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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
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提起

《中国合伙人》中的这句台词，张伟
林、金涛、马铭智这三个90后小伙
子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他们都是河南科技大学电子商
务专业大四的学生。从2011年开
始涉足网店，到现在月营业额维持
在20万元，纯利润6万元左右，在通
往梦想的道路上他们一直坚持着，
有失败，更有收获。

如果您是一名网店“菜鸟”，不
妨来看看他们一路摸爬滚打总结出
的生意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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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学三名大学生合伙开网店，月营业额达20万元，他们有啥成功秘诀？一起来看看——

“校园合伙人”的生意经

下一步，张伟林三人打算
注册公司进驻天猫商城，将他
们的电商事业做大，但金涛
对于公司的注册地点还犹豫
不决。

“洛阳电商发展相对落后
于南方，而且货源少、运输成本
高，但还有很大的市场亟待挖

掘。广州那边货源充足但电商
市场几近饱和。”金涛说。

做电子商务最重要的就是
解决货源问题，金涛说，希望他
们在洛阳本地找到可以合作的
大型企业，得到高质量的稳定货
源，这样就能够继续留在洛阳发
展了。

网店经营成功的关键
是什么？金涛说：“货源决定
成败，产品质量是网店长期发
展的关键。”

金涛介绍，几乎每一个网
店店主都是从代销开始的，一
是风险低，二是货源压力小
一些。“货源好找，但是好货
源不好找。”张伟林说，货源

的好坏会影响店主开网店的
信心。

如果货源供应不顺畅，或
者质量不好，每次发货店主心
里都会很忐忑，毕竟货源质量
的好坏要等到成交之后，有了
卖家反馈才能了解清楚。因
此，刚涉足网店经营的店主最
好提前选好货源再开始创业。

和其他网店新手一样，张伟林他们在
“单打独斗”的时候，都经历过盲目上架影
响商品销量的窘境。

“那时候喜欢熬夜，有新货，三更半
夜就上架。结果这些货在搜索排名中都
排不到靠前的位置，吸引不到买家。”张
伟林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爬滚打，张伟林他
们终于发现了一些规律：“网友在搜商品
时，淘宝网会自动把上架满7天的商品排
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也就是说，新货上架
的时间最好要选在每周网友最喜欢网购的
时段，因为7天后的那个时间段，网友会最
先搜到你的商品。”

张伟林从2011年开始经营自己的网
店，也是三人中最早涉足网店的。之后，金
涛和马铭智也分别开起了自己的网店，但
各自独立经营有很大的局限性。

今年4月20日，三人决定合并网店，
此举不仅增加了网店销量，也使网店等级

和排名有所提升。张伟林说：“目前我们一
共经营11家网店，主营雪地靴、帆布鞋和
男装。”

现在，他们三人在淘宝网上经营的网
店月销售额稳定在20万元，纯利润6万元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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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大学生演绎校园版“中国合伙人”

张伟林刚涉足网店时，经常把商品挂
在网上就不再过问了，连商品的文字说明
都懒得加，结果网店生意很冷清。

张伟林说：“卖家对自己网店里的商品
的熟悉程度和推销力度不够，买家自然也
不会对商品感兴趣。”

于是，他开始经常修改商品说明和名
称，尝试着推出优惠套餐和折扣聚拢人气，
网店的生意逐渐回暖。

这样的反差，让张伟林领悟到，网店的
商品说明一定要不断更新。现在只要坐在电
脑前，他一定是在做和网店有关的事情。

●教训一：忽视商品说明

●教训二：新货盲目上架

在采访中，一名买家想给
自己1岁半的孩子买双鞋，但
不知道穿多大码，马铭智立刻
就给出了鞋的号码。他说：“只
有对自己的商品了如指掌，才
能及时解决买家提出的各种问
题，提供更周到的服务。”

张伟林认为，不能只把网
店当成买卖的平台，应该把买
家当成长期合作的朋友。他说：

“和买家聊的时候，你打的字数
一定要比买家多，不能他问一
句你答一句，偶尔还要开一下
玩笑，这样能让买家感受到你
的热情。”

“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
况下，一定要尽快帮买家换货
或者退货，不能因为在乎一时
的小利破坏了潜在的长久客户
关系。”张伟林说。

在淘宝网上有数不清的商
品，挑东西能挑花了眼，怎样才
能从众多商品中脱颖而出，最
有效的办法就是力争让商品的
排名靠前。

“动态评分、好评率、橱窗推
荐……这些都会影响淘宝网对
商品的排序，这是淘宝网的规

则。”张伟林说。现在，网购达人
在网上购物一定会查看评论和
成交量，网店的动态评分高，商
品的好评多，排名就会靠前。

另外，淘宝网对新开的网
店有一定的扶持，所以如果一
家网店不成功，可以试着开新
的网店进行调整。

●经验三：把买家当朋友，退换货要及时

●经验二：争取好评，提升排名

●经验一：选好货源，心里不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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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铭智（左）和张伟林在电脑前与买家交流

三人在查看刚到的新货

张伟林在检查商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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