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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创业者加入“齐鲁晚报创客团”

本本报报向向中中小小微微企企业业开开放放媒媒体体资资源源

本报济南7月8日讯（记者
李虎） 近日，顺丰速运宣布将

“次晨达”业务的范围进一步扩
大。本月13日起顺丰将增开包括
我省济南、青岛、烟台、潍坊等城
市在内的30个城市，在区域范围
内提供次晨达服务。

顺丰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顺丰次晨线路拓展，将能够实现
次日10:30前送达。以济南地区为
例，目前从济南发往青岛、烟台、
潍坊等地快件均可以提供“次晨
达”服务，未来服务范围将逐步扩
大，省内各地区将陆续铺开。

此次扩张范围除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东北综合经济区
外，“顺丰次晨”还将目光投向我
国的中西部地区。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顺丰次
晨和大型B2C平台近两年所热衷
的次日达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当
下，电商通过大数据规划分仓力
争次日达，其物流架构和传统大
型商超的物流架构类似，只是商
品的起点和流向不同，而以顺丰
为代表的快递企业每天需要面对
各种形形色色的未知包裹，通过
自身网络“一站发全国”。要想做
到“次晨”则需要长时间的准备以
及内部系统、流程的不断优化。除
了增加航空、车辆运力外，顺丰进
一步打通内部系统，收派员手中
的把枪、客服人员的电脑、消费者
的手机上都会同步收到相关提醒
以及快件的进展情况。

业内人士表示，顺丰正试图
重新定义快递物流在人们生活中
的概念。此外，在末端配送模式
上，顺丰也在进行多种尝试。除早
先的便利店合作等模式外，上个
月，顺丰和其他几大物流巨头携
手构筑的“丰巢”，布局“最后100

米”，满足消费者个性化服务需
求，最终实现快递由“快”到“准确
的快”，再到“定制化的快”，在什
么时间、地点收寄快件，一切让消
费者自己做主。

本报济南7月8日讯（记者
李虎） 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齐鲁晚报创客团”QQ群上
线以来，省内创业者、中小微企
业迅速在此平台上聚集。“齐鲁
晚报创客团”将为山东本土中
小微企业提供创业交流平台，
齐鲁晚报将首次面向中小微企
业开放媒体资源，与中小企业
共成长。欢迎创业者和有规模
的中小微企业加入“齐鲁晚报

创 客 团 ”，Q Q 群 群 号
464752642，咨询电话0531-
85193174。

6月16日，“齐鲁晚报创客
团”QQ群正式开通，开通首日
省内各地的创业者纷纷加入齐
鲁晚报创客团。“齐鲁晚报创客
团”QQ群上线两天后就有300
多名省内各地的创业者加入，
他们在群内彼此交流创业经
验，寻找合作伙伴。20多天的时

间内，“齐鲁晚报创客团”QQ群
内人气爆棚，截至目前已经涌
入近1400位省内各地的创业
者 、中 小 微 企 业 ，涉 及 农 产
品、餐饮、教育、体育用品、互
联网等多个行业，目前仍不断
有中小微企业入群或打电话
咨询。

齐鲁晚报联合团省委组织
了两期“齐鲁晚报创客团”创业
大讲堂，邀请山东鼎好餐饮集

团董事长韩震、红桥投资董事
长李功臣为大家分享创业心
得。“齐鲁晚报创客团”今后将
每周邀请一位我省企业家、创
业家或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
员做客创业大讲堂，与大家互
动，为创业者解疑答惑，分享创
业经验，并组织项目资本对接、
企业交流互访等公益活动，欢
迎创业者加入“齐鲁晚报创客
团”QQ群。

齐鲁晚报创客团导师、北京一
撇一捺顾问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志勇认为，从创业项目角度讲，不管
是平台还是实业，现在都有机会，不
能说谁比谁机会更好。

王志勇说，相比过去，移动互联
时代可用的工具更多，做平台的投
入要小得多，但是普遍面临着推广难
的问题，很多创业者和中小微企业有
热情，但存在平台创业虚热的情况。

“做好平台并不比做好实业简
单。如果没有产业资源的聚合和人
脉积累，根本做不起平台，也抓不住
需求。”王志勇说，很多创业者特别
是初创业者觉得各方都有需求，自
己也愿意整合资源，平台模式此前
也有成功案例，往往忽视了平台成
功所需对接的资源、资金和整合资
源的能力恰恰是自身最缺乏的。

王志勇建议创业者，创业者和中
小微企业在一个行业深耕到一定程度
再做平台，这样成功的概率会更大。

开心采摘网创始人李勇
打造了一个名为“博采”的网
络农业平台，让农民提高议
价能力，抱团购买农资产品。
农业平台连接起上游农资生
产商，批发商，零售商，中游的
种植者养殖者，下游的物流、
渠道经销商，个人消费者等
等，让从业者可以通过平台交
结目标客户，增加商脉资源，
提高经营效率，带动整个产业

健康发展，其中的商机巨大。
“对于农业平台来说，需

要协调农资商，生产者，渠道
商，消费者四方的关系和利
益，同时面对分散于全市全
省乃至全国的各方潜在客户
或用户，不说搞得很大，就是
初具规模也需要投入巨大的
人力物力。”李勇说，平台的
生命力在于规模带来的大数
据，没有规模的平台不会活

下去。
“就平台而言，推广是一

个硬指标，这是费力费钱的
活。”李勇说，现在市场上各
类平台化太多了，造成了资
源的另一种分散，目前光农
业类网站平台就有10000多
家，大家都在投入资金、人力
进行推广，你发展几个客户，
我发展几个客户，但都做不
大未来，需要再整合。

十个创业者，八个做平台

做做平平台台对对创创业业者者来来说说门门槛槛低低吗吗
“十个创业者，八个做平

台。”如今在创业圈流行着这样
一句话，现在做平台的越来越
多，热衷牵线搭桥，整合资源，
有的风生水起，有的困难重重，
大家热情不减，而实业却少人问
津。为何做平台如此受到创业者
和中小企业的青睐，做平台又是
否真的适合他们？齐鲁晚报创客
团的创业者和中小微企业又是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本报记者 李虎 实习生 于涛

“做平台的成本相对较
低，主要依赖技术和资金支
持。”泰安市友云信息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曲沿说，
之所以将创业方向定位在无
线网络的平台化推广、运营，
主要是考虑到实业的发展对
人力、物力、资金等投入的要
求较大，一个成功实业模式的

核心技术往往会被不断模仿
复制，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
环，使得同行之间竞争压力
增大，而平台运营的思维和
理念是复制不了的，可通过
差异化的运作来实现盈利。

“正是看到未来海外代
购领域的巨大潜力，我才决
定搭建网络平台的。”济南一

家网络代购平台的负责人蔡
文成说，现在实业发展正处
于低谷期，投入高但产出低，
平台则更容易受到资本的青
睐。“我现在正从农产品代购
上入手，希望先在国内打响知
名度，以后再扩展到日韩商
品、旅游的代购代销，最后还
是希望能吸引风投的注意。”

支持方：做平台对投入要求低 导师建议：

不建议初创业者做平台

反对方：平台推广是个费钱的活儿

在创客团的活动中，创业者们表示做实业还是做平台让他们难以取舍。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快递次晨达拓展至

我省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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