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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冲击压缩盈利空间，济南“中关村”转型挽救颓势 格子铺七成已出租

人流量增加近一倍
“从2012年华强开始制定转型策略，

到现在将近两年的时间，2015年1月1日
一个全新的华强开始试营业。”徐晓冬透
露，虽然电子市场转型很是坎坷，但是这
两年商场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商场的出
租率、人气、知名度都在不断提升。

记者了解到，华强的格子铺已经出
租了七成以上，而且呈递增趋势。就在记
者采访的过程中，家住济南的孙先生就
在咨询华强格子铺的相关事宜。

“这些格子铺租金在500元到2000元
之间，在这个地块能租到这么便宜的商
铺已经很难了，而且基本上不可能亏
本。”孙先生说，打算给亲友租个格子铺，
让他们来电子市场做生意。

除了格子铺，东营、广发等四家银行
入驻华强电子世界，KTV、餐饮等娱乐
休闲行业也进入了商场，儿童乐园也即
将开业。

多样化业态进入华强世界，商场人
流量和租户逐渐增加。徐晓冬称，2012年
之前节假日的人流量每天在 7000人左
右，现在平时的人流量就在 12000人以
上，而且人流量还在增加。

“2012年的时候，整个商场只有400

家，现在有600多家，下个月预计会增加
100多家。”徐晓冬称，商场租户逐渐增
加，为电子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来此就餐的市民张女士称，以前华强、赛
博、百脑汇到处是电子产品，给人的感觉
非常“高端”，但是现在变得更加市民化
了。

“周末有时候来吃个饭，或者陪孩子
看个电影，与朋友K歌，吃喝玩乐一条
龙，顺便看看有没有新的电子产品。”张
女士说。

山东大学营销传播专家王广伟称，
科技市场的这种做法是为了构建区域市
场的生态圈，这样能够把客户固定住，增
加客户黏性，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过来，从
而带动科技类产品的销售。

效果初显
对于济南人来说，以前购物

多是去商场、超市，比如买电脑就
去科技市场，买书就去新华书店，
买家用百货就去小商品市场，买
衣服就去泺口服装城……而在互
联网兴起后，网购以其低廉的价
格、多样化的产品赢得了消费者
的青睐，市民在购物时多了一个
选择。

面对电商的冲击，科技市场、
新华书店、服装市场以及小商品
城开始“触电”，悄然转型。那么，
它们转型的效果如何？济南市民
能否因此真正买到物美价廉的商
品？为此，本报特推出“传统行业
转型启示录”栏目，看看济南人身
边的这些行业如何搭上互联网顺
风车，更好地为市民服务。

■编者按

由于IT产业受到手机和电商的巨大冲
击，盈利空间大大压缩，济南科技市场正在谋
求转型。

华强电子世界副店长徐晓冬表示，华强自
建立之初其定位是做环渤海地区最大的IT专
业卖场，卖场电子和IT产业就占到了90%，现
在商场进行转型，也是形势所迫。

“2012年年底开始，电子业呈下滑趋势，
卖场也随即调整业态结构，以适应市场需求。”
徐晓冬称，华强电子世界有6万多平方米，在
2011年11月开业之前，出租率已高达90%以
上，但是半年之后就搬走了25%的商户，再过
半年之后又搬走约25%，整个商场空了接近一
半，面对这样的情况，华强选择了转型。

记者看到，华强的一层依然是主营笔记本
和台式机等传统IT产业，二、三、四层的IT产
业正在逐渐压缩，添加了新的业态；二层已经
改成格子铺，被称为“华E尚街”，以后主要卖
衣服、鞋帽、文具、珠宝、小饰品等商品，其格局
和理念类似于洪楼的淘宝街，另外，二楼的超
市也在装修中；三楼引进了许多全新业态；四
楼则引进众多餐饮行业。

“当时盖这个楼的时候定位于IT产业，没
有考虑过电影院、服装百货以及餐饮能进来。”
徐晓冬称，华强卖场转型需要“接地气”，走大众
化模式，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提升人气。

除了华强进行了转型，科技市场其他商家
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赛博的四层改成了餐
饮，五层改成了电影城；百脑汇则改成了“淘商
汇”，变成了电商服务平台；高科则改成了封闭
式写字楼；二期则很有可能转变成商务快捷酒
店。

IT产业风光不再

卖场纷纷多元化

12月18日上午，华强电子世界大
楼外，一棵高达六米的圣诞树摆在那
里，工人正忙着往树上挂彩灯。如今，
到济南科技市场逛的顾客不再只是
购买电子产品，市场内电影院、KTV、
餐馆等休闲、餐饮店铺纷纷入驻，一
条以科技市场为中心的区域市场生
态圈正在形成。随着IT产业的不断式
微，济南科技市场试图通过“转型”来
挽救目前的颓势。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孙业文

销售量下降七成

能撑下来就不错了

记者了解到，1997年5月1日，济南科技
市场老厅在山大路开业，逐渐发展成为山
东省建立最早、品牌最全、最具影响力的第
一所计算机综合大卖场。由于效益颇佳，随
后以老厅为中心，高科、齐鲁、二期、百脑
汇、赛博、华强等科技市场相继建立，缔造
了曾经的“IT行业的神话”。

12月18日上午，华强电子世界大楼外，
一棵高达六米的圣诞树摆在那里，工人正
忙着往树上挂彩灯，为圣诞节增添了些许
节日氛围。

与楼外热闹的场面相比，济南科技市
场老厅内显得有些冷清，不少商户在织毛
衣，有的聚精会神地玩着手机，还有的则在
打扑克牌……

此时，做电脑显示屏生意的范经理正
在与“邻居”闲聊，见到记者过去，以为是来
购买电子设备的客户。待记者表明来意后，她
说，以前生意很好做，租个店铺进点货就能挣
钱，但是这两年电子产品生意很不好做。

