富
的，而信息经济是普惠大众的。

举例来说，山西吕梁山区有位农民叫王小
帮，初中毕业，曾经是北京不成功的打工一族，回
家乡开网店销售绿色农产品，2013 年，他的网店
年销售额达 600 万元。王小帮也成为今年阿里巴
巴在美国上市的敲钟人之一。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没有互联网，这种情况无法想象。”杨培芳说。

全面取代传统零售业？

2012 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阿里巴
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双方约定 10 年后，如
果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份额占到 50%，王健林
将输给马云一个亿，如果不到 50%则马云还王
健林一个亿。

这个著名的赌局从某种程度上正折射出传

统商业在电商扩张形势下强烈的危机感。那么，
未来电商与传统商业谁能赢？

在日前举行的第四届中国管理全球论坛上，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表
示，“马云和王健林的打赌，没有赢家。线上和线
下结合是将来的重要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经历了电子商务崛起对
实体零售业的强烈冲击。在中国，当前的主流观
点对零售和地产市场的发展前景也过于悲观。有
专家指出，不必过分夸大电子商务的威胁，也不
应低估不同类型实体店的抵抗力。简单便捷的网
购不会使实体零售业消亡，但某些零售业态确实
将失去其竞争力。

购物中心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不同的购物体
验，而这种体验是网上无法获得的。中国以“逛
街”为休闲活动的传统仍扎根于社会，实体店购
物在中国仍将继续扮演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有
些购物中心就像一个个城市综合体，在满足消费
者购物需求的基础上，增加了餐饮、电影、健身、
滑冰等休闲娱乐功能，更具聚客能力，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网购不可替代的。

网购问题仍需互联网来解决

针对网购存在的安全漏洞、网络诈骗、个人
信息泄露、假冒伪劣等问题，杨培芳对《中国科学
报》记者表示，“这些负面的东西在实体社会某种
程度上就存在着，只是网络具有放大效应，既放
大好的一面，也放大坏的一面。”

前不久在浙江乌镇举行的中国互联网大会

上，马云声称，解决假货问题只能靠互联网，“假
货问题的解决，可能是 20 年以后，我们电子商务
能够对这个社会巨大的贡献之一。”马云说。

有评论认为，假货与盗版问题将在购物网站
规范的评价和退换货制度中逐步消失。毕竟是把
商品放到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眼皮底下监督的，
而且是实名制绑定，任何一条评价都会严重影响
销量和商家的信誉。

杨培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中国信息经
济学会也对此做过一些研究，结论是网购比线下
的市场要诚信得多。网购可追溯，而实体市场买
东西往往缺少证据，不可追溯。

随着第三方平台的建设，杨培芳认为，网络
的 发展 实际可 以更 好地 解决社 会的 一些 痼
疾———假冒伪劣、诚信缺失等等，因为网络可以
让社会更透明，形成监督机制，发挥软法律效应，

“当然这种软法律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一
定是健全市场经济的金光大道”。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网购已经深刻地改变了
中国人的生活。十多年前，互联网刚刚起步的
1999 年，代表中国城市发展领先水平的北京、上
海和广州曾经举行了一次“互联网生存实验”。挑
战者们必须在封闭的房间里生存三天三夜，维持
生命的食物和水只能通过房间里能够上网的电
脑购买。早期关注中国互联网的人们对这场实验
至今印象深刻。这个在当时被视为新奇的实验，
今天已经是生活的常态。

虽然如此，围绕网购以及电商与传统商业之
争的话题却仍将继续，而这场互联网的生存实验
也还未到谜底揭晓之时。

网购，一场互联网生存实验
姻本报记者 王卉

评价隗

此前，倘若有人设想
在 21 世纪的 第二个十 年
中国乃至世界的广大消费
者会在一个叫作“互联网”
的虚拟平台上满足他们的
日常购物需求，肯定会有
人说这是一部科幻小说的
开头。可今时不同往日，随
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崛
起，网购已经走进千家万
户，成为中国人最热衷的
全新消费方式。

点开任意一家电商网
站，小到日用百货，大到建
材电器，实物有之，诸如培
训、充值、旅游等服务消费
亦有之。网购的触角已经深
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改
变着人们传统的消费方式
和生活方式。

