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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妍 实习生 吴岭

去年“双十一”当天，淘宝网全网取得了191亿
元的总交易额，今年总交易额预计有望突破300亿
元。那么，日渐蓬勃的洛阳电商能分得几杯羹？我
市电商、快递为“双十一”又作了哪些准备？

洛阳电商有望接到50万个订单

1个月前就开始囤货的仓库满满当当，还未下
订单的商品被提前包装好，一次可装载上千件包裹
的快递货车在仓库门口随时待命……昨日12时
许，离“双十一”网购狂欢开始还有12小时，洛阳不
少电商企业已是一副万事俱备、整装待发的模样。

一份来自电子商务行业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2年，从洛阳发往全国的包裹平均每天约为1.7
万件；今年前10个月，平均每天达到2.6万件。而
在11月11日至17日的“双十一”购物高潮期，这
个数字有望达到平时的3倍至5倍。保守估计，

“双十一”至少可为洛阳电商带来50万个订单。
几年前还处于“潜水”状态的洛阳电子商务企

业，如今不少已崭露头角，甚至出现了全国范围内
的行业龙头。迄今为止，我市有5000多家零售网
店，相关从业者有近万名。去年，我市电子商务零
售总额为6.2亿元，今年预计将超过10亿元，这样
的增长速度还在不断加快。

客服人员每分钟打120个字刚及格

被称为“网购春运”的“双十一”，因购物量暴增，
也给电商带来巨大压力。为了应对“双十一”，电商纷
纷使出浑身解数，称得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双十一”，客服人员总是冲在离顾客最近
的“第一线”。市民高莉是一名在职7年半的客服
人员，如今虽已是公司客服部的主管，但每逢“双
十一”都要亲自上阵。今年，高莉提前近一个月从
公司其他部门借调了员工，客服人员从12名增至
27名。在新人培训中，打字是一项必考的内容。

在高莉的公司，客服人员每分钟打字120
个才算及格，每分钟能打150个字以上者不在
少数——达到这种速度，才能做到公司“20秒内
回复顾客”的规定。

在客服人员“奋战”时，主管也不能闲着——
他们变身“保姆”，倒水、沏茶、买盒饭、送文件，碰
上客服人员接电话或上厕所，必须立刻顶上去。

今年27岁的李伟在公司的工作是网络及器材
维护。往年“双十一”，由于出单太多，打印机因长
时间高速运转导致“罢工”或自燃。今年，他申请准
备了双倍数量的打印机，还找来了4台备用机。

仓库流水线翻倍，快递公司高薪招工

今年“双十一”，洛阳哈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仓库的流水线由4条改为8条，不少商品被提前
包好，只待贴单运走。仓库门外，快递的运输车随
时候命，每车1000多件包裹装满就走，几辆车来
回往复，一刻不停。

为了保证及时发货，不少电商都提前与快递
公司签订了“军令状”：仓库外必须24小时有车辆
守候，发货后48小时之内必须有出港记录……如
果来不及履行，快递公司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去年，堆积如山的包裹让我市不少投递站出现
了爆仓的状况。今年“双十一”来临前1个多月，洛
阳各大快递公司已开始“招兵买马”，高薪聘请快递
员，增加运输车辆。仅以洛阳市中通速递服务有限
公司来看，今年10月，该公司新聘快递员30余名，
新购置运输车辆4台，外包车辆两台，仓库清空并扩
建1000余平方米，员工24小时轮班在岗。

品牌电商对“双十一”趋于理性

8日下午，一场本地电子商务行业的小型聚会
在涧西区举行，与会者有“哈他瑜伽”“优贝贝”“朵
蔓丝”等本地电商龙头品牌的负责人，也有刚刚起
步的网店店主，更有本地传统制造企业大鳄。会上
最热的话题，是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双十一”。

已在业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电商对待“双
十一”的态度非常理性。洛阳哈他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除了补仓较早，其余准备工作到“双十一”前

一周才陆续开始。洛阳暖洋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以经营品牌内衣和家居类产品为主，该公司总经
理张晓峰坦言：“除了少量囤货以迎合气氛，我们
并没有做过多活动。”

品牌电商为何对“双十一”如此冷漠？业内人
士解释，这是与企业规模、品牌和本地电商的主要
经营商品类别有关。

洛阳哈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珂介
绍，因为经历了几次“双十一”，公司员工已具备了
应对网购狂潮的能力，准备流程已步入标准化、规
范化阶段。今年的“双十一”，他们追求的已不是
单纯的销量，而是更注重客户服务与购买体验。

“伤品牌”也是品牌电商不愿参与“双十一”的
重要因素。部分企业经营者认为，具有一定影响
力和忠实顾客的品牌轻易促销打折，会让顾客对
产品期望值降低，觉得品牌廉价，对企业利润
和长期目标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一名业内人士介绍，“双十一”更适
合服装、鞋子等大众消费品种，而洛阳有影响
力的电商品牌主要集中在瑜伽、骑行装备、渔
具、居家服饰等“小众”类别上。