“现在网上购物这么方便，许多小的电
子产品我都是从网上买。”市民王女士称，
网上的商品价格便宜，而且是送货上门，
她非常喜欢足不出户就能买到自己喜欢
的产品，不过鉴于网上售后比较麻烦，购
买金额比较大的电脑产品还是会选择实
体店。“受电子商务冲击太大了，因为网上
的东西很便宜，实体店里的东西要比网上
贵很多。”她说。

虽然现在生意不好做，范经理称，她坚
决不去网上开店，就在实体店里卖电子设
备。她称，网上的东西太便宜了，她的电子
设备放到网上价格肯定高，根本没有优势。

与范经理不同的是，面对电子商务的大
潮，科技市场的一些商户开始“触电”，衣女士
就是其中的一位。衣女士从事电子产品代理
销售行业已经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可以说
见证了济南科技市场从辉煌到衰落的历史。

她回忆说：“十几年前电子行业是卖方
市场，电子产品需求量很大，进入新世纪
后，2007年到2009年卖得最好，但是2010年
商家突然感觉到寒冬来了，销售量下降了
70%。”衣女士的公司主要销售键盘、鼠标，
她称，虽然开了网店，但是基本上不卖。

“网站不会推送我的产品，而且开店还要
押金，网上就是零零散散地卖，一个月也卖不
出一两个键盘。”她说，淘宝、天猫的电子产品
非常便宜，但是其产品的质量很难保证。

“刚开始的时候租个摊位就能挣钱，现
在能在科技市场里撑下来都不错了。”她
称，现在店面的销售除了零售外，大部分还
是公司订单和其他地市的代理客户。

柜台前排队等装机

曾经的火爆不再有

韦先生1997年就入驻济南科技市场，
从事电脑组装、CPU风扇和办公耗材批发
等生意，作为最早入驻科技市场的商户之
一，韦先生是济南科技市场发展的见证者。

“1997年科技市场成立之初，生意并不
是很好。”韦先生说，科技市场是济南第一
家IT卖场，知名度低，加上当时电脑的组装
费用比较高，一台电脑一般都要 1万元以

上，无论是商户的入驻率还是购买电脑的
消费者数量都比较小。

“1998年整个市场商户入驻就满了，人
气也越来越旺。”韦先生称，1999年市场全
面火爆，从一楼到三楼一个空位都没有，来
买东西的人都是摩肩接踵。“到了周末，刚
一开门，大批人就会一拥而入，我的柜台在
二楼C厅，每天门前都有排着队装机的人，
而且都是不认识的人。”韦先生说，只要公
司开着门，有技术能装机，就有人排队装
机，这种现象在整个市场都很普遍。

“当时一节柜台的转让费高达20万。”韦
先生说，由于生意太火爆，市场里柜台的转让
费都到了20万，但还是有人争先恐后地抢柜
台，因为20万有的公司一个月就能挣出来。

“这种火爆的场面一直持续到2004年，
之后柜台的转让费慢慢降了下来，由几万
到几千直到现在平租都没人租了。2005到
2008年这三年是生意的平缓期。”韦先生介
绍，这三年生意总体上还可以，但是之前那
种火爆的场面明显减少了，市场供需渐趋
平衡，IT产业发展步调开始放缓。

科技市场管理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从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是科技市场发
展的黄金时期，许多创业者就是在那时候
发家的。在这期间，由于电脑的利润高，随
便在市场租个柜台，即便是不懂电脑的软
硬件，也能赚个盆满钵满，但是自2008年以
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IT行业价格
越来越透明，生意就没有那么好做了，有许
多商户也搬出去做其他生意去了。

手机、电商冲击大

租金、人工费增加

“现在整个市场都不景气，什么都不好
干。”从事电子耗材的王先生说，电商的发
展使越来越多的人从网上购买产品，改变
了以往只能从实体店购买的传统消费模
式，使得电子产品的价格过于透明，大大压
缩了产品的利润空间。

“现在许多顾客都是拿着自己写的报
价单来找我们装机或购买电子产品，实体
店的生意太难做了，电子销量直线下降。”
从事电脑装机的马先生说，许多顾客经常
是从网上查到价格后来实体店购买，不仅
这样，而且还要到不同的店里进行价格对
比，谁出的价格便宜，就从谁那买。

“智能手机的流行才是对IT行业最大
的冲击。”韦先生说，在过去人们只能通过
电脑来上网、聊天、看电影和办公，这种需
求大大促进了电脑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
手机智能化、触屏化和移动互联网的不断
发展，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在手机上实现，而
且手机还拥有电脑不可比拟的优势——— 便
携。

“现在，人可以离开电脑，但万万不能
没有手机。”韦先生说，智能手机不仅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慢慢改变人的消
费方式。“现在市民购物只需拿出手机，点
几下就能买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商品。”韦先
生称，由于电脑硬件和软件的更新速度大
大减慢，满足不了民众随时随地“移动式交
流”的需求，智能手机成为今天的“王者”，
传统的电脑行业逐渐式微。

“现在钱越来越难挣，但是租金和人工
成本却翻了一倍多。”韦先生称，租金的上
涨和人员成本的不断增加，使得商家入不
敷出，这也是使许多商家撤出市场的重要
原因。

济南科技市场老厅外景。 见习记者 刘飞跃 摄

济南科技市场老厅一楼大厅内景。见习记者 刘飞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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