在中国，电商正在一遍
遍刷新销售额纪录，创造着
令人咋舌的销售神话。2006
年，中国的网购量只有 258
亿元人民币，到了 2011 年
已 经达 7800 多亿 元 人 民
币，增长 29 倍。2012 年的数字 1.2 万亿元，
2014 年，仅阿里巴巴在“双十一”单日的销售
量就达 571 亿元，远超 2013 年单日 300 亿元
的成绩。更令人预料不到的是，中国电商的
巨大影响力已经跨出国门，正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快速占领国外市场。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习惯隔着屏幕消
费，实体店正在逐渐变成“体验店”。当今最
流行的购物方式是在实体店“体验”商品，在
网上最终完成购物。发达的物流体系、可信
任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帮助各大电商改变了
中国人传统的购物习惯。

如果仅仅改变了消费者，那么电商还
远远不能被称为一个奇迹。它的神奇之处
还在于开启了一套全新的商业模式，在这
种商业模式中，物流业成为连接电商和消
费者的通道。电商的崛起无疑也为物流行
业带来了蓬勃发展。在此前的大多数时间
里，物流服务提供者单一、少数民营物流
业的业务范围也仅限于一、二线城市。物
流不通，电商如何与消费者实现物理意义
上的“亲密接触”？

而正是电商的发展为物流业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如今，三、四线城市，甚至大
量的县城都被纳入“版图”。有的快递公司甚
至还有了自己的飞机、火车专列等。与此同
时，快递的终端网点也不断扩容。来自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仅 2012 年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企业业务量累计
完成 24 亿件，较 2011 年同期增长 50%；快递
行业的业务量以 25%的年复合增长率提升
实现连续 24 个月增长速度超过 50%；国内
网络购物快递企业营收规模达 468.3 亿元，
同比增长 39.8%。

电商投资少、门槛低、打破了地域限制、
潜在客户巨大等特点，曾在全球金融危机带
来的巨大就业压力面前，为中国带来了不计
其数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在中国江浙、广东、
河北等地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义乌青岩刘
村、揭阳军埔村等“网购村”，在形势日益严
峻的“最难就业季”，很多高校毕业生一毕业
即选择通过电商创业；与此相配套的上游制
造业和下游物流、快递行业也因电商的快速
发展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带去大量的工作
机会。

电商的“火箭式”发展带给传统零售业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王健林与马云对赌 1 亿
的故事似乎让二者站在了对立面。而在笔者
看来，电商与传统零售业并不只能是非此即
彼的恶性竞争关系，相反，二者倒很有可能
成为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

由互联网信息技术引发的商业运行模
式的革命已经势不可挡，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不是谁将取代谁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以什
么姿态融入这场变革。互联网是虚拟的，但
是互联网两端连接的商家和消费者却是实
实在在的。如果可以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将
传统实体经济融合进电商的商业模式，有效
整合现有资源，颠覆与重构当下的制造业、
商业、物流业等行业，实现一种新经济模式，
那么对传统零售业和电子商务来说，无疑会
是一场“双赢”。

在电商发展的道路上不光充满机遇，也
埋伏着无数挑战。互联网的虚拟性，使网络
产品质量、售后服务、支付的安全性都难以
保证，网购也存在风险。假货与盗版从电商
发展肇始即与其相生相伴，多年来并未找到
根除良策。

在马云看来，解决网上的假货还是只能
依靠互联网。相比于传统销售模式，互联网
强大的搜索能力可以让制假售假的商家无
处遁形。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传统零
售业与电商同样存在着假货盗版等问题，但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后者拥有比前者更
加强大的武器。

在古代，中国的商队曾凭借强大的国家
实力，来往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参与全球
贸易。然而在近代的百年间，制造业的上游
产业已经被发达国家牢牢占据，中国的商业
力量鲜有与欧美分庭抗礼的机会和实力。但
后发优势的实力不容小觑，在互联网这一新
兴的机会面前，中国与世界重新站在了一条
起跑线上。早在很多年前就有人预测，互联
网有可能是中国企业占据世界之巅的最好
机会。

如今这一预言在中国电商走向世界的
坚定脚步中逐渐被证实。这不仅在于中国拥
有巨大的市场，也在于中国人的勤奋和创新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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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

电商与传统商业之争没有赢家
姻本报记者 王剑

网购为中国人生活带来的变化体现了互联
网应用的巨大力量，据统计，电子商务直接或间
接带动超千万人就业，体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然而，近年来网购中暴露出的售假、欺诈等问题，
让人们对网络购物心生顾虑。围绕这些话题，《中
国科学报》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副教授程华。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网购、电子商务的发
展，从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程华：电商对人们生活的改变表现在很多方
面。从购物消费习惯看，实体店购物时间次数减
少、消费商品范围扩大、消费支出增加等。从支出
构成看，对电脑、手机、上网等需求增加。电商网
购对人们生活的改变才刚刚开始，还将持续。

