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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加点不叫事 挣钱才是硬道理

细细数数““双双十十一一””

赚钱经
尽管“双十一”已成为阿里集团注册商标，但仍阻挡不了它变成电商消费节的大趋势，

甚至对非网购人群和线下商城也产生一定影响力。在“有节靠节，无节造节”的消费市场驱
使下，众商家也使出浑身解数，努力从节日经济中分得一杯羹。

上期，我们细数了网友们五年“双十一”的狂欢购物路，这期，不妨一起来看看众人
的“生意经”，这个“双十一”，不仅能网淘好宝贝，更能打捞“一桶金”。

本报记者 高倩倩 赵清华

2009年闯入公众视野的“双
十一”购物节，之后每一年的交易
纪录都保持刷新状态。5000万元、
9 . 36亿元、53亿元、191亿元、350 . 19

亿元……看着一年年不断创新高
的交易数据，再瞧瞧这场全民线
上线下的狂欢盛宴，到底“双十
一”魅力何在？

“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狂欢
购物的精神。”采访中，山东大学
品牌营销学专家刘悦坦分析说，
在传统节日中，国民会选择呆在
家里，合家团圆，很少购物狂欢。
自从淘宝商城开创以“双十一”、

“光棍节”为噱头的活动以来，这
个新、奇、特的购物节一炮打响，
我国从此有了一个专属购物的节
日。同时，这也迎合了消费者的折
扣心理。“双十一”购物节中，各大
电商竞相打出折扣，消费者能买
到比往常便宜的商品，品牌忠诚
度本就不高的消费者，下单时当
然也不会顾及品牌，这致使“双十
一”市场越来越大。

“双十一”带来了众多商机，
刘悦坦表示，首先，主要是淘宝商
城发起的这个网购活动，接着带
动了线上相关产业(包括网拍模
特、网拍摄影等)的发展；后来，单
独的网络平台已经满足不了消费
者，所以，线下卖场也被卷入“双
十一”购物狂欢节。

谈到这个节日今后的发展趋
势时，刘悦坦指出，消费者理性消
费、购买有度，商家应该坚守商业
道德、诚信经营，才能有利于“双
十一”全民狂欢购物节的长久。尽
管“双十一”近几年营业额呈上升
趋势，但依目前经济发展整体走
向来看，该节日热度或将会有降
温趋势。他解释说，整体大形势
下，商家盈利都朝着微利方向发
展，今后，非节假日商家的促销活
动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双十一”
活动热度或将随之下降。

专家点评

营销学解读“双十一”

专属购物节

迎合折扣心理

开网店，“卖”的就是图
片！打开网络店铺，精美的图
片和如潮的好评会吸引买家
多多驻足，为了让产品看上去
更具诱惑力，卖家也不惜砸重
金聘请网店摄影师。不少公司
和个人也看中了其中商机，赶
上“双十一”这样的电商消费
大节日，他们更是忙得不亦乐
乎，赚得盆满钵满。

“目前店里的摄影师和助
理出去三分之二了，天天忙得
团团转。”省城一视觉摄影公
司的李经理说，店里是在2008
年前后开始经营网店摄影业
务的，目前这一块占公司全部
业务的四到五成，“正好赶上
2009年的淘宝‘双十一’，业务
一下就做开了。”

据李经理介绍，与婚纱摄
影、广告摄影等不同，网店摄
影的旺季是每年的“双十一”、

“双十二”前，这两个节点的业
务接单量相当于平时的2 - 3
倍。从涉足网店摄影业务以

来，盈利额在2008年、2009年
经历了迅速上升阶段，2010年
后则进入以每年1 . 5倍左右增
速的平稳上升期，“我们也很
看好今年的市场，预期增长额
比去年翻一番。”

早在8月底9月初，网店摄
影师们便开始忙碌双十一订
单的前期准备和拍摄工作，

“需要收集产品资料、寻找合
适影棚，还要和设计师搞好对
接。”李经理说，有时是商家将
样品寄到店里，摄影师拍好照
片，精心处理后再传给商家，
像大件家具之类的大型商品，
摄影师则需要赶到现场拍摄。

“摄影师平时月薪在六七
千元左右，赶上‘双十一’月薪
翻番不是梦。”李经理说，“每
天从早拍到晚，肯定是很辛
苦，等忙过旺季，数钱的时候
就不苦了。”

网店摄影师拍卖家的宝
贝，当然也缺不了模特。“在当
今模特行业已经出现饱和的

状况下，模特越来越多，完全
超出了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无
非是一年两次的车展和几十
场固定的走秀。”模特培训老
师刘某说，但是网拍的兴起让
模特的前景又明朗起来。网上
流传这样一则新闻：“‘淘女
郎’一天换装1 5 0套，日薪过

万。早上7点，模特和化妆师已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10分钟早
饭、1小时化妆，换一件衣服1
分 钟 ，每 款 衣 服 拍 摄 3 分
钟……一整天的时间只能用
分钟来计算，每件衣服更换5
个造型，一天需摆700多个造
型。”

山东乐陵市的刘先生自
2009年开始经营一家网店，主
营乐陵金丝小枣、枣花蜜、枣茶
等土特产。因为平时还有专职
工作，刘先生的这家小店运行
得一直不瘟不火。2013年，经多
方经营，刘先生的小店步入正
轨，因为全靠自己摸索，每天四
五百元的收入已让他觉得很知
足。