“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个从不钓鱼的人，
你不会因为这天渔具打了五折而去买。不
过，你看到一件漂亮衣服打折，即便原本没有
购置计划也会忍不住下手。”该业内人士说。

□据《法制晚报》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9日发布了“关于
快递业务旺季服务消费的提示”。该提示称，受
电商集中促销影响，11月11日至17日，国内快

递业务将进入网购配送高峰期。由于短期
内交寄需求增长迅猛，邮政、快递企
业上门服务压力较大，可能出现服

务不及时现象，预计11 月20 日
后将逐步恢复正常。请消费者
合理安排交寄时间。

□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谢樱

“双十一”已至，网购成为近日最热门的关键词。你为什么选
网购？这个问题的答案五花八门，但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便宜”。

那么，网购与实体店购物的价格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商品价格卖场“抽水”网购折扣免去“进场费”

销售成本不同导致线上线下价差是很常见的情况。在传统渠
道中，任何商家都需要缴纳门店费、装修费、税费等一系列费用，如
果将店铺开在繁华的商业区，仅门店租赁每月就需要上万元。在
网上，只需要几台电脑、客服人员，甚至在偏远的居民楼里就可以
开店，中间的成本差价很大。

曾任某大型电器品牌销售部经理的谢先生告诉记者，“进场
费”也增加了传统渠道品牌店的成本。不管是超市还是商场，品
牌、柜台的进驻都需要缴纳一笔少则千元多则几十万元的运营管
理费用。此外，多数商场还需要在各商家的销售额之上进行5%到
15%的“提点”。

专柜员工“内部价”海外代购低价囤货

在各大购物网站上，服装、美容、鞋帽等品牌，常出现“专柜代
购”“正品保障”的字样。这些代购商品，往往比专柜价格便宜得
多。所谓“代购”究竟便宜在哪儿，是否可信？

经营一家鞋类代购网店的店主表示，自己的品牌和许多中低
档服饰、鞋品牌一样，执行员工内部价，内部价折扣不等，折扣商品
不乏次品或者往年陈货。由于网上卖得好，所以许多公司都默许
这种行为。

一名职业代购人表示，她长期从事美国护肤品牌的代购，除了
以拆除包装等方式规避关税，她还会在美国感恩节、圣诞节、黑色
星期五等打折季对国内热销的护肤单品大量囤货，然后在各大购
物网站以低于国内售价、高出进价的价位售出，并通过拆除包装等
方式减轻物流费、规避税费，以增大利润空间。

名为促销实际“清仓”陈货变身折扣新款

“清仓”是历年“双十一”鞋服企业的隐形主题。记者了解到，因
为服饰产品有很强的季节性，新品、旧款的价差大，而线上渠道又能
摒除实体店试衣效果不好导致的销售弊端，因此很多企业都选择用
电商销售滞销款式，通过清库存回笼资金，缩短现金流周期。

家电、数码产品业也乐意在年底前通过让价清理库存。但内
部人士透露，家电产品的库存中，不乏实体店卖出的包退换政策下
的“问题产品”，尽管修复后外形焕然一新，但内部机芯仍然存在使
用“隐患”，消费者购买后难免发生故障。

“双十一”、“双十二”、圣诞节以及元旦等疯狂抢购的“网购
节”，都在年底，正值不少企业清理库存、回笼资金的关键时期，价
格影响力最大的网购市场，则是最佳的清货渠道。

今天，我市电商有望接到50万个订单
为应对“双十一”激增的交易量，不少电商使出浑身解数，快递公司则提前高薪招工
因出售商品较为“小众”，一些品牌电商理性看待“双十一”

□记者 王妍 实习生 吴岭

每年“双十一”过后，总有人因买东西太多而
悔恨地嚷嚷要“剁手”，也总会有人因上当受骗而
跺脚不迭。既要防败家，又要防陷阱，洛阳晚报记
者给您支上几招。

防败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理性

“各位男同胞注意啦，11月11日起床第一件
事情就是打开老婆的支付宝和网银，输入3次错
误密码，再去上班……切记切记！”

早在10月底，这条微博就在网络上广泛流
传。“双十一”在满足女性购物欲望的同时，也让不
少男同胞的钱包迅速“瘦身”。另外，由于购买东
西过多，不少“网购族”懊恼不已，“今后再这样就
剁手”之类的“自省”在微博中铺天盖地。

为防止女友或老婆败家，网友们绞尽脑汁，想
出了各种“防败家攻略”。有些纯粹供大家一笑了
之，有些则“很有指导意义”。

●插科打诨型：错输密码，请假监督
除了上文那条微博，有一张请假条这几天也

在网上被疯传。一位名叫徐栋的工程师在员工请
假单上写道：“媳妇收藏了不少天猫、拉手网的团
购，11月11日请假1天，回家看着媳妇，防止败
家，请领导批准。”

