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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温州市电子商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温州市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今年 8 月，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提出，把‚以电子商务为主的网

络经济‛升格为加快转型升级的‚一号新产业‛。电子商务是指以网络

为平台，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开展经济活动的一种全新商

务模式，相对于温州人独有的市场营销网络，能更有效地降低社会经

营成本、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优化社会资源配臵。在网络经济中，企

业必须适应新的营销环境，采取全新的竞争原则和策略，才有可能加

速企业转型升级。 

目前，电子商务按照交易对象分类，有 B2B (企业对企业) 、B2C(企

业对消费者)、C2C(消费者对消费者)、B2G(企业对政府)、C2B（个性

定制）、O2O（在线支付线下商品或服务，再到线下去获取货物或服务）

等，其中 B2B还可以分为综合 B2B、垂直 B2B 等模式。温州网商主要在

淘宝网及其他 B2C 平台从事网店经营活动，不少企业正在涉足垂直 B2B

和 O2O 等。业内人士分析，结合温州的制造业优势，打造基于产业链

优势的垂直 B2B、发挥本地深度体验优势的 O2O、按需定制的 C2C、借

助温商网络和外贸优势的跨境电商贸易等，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方向。此外，利用金改东风和民间资本优势的互联网金融也值得尝试。 

温州最早一批网商成长于 2007年前后，2011年后出现爆发式增长。

据市商务局统计，目前，我市从事电子商务的各类主体近 4 万家，目

前约有 20%多的企业已开始电子商务应用，约有 12 万人在淘宝网从事

相关网店经营活动，带动就业约 50 万人。今年 1至 9 月份，温州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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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网络零售额 260.6 亿元，占全省总额的 10.57%，超过去年总额 186.7

亿元，在全省仅次于杭州、金华，位居全省第三（总量指数：杭州 5.51；

金华 2.31；温州 1.18）。近三年，温州网络零售额增长率均保持在 50%

以上。 

    

二、温州市发展电子商务的主要问题 

在发展电子商务方面，温州依托轻工产业聚集优势和实体经济基

础，在起跑阶段占得一些先机。但与北上广杭等城市相比，温州的电

子商务仍存在差距，迅猛发展的势头背后，电商企业受传统观念、人

才、资本、物流、平台等多重制约。 

（一）我市发展电子商务的优势 

网购商品原产地优势，温州有雄厚的轻工业制造基础，拥有原产

地特有的供货与价格优势；传统商贸网络优势，全市有 245 万温商在

国内外创业经商，在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成立了 237 家温州商会；网

络基础设施优势，温州手机用户 920 万，智能手机用户 488 万，排名

全省第一，温州 4G 实验网已覆盖 3 个主城区，并拥有滨海大数据与云

计算中心；‚先试先行‛政策优势，温州目前获得了金融改革试验区、

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等‚牌照‛；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与扶植及

温州人创新精神优势……这些优势条件都将为温州发展电子商务作重

要支撑。     

（二）我市发展电子商务的不足 

1.认识不到位导致行动偏差 

电商业界有一种共识：发展电子商务，最迫切的是要改变思维模

式。如今，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商业模式，所以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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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是企业，都必须用互联网思维看问题，尤其是企业，要用互联

网思维来构造整个公司发展的架构和商业模式，以及新客户的布局、

老客户的维护。 

目前，温州企业开始意识到要将互联网思维运用到企业中，但还

不够灵活。而作为顶层设计者的政府官员，很多人表示没有过直接网

购的经历。对电子商务认识不足将导致行动的偏差，比如政府出台的

扶持政策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根本需求，企业制定的电商策略不以网

络消费者的内心诉求为主要出发点等。 

2.“宏观分析”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 

超过 350 亿的‚双十一网购狂欢‛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消费的

互联网化，更要意识到电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电商想要得到更好的

发展，肯定离不开数据的支持，针对大数据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挖掘，

将为电商企业创造巨大的商机。 

但温州上至政府下至企业都表现出对电商数据的‚饥渴‛，出现‚各

个职能部门、淘宝、京东，汇总起来也难理出一个准确的数字‛的情

况。目前官方发布的很多与电商相关的数据，都是笼统的，无法深究

数据背后透露出的行业、企业、消费者的变化。 

3.电子商务人才奇缺、供需信息不对称 

有业内人士推断，今年温州电商行业的应用型人才缺口约 10万名，

若按近 4 万电商主体来算,平均每家缺人 2.5个，而且随着电商业务的

发展，缺口还在扩大。温州人力资源网后台数据印证了这一点，2011

年共有 264 家企业登记招聘电商人才 885 人，平均缺人 3.4 个；2012

年则有 572家企业招聘此类人才 1609人，平均缺人 2.8个；2013年截

至目前有 690家企业表示有 2257个电商岗位缺人，平均缺人 3.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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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调查发现，视觉设计师、网店运营、营销推广、摄影摄像等应