《中国科学报》：中国人被称为网上购物的
世界冠军，为什么中国的网购发展得比其他国
家快？

程华：中国网购的快速发展有很多原因，出
色的电商企业、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快速增长
的收入、冗余的劳动力资源、迅速普及的手机和
电脑以及因特网、地区间商业发达程度的差异等
等都是原因。此外，传统零售行业不很发达，没有
满足消费者多样的需求，这也是原因。

《中国科学报》：您怎么看待“双十一”购物狂
潮？

程华：“双十一”是价格战从实体商务到网上
购物的延续。这一现象的背后主要是激烈的竞
争，这包括实体店与网店的竞争、电子商务平台
间的竞争，以及平台上商家间的竞争。电子商务
环境下，消费者进行价格、商品质量等的比较更
加容易，店铺选择范围扩大、店铺转换更加容易，
这大大加剧了商家的竞争。此外，“双十一”是电
商企业成功造就的一个电商节日，大大提高了消
费者对电商的认知度、普及度，是促进消费者提
高网上购买比例的手段。表面看来，“双十一”是
电商平台间的竞争，但结果是各家平台知名度提
高，传统商家大受其害。

《中国科学报》：电商对于物流、房地产等传
统行业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程华：电商与物流快递这两个行业是互补
的，如果没有电商的快速发展，很难想象中国能
建立如此四通八达、快速便捷的物流网络来。反

之，如果没有众多民营物流、快递公司的快速发
展，提供与电子商务相适应的服务体系，电商就
很难给消费者以良好的购物体验。这两个行业的
相互促进发展、融合发展，仍会持续下去。

电商对房地产整体的影响不会很大，但对
商业地产、写字楼会有冲击。对实体店需求的
减弱、对物理区域的不敏感，会导致相关房地
产需求的减少。但另一方面，对物流仓储地产
的需求会增加。

电商的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是双向的，与电商
相关的领域，如软件开发、系统设计等提供网上
周边服务的行业和物流快递公司等将吸纳越来
越多的劳动力，但受到冲击的传统零售行业的就
业会减少。在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过程中，新技能
的培训是要注意的问题，否则会导致结构性的，

也就是技能与岗位要求不匹配的失业问题。
毫无疑问，电商环境下，创业的门槛大大降

低，将极大地促进创业者的数量增加，但同时也
使创业者面对的竞争更加广泛、更加激烈。

《中国科学报》：未来电商能否全面取代传统
零售业？

程华：中国传统零售业因为整体上连锁化程
度不高，所以自身很难实现向电子商务的转型，
因此新兴的电商企业的发展对传统零售行业的
打击很大，而且还将持续。美国的沃尔玛是实体
店时期发展起来的大型零售商，但其利用其发达
的实体店及仓储运输网络，成功地转型为同时做
线上线下的零售企业。中国目前除了苏宁，我没
有看到传统零售商成功转型的例子。未来，实体
店一定存在转型成功的例子，但是到底是哪些实

体店就很难说了。零售业的洗牌一定会出现。
因此王健林和马云的对赌十年后可能没有

意义。我在天猫上下单，到家门口便利店取货（日
本已经这样）；或者我在实体店看货试穿，扫瞄二
维码订货，类似这样的交易已经难以区分线上线
下、传统实体店和网上交易了，网商介入实体、实
体店上线已是必然的趋势。

《中国科学报》：马云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说，解决网上售假只能靠互联网。对此您怎么看？

程华：网络增强了所有信息的透明度、使所
有参与者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使市场和价格机制
发挥得更加广泛，这必然带来市场的繁荣和创新
的不断涌现。打假是市场和法律层面的事情，网
络提供了更先进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马云
的说法有一定道理。

核心阅读

卡尔·波普尔

“如果我们过分爽快地承认失败，就可能使自己发觉不了我们非常接近
于正确。”

隗
（Karl Popper）

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使这
种异端学说在今天甚至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而是改写了人们的科学观、历史观与社会演进观的意义重大的常
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摘自百度百科

卡尔·波普尔，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
纳大学。

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证
伪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的增长是通过
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著有《历史决定论
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等。

杨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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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时间：1902 年 7 月 28 日 ~1994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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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华 萧琛

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