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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台生意冷清，无奈兼开网店
科技市场一些商户被迫“转型”寻出路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倩

从6月份开始，
济南进入修路密集
期，有着“济南中关
村”之称的山大路
也进行了封闭施
工。电子科技行业
如今本是淡季，又
赶上修路，这让很
多商家叫苦连天。
而实际上，修路并
不是科技市场生意
难做的主要原因，
网络电商的影响对
市场带来的冲击更
为致命。

本报7月2日讯 (记者
陈玮 ) 近日，槐荫区

出台《济南市槐荫区预
算单位公务卡改革实施
意见》，槐荫区财政局、
审计局等 5家单位试点
公务卡结算，5万元以下
差旅费统一用公务卡结
算，年底前区级其他预
算单位将全部推行公务
卡制度。

目前，槐荫区财政
局已完成与代理银行、
软件公司衔接，并在系
统技术支持方面做了多
次测试，并通过印制公
务卡明白纸等方式展开
宣传，先期以区财政局、
审计局等 5家单位为试
点 推 行 公 务 卡 结 算 制
度。以“银行授信额度，
个人持卡支付，单位报
销还款，财政实时监督”
的方式，将预算单位原
来使用现金支付的公务
开支，逐步改由公务信
用卡进行结算，公务消
费将逐步实现无现金支
付，支付信息实现电子
化同步监控。其他预算
单位在2013年底前全部
推行公务卡制度。今后，
预算单位在支付 5万元
(以人民币为单位 )以下
的差旅费、会议费、招待
费等费用时，将统一使
用公务卡结算。

据了解，2 0 0 7年有
多个省份开始试点公务
卡。2008年10月起，山东
省也一直推行公务卡制
度。目前，公务卡已经实
现 了 全 省 1 7 市 的 全 覆
盖，但利用率不尽如人
意。2012年，使用公务卡
的 省 级 预 算 单 位 有 8 2

个，不到总数的十分之
一，九成公务卡沦为了

“ 休 眠 卡 ”。而 在 全 国 ，
4000多万行政事业单位
仅有38万个单位使用公
务卡，即使有公务卡的
地方，有卡不用也是普
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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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是济南科技市场的一
名商户，已经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
了七八年，今年年初，刘先生从之
前的公司辞职在科技市场租赁了
两个柜台从事电子产品生意。

“没想到今年生意这么难做，
现在连每个月两三千元的柜台租
赁费都赚不出来。”刘先生说，自从
山大路施工修路以来，每天到他柜
台上咨询的顾客也就是两三个人，

买的人更少，接连几天不开张也不
鲜见。

与刘先生的情况相似，在赛博
数码广场地下一层从事汽车车载
产品生意的张先生也有些没底，

“生意真是太难做了，尤其是电子
产品。”

6月30日，记者走访了山大路
几家科技市场。在赛博数码广场
地下一层，记者看到只有零散的

客户，不少柜台前无人问津，有商
家无聊地看起了电视剧。一名商
家告诉记者，市场内卖货的比买
货的人多。

记者随后来到齐鲁科技数码
商厦、济南科技市场精品展销厅，
看到与赛博科技市场的情况差不
多，只要记者走近这些柜台，不少
商户都会上来热情地招呼：“需要
什么，看一下。”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科技市场
内有很多空着的柜台，这些柜台上
挂着出租的招牌。在赛博数码广场
一个空着的柜台前，出租的商户告
诉记者，本来这个柜台是租给了一
家卖平板电脑的商户，但对方租了
三个月就撤了，其间也只是卖出去
有数的几台。“出租的牌子挂了两
个月了，但仍没有租出去。”商户抱
怨道。

>>商家反映 有的柜台一天仅有两三个顾客

济南科技市场
数码精品展示厅冷冷
清清，很少有顾客。

>>管理方观点 不能仅做简单的销售终端
说到目前科技市场面临的困

境，山大路科技商务区管委会副主
任李晓峰表示，他们也很着急。

李晓峰告诉记者，管委会多次
与商家、业主一起交流，发现目前科
技市场生意难做，不单是济南，整个
电子制造业的生意都受到影响，出
现了大的滑坡。

据了解，山大路科技商务区管
委会是2004年成立的，当初成立的
目的就是为山大路科技商务区的
发展提供政策咨询、招商引资等宏
观层面上的服务。山大路虽然形成
了以电子、电脑和通讯技术为主
体、新技术产品为先导的电子一条
街，但目前还只是简单的销售终

端，在新产品研发等方面还存在很
大的差距。

“关键是搞好市场化与产业化
的结合。”李晓峰称，他们也曾委托
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对科技市场进
行过规划，力图将山大路科技商务
区建设成为推动济南经济发展的
综合功能区，但目前来看效果并不

明显。
“网购对电子科技市场的冲

击，影响已经显而易见，整个市场
形势现在不容乐观。”李晓峰表
示，电子科技市场也需要新产品
的带动，来增加整个市场的吸引
力，而现在这个行业就缺少新产
品的刺激。

记者采访时注意到，到科技市
场购物的消费者以35岁以上的中
年人为主。

来赛博数码广场买蓝牙耳机
的赵先生说，他开车时经常接到电
话，在朋友的提醒下才想到来买蓝
牙耳机。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会到科
技市场买时，赵先生说：“我不会网
购，找别人代买太麻烦了，还是自
己跑一趟吧。”

说到科技市场生意难做的原

因，不少商家都提到了网购的冲
击。王先生在山大路科技市场从事
电脑和手机配件销售有6年了。虽
然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他不得
不承认，现在的零售量越来越少，
生意主要靠批发。

“6年前我只有一个小摊位，
主要就是零售鼠标、优盘这些小
东西，生意非常好，现在我要是
指望零售早就关门了。”王先生
说，“现在的人，尤其是大学生，

只要是网上能买到的，基本上不
出门买。”

商家陈先生告诉记者，没有顾
客的时候，大部分商家都对着电脑
忙碌着，其实很多人都是在经营自
己的网店。记者随机询问了15个商
家，9人表示自己除了柜台，也在淘
宝开店经营。

“网店卖得稍微便宜点，平均
下来柜台和网店的营业额差不
多。”专营电子眼、导航等汽车用品

的小刘说。
记者在淘宝上查询发现，很多

电子科技类产品创下了一个月销
货几千件的纪录。比如一款容量为
10000毫安的外接电源在淘宝上的
售价仅为99 . 99元，创下了17万件
的销量。一位淘宝店店主告诉记
者，现在不但电子产品零售商在淘
宝开店，很多厂家也经营淘宝店
铺，“直接从厂家出货，节约了成
本，价格就低。”

>>记者调查 15个商家中有9人同时在开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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