用型人才‚奇货可居‛，此外，企业还特别需要复合型人才来为企业‚掌

舵‛。 

一方面是网商极度缺人，一方面是温州高校培养人才的后劲不足

并且双方缺少有效对接的平台，造成人才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从有

关数据来看，目前温州 6 所高校都设有电商类培训内容，但每年培养

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不过 500 名，还是以专科层次为主，远不能适应

温州市场的需要。 

4.受到资本、物流、平台等因素的多重困扰 

开网店前期所需投入的成本不高，吸引了草根创业者扎堆进入，

殊不知后续营运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然而温州网商多以小微型企

业及个人为主，往往没有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而银行边缘化。‚中小

网商多融资难‛呼唤适合电商发展的贷款产品出现。 

另外有调查显示，江浙沪地区的快递均价为 2-3 元不等，而温州

约 4 元甚至更高，而实际上快递行业的利润却在摊薄，主要原因是温

州的土地、人工等成本都相对较高。高物价成本、交通环境差等问题

最终反映到网商的售后服务上，拖了网商的后腿。  

温州有企业参加天猫双十一促卖了 7000 万元，但广告费抽走 700

万元、佣金 300万元、2.3亿元的货品滞销，据多数企业反映，当天备

货有一半多最终都成了库存。目前，温州网商主要利用淘宝、天猫、

京东等平台开展互联网交易，但无奈规矩总掌握在别人手中，没有自

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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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温州市电子商务发展对策研究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

提出，到 2015年末，努力打造完成电子商务‚1234‛工程：即建设一

批电子商务总部楼宇；创建两个电子商务产业园；搭建行业电商联盟

公共服务平台、技术支撑和人才培养服务平台、物流公共服务平台等

三种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网络、信用、物流、宣传推广等四大配套体

系。这个目标是切实可行的，但就目前开展情况来看，仍缺少一套快

速有效落实的执行方案，就此我们提出几点关于平台建设的意见和建

议，以资参考。 

（一）搭建人才培养交流服务平台 

电商人才奇缺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根本原因是这个行业

发展太快，人才根本来不及培养，而且各地的高校及教育机构对该科

目的教育还停留在老理念，且缺乏实践性，人才脱轨严重。目前市面

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电商课程、微信微博营销课程，但 99%不能帮助企

业解决实际问题。 

培养一支能适应且有助于温州网络经济发展人才大军，需要政府、

企业、个人各方面共同努力。而从政府角度，首先要加强对电商教育

市场的重视，其次要着力打造一个人才培养交流服务平台。 

该平台的最主要功能是实现人才供需信息的对称流通，下设招聘、

服务外包、培训等板块，将全市对电商人才供需方面的信息吸纳到平

台中。如此，前台可实现电商人才及业务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流通，

后台可掌握各项资源的流通数据，为下一步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另外，在培训方面，需引入优质师资和系统专业的培训课程。 

通过这个平台不仅能引进和留住高端人才，还要能快速造出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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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土电商人才，真正为温州打造出一支‚网络经济大军‛。 

（二）构建温州网货集中展示交易平台 

中国小商品城内的 7 万个商铺借助‚义乌购‛集体‚网售‛，对温

州是有借鉴意义的。每位入驻市场的商铺都将免费获得一个‘义乌购’

上的虚拟商铺，虽然目前以网货展示功能为主，交易量还不大，但有

政府‚撑腰‛，无形中提升了商家在其他网络平台销售时的信用等级。 

温州也应该有‚温州购‛，但除了商家集体‚上网‛和政府做信用

保障外，与‚义乌购‛是有本质区别的。 

‚温州购‛上的产品主要有三大区块：温州轻工制造业的产品集

合；温州特色农产品、食品集合；大宗商品集合。‚温州购‛首先要求

实现集体展示和信息的流通，通过抱团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议价权，

可以与淘宝、天猫等大平台商谈‚游戏规则‛，可以更有利于发展跨境

贸易；其次是逐步实现流量聚集和商品交易。 

‚温州购‛需要政府共同参与构建，为其建立先行赔付机制；‚温

州购‛需对入驻商家及产品质量做严格把控，对每单发货的商品配备

二维码跟踪器，为商家引入供应链担保等，这些是对‚温州购‛能长

期有效运作的有力保障。‚温州购‛最终目的是实现温州产品智造、产

业链深度整合。 

（三）打造大数据平台 

互联网的发展给了生产商直面消费者的机会，这对以制造优势见

长的温州是利好的。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将会产生大量来自终端、反

映消费者切身需求的数据，这对善于捕捉商机的温州人是利好的。但

目前为止，很少有温州老板在数据分析中获得‚红利‛，多数还在为适

应阿里集团制定的‚游戏规则‛交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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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是一种营销手段，而不是商业本质，企业经营者应该懂

电商，但不是一味地铺在电商上，而忘了制造业本身应该钻研的东西。 

打造地方性的大数据平台和培养专业的数据分析师队伍，比鼓励

所有企业主学电商要更切实际且更容易实现。政府可以鼓励科研机构、

高校或企业参与研发搭建，最终由政府购买服务。 

大数据平台的建设最终将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服务品质，也为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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