“今年的‘双十一’是一定
要参加的。”刘先生说，去年也

有朋友劝他参加“双十一”活
动，提前造势，但他没太当回事
儿，眼睁睁错过了大好商机，让
他后悔不已。今年吸取教训的
他早早就开始备战“双十一”，

“今年冲量就等这一天了。”刘
先生说，为了确保产品品质，他
店里的商品都是从当地枣农家
直接进货，目前，晾晒好的金丝
小枣刚刚上市，货源充足的他
想趁着“双十一”的节点冲一下
销量。

“双十一”会对店里销量和
销售额有很大带动作用，这都
需要提前做好宣传和预热。目
前，刘先生把主要精力都放在
了产品宣传上，每天上午10点、
下午4点及晚上10点，他都通过
微信、QQ、微博等多种方式发
布店铺广告，吸引顾客点击。

在货源方面，他已经联系
好了固定的枣农，枣茶和枣花
蜜也都有固定的合作伙伴，为
了保证及时发货，最近几天，他

和家人齐上阵已将部分产品分
装并贴好标签，他还将店里的
产品照片和店铺首页全部重新
设计更新，只等“双十一”货品
上架，冲击销量。

“平时在淘宝做广告太贵
了，赶上这样一个节点，得好好
利用。”刘先生说，全家人忙活几
天，能有个好销量，卖个好价钱，
是值得的。“根据以往的销售情
况，我对‘双十一’的日销售额期
待是5000元。”刘先生说。

李成英是济南一家大型商
场的款台收银员，“双十一”的
工作时间安排表还没正式通
知，看到商场里推出的各种预
热活动，她已经做好了打“持久
战”的准备，“去年‘双十一’，款
台上人来人往的，没时间吃饭
喝水不说，连上厕所都来去匆
匆。”

“商场里的活动预热刚启
动，我们已经在忙着准备了。”
李成英说，因为今年的“双十

一”是工作日，可能客流会集中
在周末提前赶来。“这几天已经
开始延时加班了，因为是轮班
制，她们现在早班晚走、晚班早
来。”李成英说，等到真忙起来，
吃饭都是倒替着，如果赶上饭
点正好忙碌，一两点吃午饭、八
九点吃晚饭也是正常的，“最要
命的是，晚上下班还不能走，节
日当天买的多，退换货的也多，
我们需要等到整个商场的顾客
都走了才能结账走人，比营业

时间晚半小时到一个小时，都
不叫事儿。”

说起即将面对的“双十一”
客流，李成英连连叹气，好在
自己的收入也和专柜的销售
额挂钩，卖得多了自己也能
多挣点。“按照往常的经验，
赶上这种活动，柜台的营业
额会比平时多出一半多。”李
成英说，最羡慕的还是奢侈
品等大品牌的柜台导购，“那
边品牌的折扣由商场承担，只

管卖货就好，当天业绩可能会
达二三十万元，导购员的当月
工资过万都不叫事儿。”李成英
说，赶上这种需要加班加点的
节日，有的厂家会有加班费、打
车费、餐补等补助。

“人来人往的，收款结算的
也多，这一天数钱数到手软，可
都不是自己的。”李成英无奈地
笑了笑说，“多辛苦几天，月底
的工资能多几百块，也算是值
得了。”

“双十一”前一周，网上电
商们陆续打开折扣，各大快递
公司的快件也大幅增加。“这一
周我们片区的快件总量的涨幅
是20%。”采访中，山东省邮政
物流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某
片区的负责人张先生说，往常
一天发件2000件左右，“双十
一”期间能达到8000—9000件，
他根据往年数据估计，今年11
月份送货量至少比10月份翻两
番。

据高先生介绍，“双十一”

过后的第一天，也就是11月12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会像

“冲击波”一样发过来，造成大
量的快件积压。“因为数量太
大，快递员数量有限，所以快递
员在这个时期会很辛苦，按件
计酬的情况下快递员的收入也
相应增长。”

王先生是一位年轻的爸
爸，省城某快递公司工作4年的
老员工，平均每月收入是4000
元左右。每逢“双十一”是他最
开心也是最辛苦的时候，开心

的是这个月能拿到七八千甚至
一万元工资，同时，也注定这段
时间吃不饱睡不好，“每天累得
要死。”

早上6点钟起床，来不及吃
早饭便开着厢货车去郊区的
总部拉快件，8点钟把快件运
到自己的负责区后和其他快
递员一起分件，1个小时左右
分件完成。有时间的话他就
去买点早餐吃，没时间的话
就省了。上午9点到12点是挨
家挨户送快件的时间，1 2点

再去总部拉件，下午两点多
回到片区点，再进行分件、送
件、收件。“因为‘双十一’快
件太多，自己真是忙不过来，
所以节前我就把我父亲、大
哥还有我媳妇都叫过来给我
帮忙。”王先生说，送快递本
来就是很辛苦的活，平常他
都是早上6点多起床、下午收
完件送到总部，还要排一两个
小时的队，一般到家就会夜里
11点多了。“双十一”为了多赚
些钱晚上会熬到更晚。

网店摄影师：月薪翻番不是梦

淘宝店主：10倍冲量就等这一天

商场收银员：数钱到手软 多赚几百块

快递投递员：全家总动员 一起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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