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角

G
U

A
N

G
JIA

O

18

金
融
博
览

年
第

2015
4

期

看　点

年 前 很 难 想 象 “ 中 国 硅

谷”——北京中关村——的那

些电子商贸城会有萧条的一天。直

到三年前，“e世界”、“鼎好”、

“海龙”等高楼内还商铺云集，人山

人海。让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地方像

菜市场，买卖电子产品像买卖萝卜白

菜。穿过这些大楼之间的中关村北大

街总是堵车，路边尽是人和各种运货

的车。这里的周末塞车更严重。

这些情景在最近两年基本消失。

去年我有几次到那里寻找电脑配件，

或者换手机屏幕，每一次都见那些昔

日挤满顾客和商贩的楼里一层层空

着。有些楼层的空置率将近百分之百。

最近我从中关村北大街乘车经过，这

条街已经不堵车了。

中关村电子街的萧条是电子商务

冲击的结果。不信随便问问，现在谁

还到商店去买电子产品。恐怕只有十

之一二的人会说去。大多数亲自去商

店的人可能是去“体验”。这个词现在

名实相符。体验者到那里亲见了想买

的东西，抚摸一把真实产品，记下型

号，然后回家上网订购。我舅舅是一

个退休工人。这位老人连买鞋都如此

体验。他到鞋店试穿看中的鞋子，记

下牌子和鞋号，然后转身去网购。

商贩和消费者退出实体店，但没

有退出市场。中关村电子城昔日的商

贩可能正在某个城乡结合部的租住房

中开网店，而他的货物可能存放在村

中某间能遮风避雨的屋子里。消费者

则随时在街上、在家里、在办公室里

盯着手机或电脑屏幕寻找想要的东

西，然后动动手指头搞定。无论商贩

还是顾客，都没有必要依赖中关村的

商贸城了。这些商贸城曾经是“中国

硅谷”的标志，属于十几年前建立的

中关村电子城的一部分。为建成这座

电子城，整个海淀镇被拆除。那里成

片功能混合、生活气息浓厚的街区被

消灭，延续几百年的空间格局完全改

变。取而代之的高大上电子城是功能

单一的“新城市”。这里是工作和商业

场所，有银行和餐馆，却没有居住区。

这个电子城在发达时期的日常景观是

白天热热闹闹，下班之后冷冷清清。

白天在这里工作的人，晚上都居住在

海淀区的许多城中村内。现在他们连

白天都不用来电子城了。这是一场真

正的危机。

电子商务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革

命。它消解了许多曾经看似不可撼动

的东西，也复活了许多被消灭的东西。

例如集中贩卖／购买的商贸城和购物

中心，曾经是城市化必然的结果，现

在却门前冷落。过去二十年城市化想

消灭的城乡结合部在电子商务蔓延下

则生气勃勃。网店激活了许多曾经衰

败的地方。淘宝村大多数是城中村，

或者是曾经人去屋空的空壳村，现在

被回乡者和外来商贩的网店填满。最

近我在昆明宏仁村注意到一个现象。

往年春节前正是退房走人的时候，今

年却是不断有人来问是否有房出租。

这个村内开网店的人已经不少，目前

有两家快递公司的分店。

与宏仁村相隔一条彩云北路的中

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境况完全不同。

这家商贸城体量巨大，规划建筑面积

882 万平方米，比昆明城市自 11 世纪

建城后一千年内的总建筑面积还大。

这家商贸城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过中

关村电子城式的兴旺，最近两年的状

况比我想象的更糟。几年前我从功能

几

电商革命消解了什么
■ 朱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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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业态重复等预测其不会有好的

