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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日， 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吴昀国一行

5 人到合肥市园区进行了为期 3 天的调研采

访。 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

与吴昀国一行就招商引资和园区产业升级等

话题进行了座谈。

在座谈中，吴存荣讲述了京东方、彩虹、先

研院等企业入驻合肥时的精彩故事，阐述了项

目引进的措施和方法，特别强调了近几年来由

于大型工业项目的扎堆入驻，使合肥市工业经

济的总量有了很大提升。

吴存荣表示，为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合肥

市招商将重点围绕“高、精、尖”等新兴产业项

目，充分利用合肥市科教优势，打造科技转化平

台，为创业者提供一切便利。特别是对待干部创

新上，强调尽职免责，只要符合法律程序，尽了

自己的职责， 就是走了一些弯路， 出了一点差

错，甚至是失败，也不会追究责任。 只有这样才

能营造真正的创新环境。 （下转第十八版）

本报调研合肥园区

“平台化”创业服务值得推广

园区调研

张骅 本报记者 张晓梅

毫不夸张地说，当前全国各地迅速

兴起的电商产业园，如果不及时进行功

能转型和定位调整，而是继续打着电商

的旗号，将一大批传统企业的电商部门

和一批纯电商运营服务公司简单地捆

绑在一起，忽视电商的商业本质，以及

电商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至少三五年

内，将会出现一半以上的电商产业园关

停，或者沦为电商地产园。

当前，全国各地，大到省会城市，小

到地方县区，都掀起了一轮电商产业园

布局和投资热潮。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

种一窝蜂投入电商产业园的发展，不仅

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因为人为

地撕裂企业的产业链布局和用户的生

态链体验，从而遭遇“出师未捷身先死”

的尴尬。

首先， 电商不是一个全新的产业，

而是“互联网 +”战略中的一个工具、手

段和变革的力量。 当前全国各地电商产

业园的快速崛起背后，都是以传统企业

为依靠，组织和引导他们去大力发展电

商业务和电商市场。 而不是去开发和培

养一个全新的电商型企业和电商型平

台，从而让电商改变当地的传统产业。

从企业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电商只

是市场营销和推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而不是全部。 对于众多传统企业来说，

其市场营销一定是线上与线下的融合，

一定是传统渠道与电商渠道的平衡式

发展。 而不可能是抛弃传统渠道，唯电

商独尊。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也好，

部分电商运营商也好，其在推动电商产

业园本质上是置电商实体化的现状不

顾，而人为对电商进行单独运营。

其次，作为产业属性出现的电商行

业未来一定会消失，最终会分解到不同

企业的市场运营和用户服务的各个环

节之中。 作为单纯的电商运营服务公司

来说，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一定是要

获得来自实体企业的支持和推动。

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电商平台型

企业，比如阿里、京东、亚马逊、1号店或

者是苏宁易购，很多电商产业园完全就

是一个“完壳”，而无法成为真正驱动当

地经济和企业进行互联网转型的最大

驱动力。 因此，电商产业园成功的关键

不取决于“市长和政策”，而一定取决于

“市场和企业”。 必须要建立起以“电商

巨头”为平台的电商产业园，纵向跳出

电商， 回归到企业的各个产业链环节，

建立更加垂直一体化的产业园功能模

块和服务模块。

再者，电商的本质是要建立一个以

用户为中心的生活圈和生态圈。 对于当

前的电商企业和电商产业园来说，显然

只是看到了电商的形式和表面，想借助

电商产业园来改善和提升传统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却忽视了电商的本质和核

心竞争力， 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

更舒适的服务和体验。

电商作为一种时代的工具和力量，

其最大的竞争力在于“以人为中心”、

“以生活体验为目标”，为家庭提供一种

立体化的服务解决方案。 无论是阿里、

苏宁易购，还是京东、1 号店，其本质不

在于销售产品，而在于让消费者在互联

网时代可以感觉到一种全新的服务和

体验。 未来，电商也不局限于网上商城

平台的打造， 而一定会从线上走向线

下，从虚拟购物到实体体验。

因此当前电商产业园必然将面临

新的挑战，从而必须要建立起以服务为

中心的生活圈。 那么就必须要进行电商

产业园的再次革命，要建立以电商平台

为中心，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生态链布

局，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入驻

和布局，才能起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要以人的生活形态为中心，建立起从上

游的供应商，到下游的服务商、物流商

等一系列资源平台的横向打通。

电商产业园

不应割裂企业产业链

电商园任性狂奔，离泡沫化还有多远？

园区观察

沈闻涧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就像是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 不过短

短三五年时间，在各方政府、电商运营商等

多方力量的强势推动下，电商产业园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这一轮的电商产业园热潮， 先是从东

南沿海的浙江、上海、江苏、广东、山东等地

开始起步，随后开始向中部的重庆、江西、

安徽、湖南、湖北等地迅速扩张，短短几年

时间已经从过去的星星之火， 迅速呈现一

片燎原态势。目前，这股电商产业园的热潮

已经向西部开始蔓延， 似乎有一种要在全

国所有区县城市都建立一座电商产业园的

势头。 ”

