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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是人类的希望

淘宝生活栏目上挂出一个“医院挂号”功能，一时间大家都觉得这个

功能不错，也有记者按照指示挂上了号。但记者印证此事后发现，被挂号

的医院都说这个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淘宝的人说这是一个平台入口，与

淘宝也没什么关系。至于到底跟谁有关系，反正新闻上是没看出来，估计

是某个平台的应用与淘宝挂钩了。

关于这个挂号平台到底是个什么性质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出现在

淘宝上。淘宝上什么都有已经是个共识，但延展到这种生活服务类当中，

毕竟还是少见的，尤其是在挂号难、医患矛盾深的时代，淘宝要是真有这

么个平台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说起来医患矛盾以及挂号难之类的事情，想必很多人都一肚子苦水，

而淘宝在这方面的商业逻辑倒是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不知

道为什么淘宝会做大，往往有人把这个现象归功于淘宝的宣传或者其他什

么因素，忽略了淘宝最为重要的特点，即解决了信用成本的问题。

购物网站早就有之，淘宝兴起之前国外的购物网站也进入过中国，我

记得好像叫做“易趣”，记得他们刚开张的时候我还采访过他们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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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很文静的海归。后来，我还做记者，他们则没什么影响力了。主要的

问题只有一个：信用成本太高。我们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在没有见过实物

的情况下把钱付给商家，商家也不会做先发货、后收钱的傻事。淘宝或者

说利用淘宝的支付宝以及其好评评分体系，使得这种风险降到了我们能够

接受的程度。

求医问药当然是有风险的，如果真的按照淘宝的商业逻辑进行操作，

倒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方式，比如说对于某位大夫的诊疗，无论是态度还

是医术都可以在挂号之后进行打分，至少可以让后来者有个参照的价值。

当然，我倒不提倡诊疗费通过支付宝，毕竟医疗产品不同于具体的商品，

满嘴都是“亲”的客服也确实不够严肃。

其实我们社会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淘宝这种商业模式解决，从而构

建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结构，可惜的是，淘宝的逻辑还没真正用在更多的

地方，只用在了各种小店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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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真的是乱象丛生么？

自从商务部长爆出自己网购不利、快递不给政府部门送货之后，好像挺

多人对于电商的规范化挺上心的。无可否认，电商总是出点儿各类新闻，在

疯狂发展的同时，很多人看到了其不足，比如说买卖纠纷、消费者权益保障

不足等。当然，政府也看到了不足，这个主要是很多交易没有上税。

关于电商的种种不足，作为一个小电商也知道——我喜欢吃喝玩乐，

自己开了个淘宝店卖我从全国各地搜寻来的高质量农产品，目前有越做越

大的趋势——但我并不认可电商很乱的说法，至少电商走到今天，我已经

不能认可这种说法了。

电商其实最大的成本就是信用成本。您想想看，对方通过一根虚拟的

网线进行连接，您只能在屏幕上看到商品的样子，与传统购物拿到手里细

看完全不是一个意思，您要想相信他，必然属于一种冒险行为，至少在第

一次购物合作的时候会如此。当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各种电商平

台，最终淘宝成为最大的赢家，而他们推出的认证极为严格的天猫商城也

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就目前看来，这个问题解决得还算不错，比大商场

里的购物纠纷还要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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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觉得电商有所谓“乱象”，原因是电商所依托的互联网本身是