未来，却没有预见到压垮螺蛳湾商贸

城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电子商务。这家

商贸城刚开张时，租户被要求预交了

未来 5 年租金，后来又被要求缴纳租

金到 2021 年。这些租户因此都无法脱

身。如果不是被租金绑架在这个商贸

城里，可能大批商贩正在从这里退出。

电商革命使我们对于城市化道路

的习惯思维改变了。一直以来造城大

跃进依据一套单向城市化说辞，认为

城市化的道路就是消灭乡村和城中

村，就是建 CBD、商贸城、城市综合体、

古城复建、工业园区，等等。过去认

为这条道路虽然有伤痛，但是必然的

趋势。如今令人目瞪口呆的电商蔓延

已经使人不能用乡村—城市这种二元

式的框架来定位当下的空间生产。现

在养育着低成本网店的正是那些最近

三十年城市化推进者想要消灭的城中

村和乡村。仅以昆明滇池东岸的宏仁

为例。如经营网店每月只要花 1500 元

就能租到面积大约 110 平方米的一套

房子。如果在宏仁老村，租金会更便

宜。在这样的城中村开网店非常实惠

和方便，这里有足够的居住和仓储空

间，有规模相当的快递公司，有农贸

市场，有夜市，有寺庙，有剧场，有

菜地，有幼儿园，可以停放汽车等等。

相比于此，螺蛳湾商贸城一般铺面（面

积在 15 平方米左右）的租金在 10

万～15万元，而且只能开店不能居住。

一些媒体和研究者发现，网店与

城乡结合部和村庄生活天然契合。阿

里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还称 ：“淘宝

村不仅吸引了外出打工的青年返乡创

业和就近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农村空巢现象带来的老人赡

养、儿童教育等问题也在淘宝村得到

改善，网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土

社会的重建。”

按照阿里研究中心统计，截止到

2013 年 11 月，在淘宝网上正常经营的

村镇级网店数是 105 万家，如果加上

县一级则有近 204 万家。引起媒体和

研究者注意的淘宝村，即村内有 10%

以上家户经营网店的村庄，在 2014 年

已经有 211 个，网店 7 万家以上，直

接就业超过 28 万人，淘宝镇已经有 19

个。

电商进入农村对于逆城市化具有

增强作用。去年光棍节期间，我在

CCTV 上看到一段数据称 ：农村居住者

上网购买的货物中基本生活用品比城

市购买者更多。去年底京东老板刘强

东宣称：京东今年的重点是进入农村。

如今即使在离城很远的村寨都能碰见

送快递的人。

电商甚至引起一些传统产业的重

新分布。例如制衣业，曾经是以集中

生产为特征，去年我与几个长期从事

服装业劳动研究的学者聊天时，大家

都提到的一个新现象是制衣业正在从

集中生产向空间分散的生产转变。许

多工厂正在从深圳、广东和福建的集

中生产地消失，与此同时无数小工厂

在内地的农村出现。几年前我有一个

学生谈到他哥哥从深圳回江西老家的

村里办了一家制衣厂。这家工厂租用

村里的空房子，工人都是村里的妇女。

这些妇女每天早晨将孩子送到村里的

幼儿园，然后到厂里轧衣服，中午接

孩子回家做饭，饭后将孩子送进幼儿

园又来工作，下午做饭时间收工接孩

子回家。过去这种工厂是不可能存在

的。如今工厂主只要手机一拨就有快

递上门来送原料或者取走产品。这里

被消解的甚至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

问题。

去年 5 月在福建安溪看到一个现

象也令我印象较深。我在安溪参加茶

文化研讨会时，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大

型茶叶公司老总们都称安溪茶叶存在

危机。危机之一是消费环境改变，即

大公司的茶叶销售不如以前好。有一

天傍晚我们在溪村的一家小茶商家等

人，刚坐了一会儿就见快递上门来取

货，说是送往广西。我写这篇小文时

上网查了一下，发现 2013 年初安溪的

茶叶网商有 5000 家之多。早在 2012

年安溪铁观音电子商务销售额就有 12

亿元，2013 年达 15 亿元，2014 年达

20 亿元，占安溪全年茶叶销售总额的

四分之一。以前安溪茶农只有将茶叶

交给几家大公司才能进入市场，现在

许多人在家里上网开店自己卖。安溪

茶行甚至有口号称 ：要么电子商务，

要么无商可务。

按计划推进的城市化正在被电子

商务的勃兴搅乱。它使长期以来被视

为城市化标志的商贸城衰败下去。这

些地方在过去十几年被地方政府当作

大拆大建的好处和亮点来宣传。它们

中有的如北京中关村电子城那样，辉

煌十多年之后走向萧条 ；有的如昆明

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才硬撑着摆出一

副高大上的架势，未及兴旺便露出衰

败的底子。与此同时，网店兴起和网

购蔓延使一向被人不屑的“城不城、

乡不乡”的地方变成抢手的香饽饽。

具有真正城市品质的城市场所不会衰

落。它们仍然是许多人梦想的工作和

居住之地。这些地方有着丰富的街道

生活、混合的功能、活着的文化和延

续不断的历史空间。而前些年造出来

的徒具城市外表的商贸城、综合体、

新城或仿古城等将被冷落。（作者为北

京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