电商市场持续井喷

在电商产业园于全国各地呈现“一窝

蜂”兴起的背后，正是以阿里、京东、1 号

店，以及唯品会、聚美优品等综合及垂直领

域的电商巨头们，在过去短短几年间呈现

出“井喷式” 扩张， 由电商企业创造的

“618”、“双 11”、“双 12”购物节已经成为一

场场全民参与的盛会。

截至 2014 年底，我国电子商务市场

交易规模已经达到 13.4 万亿元， 同比增

长 31.4%。 其中，B2B 电子商务市场交易

额达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9%。 网络

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 2.82 万亿元， 同比

增长 49.7%。

电商市场的兴起， 已经对传统 IT 市

场和传统产业的运营体系、 业务模式和

商业模式产生持续的冲击和变革， 并率

先在零售、教育、医疗、汽车、农业、化工、

环保、 能源等传统行业产生持续而深刻

的影响， 由此也带动了各个地方电商产

业园的兴起和发展。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不同于汽

车、化工、农业等传统实体产业园，各地的

电商产业园主要以电商平台企业的客户服

务、商品仓储和物流配送为主体，以及部分

为传统企业的电商化运营提供服务和支持

的电商运营服务商。

当前电商产业园已呈现出三大特征：

一是规模庞大。从大城市到小区县，多则一

个城市七八个电商产业园， 少则至少一个

电商产业园；二是功能定位同质化。要么是

瞄准电商平台商，提供仓库物流服务；要么

是瞄准传统企业，提供电商运营服务；三是

发展转型方向不明。除了少数依托阿里、京

东等平台商的电商产业园， 开始整合上下

游资源进行变革之外， 大量电商产业园还

停留在“自娱自乐”阶段。

电商产业园裸奔

“最近几年来，很多地方的电商产业园

基本上都处在裸奔的状态中。 一是没有获

得来自京东、 阿里等互联网电商巨头的参

与和支持， 二是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互联

网电商产业链。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营销

专家委员洪仕斌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这已经造成了当前电商产业园发展的“虚

火过旺”，随便划几块地，简单拉一些互联

网电商运营商和传统企业的电商部门进

去，完全没有找到突破口。

从去年开始，在东南沿海城市已经出现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座电商产业园区”

的背景下，一股电商产业园建设热潮又开始

向中西部省份的区县进军。 特别是在江西、

安徽、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四川、陕西等多

个省份的区县，电商产业园在短短两年时间

内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甚至每个区县

都有“一座自己的电商产业园”。 目前，仅在

浙江金华就建成了 10个电商产业园， 还不

包括跨境电商产业园。

在这些区县电商产业园崛起的背后，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主要来自两股

力量的推动。 一是随着电商平台淘宝、京

东、苏宁易购等企业的纷纷“下乡”，建立淘

宝村、京东易购服务店，很多地方政府开始

推动当地土特产、工艺品进入电商平台销

售，由此鼓励一大批当地的传统农业和文

化企业进驻电商产业园，并吸引相应的电

商服务企业进驻。

但是， 对于各地的电商产业园来说，能

够吸引进驻的平台商、物流服务商将会越来

越少。特别是随着电商市场发展从初期的引

爆到中期的布局和完善，各个电商产业园之

间高度同质化问题，已经全面凸显。

任性的地方政府

面对这一轮持续的电商产业园热潮，

除了来自电商市场井喷的带动，背后还隐

藏着众多地方政府的那只“无形之手”，都

希望借这一轮电子商务市场热潮为当地传

统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寻找引爆点。

来自安徽、江西等地的多位企业人士

透露，“说白了，政府发展电商产业园太任

性。这不只是关系到政府的政绩，更为重要

的是地方政府都不想错过这一轮市场井喷

机会。大量的财政资源都在往这里投，几乎

每个县市都在搞电商产业园区， 村村都在

计划搞电商交易平台。 ”

在地方政府力捧电商产业园的背后，

则是早在 2010 年国家从宏观政策层面就

开始推动电商发展，并给予相关政策、税收

等方面的优惠。 2011 年，国家发改委公布

了首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称号，北

京、天津、上海、宁波、深圳等 23 个省会城

市及副省级城市入选。去年，东莞、徐州、西

安、洛阳等 30 个城市再度跻身第二批“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作为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要素之一，

就是要求地方政府必须要形成和建立专

门的电商产业园。于是，在争抢“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城市”称号浪潮推动下，电商产

业园在各地的快速井喷也就不足为奇。对

此， 有多位来自中部城市的业内人士坦

言，“虽然很多地方政府在推动电商产业

园的建设，但很多主管部门的领导连电商

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最近两年通过频频

对东南沿海城市的实地考察后回来开始

恶补。 ”

对此， 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

指出，“当前电商市场以及电商产业园的发

展泡沫已经出现， 过去两年电商企业倒了

一大批，接下来应该轮到电商产业园了。其

实，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发展电商一定要与

当地实体产业经济现状相结合， 不能为了

追求电商热潮就盲目投入和发展， 因为没

有实体商业设施和经济的支持， 虚拟经济

的电商就很难持续。 ”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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