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主管和经理两人的批
复。主管：“准了，不过当领导的要批评你一下，媳

妇花点儿钱正常。”经理也签字“同意”准假，还补
充了一句“注意家庭和睦”。

●釜底抽薪型：断网断电，远离电脑
有不少网友出主意，认为可以提前把家中的

网办停了，或者在11月11日当天故意把自己的
网线接口拔掉。还有所谓的“技术男”提出在自家
总电源上做手脚，确保家中“该停电时就停电”。

一些网友还有其他办法。网友“迪迪熊”说：“我
看还是让她远离电脑，带出去玩儿一天。”网友“陈德
梅二代”则准备带着女友去电影院过个浪漫的夜晚。

●理性消费型：列出清单，设置上限
当然，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真正想实

现理性消费，下面这几招应该比较管用。
今年27岁的刘卫东，月初发现女友在关注

“双十一”的抢购信息后，采取的办法是和女友一
起列出“采购清单”，有的放矢，绝不盲目。

在新区上班的程辉因背着房贷，每月工资分
配都比较有条理。“双十一”之前，他和女友已经计
算好，除去每月1200余元的房贷和1000元生活
费，他们10月的工资结余还有近3000元，留下
500元存定期，其余的作为“双十一”购物预算。

家住新区的潘女士提前选好了购买的物品，
但要“把商品放入购物车里想上一两天”。在她看
来，经过一两天的“沉淀”，自己可能不会再选购那
些因为冲动而购买的东西了。

此外，网购达人还提醒大家，“双十一”消费时能
用工资卡不用信用卡，因为“工资卡花着心疼，而且花
完为止”。如使用信用卡网购，一定要量力而行。

防陷阱，最重要的是不能贪便宜

每年“双十一”过后，都会迎来一个消费者维权
的高峰时刻。洛阳晚报记者特地将常见的“双十一”
陷阱整理出来，希望大家在购物时能小心规避。

●陷阱一：打折之前，暗中抬价
案例：去年“双十一”前，王女士在天猫一家店铺

中看上了一条标价为238元的牛仔裤。到了“双十一”，
王女士发现这条牛仔裤的价格却变成244.5元。客
服人员称之前的238元是店铺的优惠价，而“双十
一”期间的“五折”是按照商品的标牌价打折的。

提醒：“先涨价再打折”是电商大战中卖家常
用的伎俩。消费者购买时，不妨货比三家，并查阅
该商品之前的信息。如果消费者发现商家有虚抬
价格的行为，可进行举报。

●陷阱二：人气赚够，“特价”缺货
案例：9.9元便能拍到一件长袖针织衫，面对

这诱人的价格，张小姐不断点击鼠标，页面却一直
显示卖完或缺货。

提醒：低价缺货是商家诱导消费者进入店铺、
提高人气的手段之一。面对这种状况，买家应详
细浏览该商品的成交记录，核实该商品是确实售
罄还是虚假噱头。如发现不实情况，应保留截图，
向所在平台举报。

●陷阱三：假货水货，鱼目混珠
案例：去年11月初，小王在一家销售量过万

的皇冠店铺里购买了一套男士保暖内衣。到了
“双十一”，看到这套原本99元的保暖内衣活动价
调整为59元，他连忙又拍了一套。谁知，同样的

店铺，同样的品牌、货号，两套内衣的质量却有天
壤之别。99元的厚实紧密，59元的却质地稀疏。
小王向客服人员讨说法，却迟迟得不到回复。

提醒：为迎合不同活动，不少淘宝店主会在原
料成本上做手脚。消费者发现产品有质量问题应
及时联系商家处理，若无法与商家达成一致，建议
先通过平台发起维权投诉，并及时提供照片、聊天
记录等相关凭证。

●陷阱四：商品低价，运费“坑人”
案例：市民陈先生去年“双十一”买了一套家

具，价格挺便宜，邮费当时付了200元。没过几
天，物流却打来电话，让他去洛龙区一个地点自
提，如果送货上门要加价300元。陈先生觉得麻
烦，咬咬牙只好多花300元。

提醒：大件物品的物流费
用并不高，快递费用却不便宜，
商家模糊了二者的界限。您在
购买大件物品时，不妨提前了
解一下物流的情况。

理性抢购不“剁手”巧避陷阱不“跺脚”
●列清单、设消费上限，可让您少花不该花的钱 ●多对比、多搜集信息，可让您少生不该生的气

网购究竟便宜在哪儿
新闻分析

快递预计20日后恢复正常

延伸阅读

去年“双十一”，
数以万计的包裹从洛
阳发出 （资料图片）

我市某电
商去年“双十
一”当天的订单
（资料图片）

近日，电商企
业召开动员会，迎
战“双十一”
记者 王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