一个传播力超强的介质，原来您要是跟百货大楼产生消费纠纷，如果不是

骨头被打折的话，新闻估计都懒得报道。但任何一单电商的销售，都可能

被放大、被传播，这是互联网特性所决定的。当初网络初起的时候也有人

大声疾呼什么“乱象”，现在离开网络很多人就不能生活。

而且这种靠着信用成本降低为生的电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这

种无诚信度较低的社会是一件好事。因为您要是想在一单一单的生意中存

活下去，必然要建立信用，网店是可以有无数选择的，与选择范围不大的

实体销售并不相同。

所以说电商这事儿根本说不上乱象，或者至少说目前来看已经不是乱

象了，而是一种自我组织、建立技术架构的兴旺之象，无论是评价体系还

是进入门槛，以至于目前做大的支付宝系统，都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新

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电子商务，可能某些地方还需要完善，但绝对不

是乱，而是荒野里自发生长的林木，具有内在的协调之美。

政府觉得电商比较乱可能是从另外一种角度看。我们知道，任何政府

都有一种把市场用尺子严格划分起来的趋势，这会方便他们的管理。但电

商很难满足政府整齐划一的要求，政府也很难从中征收到税款，这在政府

眼中必然是很乱的。就目前来看，抱怨电商乱的往往不是消费者，他们更

明白网络购物的代价与技巧，真正虎视眈眈地看着这一块肥肉的，其实倒

是政府机构。

在此我倒是想奉劝一句：一种经济形态让它自我调节就好，不要看着

势头不错就先管起来再说。这种过度管理的冲动必须避免，只有少管，才

能让市场健康发展，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早就证明，政府退出的领

域都风生水起，而很多被监管的地方不是垄断利益就是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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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如何变成手雷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是挺感谢诸如360之类的公司，因为他们开发

的软件让我对于手机没有那么恐惧了。

这事儿要从一个新闻说起。有人在微博上说自己有“接电话恐惧

症”，基本症状是怕接电话、手机静音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各种骚扰

电话不绝，但不接又怕耽误正事，由此患上了这种恐惧症。我当年也有这

个恐惧症，有时候不光有上述症状，还有抓狂等表征。比如说我在海外旅

行的时候非要给我推销什么理财产品，以及我明白地告诉他我在高速上开

车，结果不屈不挠的推销员一定要推销他的保险——当时我就破口大骂：

我要是还跟你通话，估计你保险没生效，我这里就报销了。

现代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信息即生活。如果没有了即时信息，我

们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记得我1996年有了第一部手机的时候，马

上觉得全世界都离得很近，因为朋友可以随时找到我，我要想找某人也会

比较方便。有个美国作家曾经感慨：如果没有电话答录机，现在的美国人

都不知道怎么生活。这话是20年前说的，现在我们要是失去了手机，就等

于置身在荒野当中。不信您就把手机放在家里一周好了，朋友帮你发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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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都有可能。

但还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身后拖着一根电话线的将军，是不幸的将

军。这话说的是如果你能够随时被骚扰，你的生活就不是自己的。我们早

就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生活，换来了更高的收入、更便捷的沟通，以及更多

的被骚扰。如果您能断绝这种事，要不您就已经衣食无忧，要不就是实在

没什么被骚扰的价值。

说起来这也算是代价的一种，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无副作用的

药，甚至没有完全无害的食品，米饭吃多了还能撑到，何况是改变了我们

社会环境的电话？之所以很多人并不适应，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发展远

远超过了心理进化的速度吧。

至于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倒是不想说少吃多运动、穿宽松内裤睡

觉之类的建议，而是觉得技术问题就该用技术解决，比如说装个360或者

诸如此类的软件，然后让技术手段去过滤那些信息，与此同时也想想自己

拥有电话所带来的好处，比如说半夜被哥们儿拎出去喝酒的美妙时光。



008 Page

会所经济方兴未艾

从事媒体的那些年里，有段时间是专门跑生活口儿的，具体来说就是

吃喝玩乐，这个工作留下了后遗症，以至于在江湖上更为出名的是那个所

谓“美食家”的头衔。顶着这个头衔之后，经常会有各路餐馆请客，从最

低档的大排档，一直到最高档的会所。无他，借着我的味蕾，对他们的菜

提出改进的意见，或者只是为听一句好话。

也正是如此，对于某些报刊最近报道的会所之类的新闻并不觉得惊

讶。报道中说，有些会所开在了公园以及古建筑之内，而且在国八条颁布

之后，社会中高档餐馆举步维艰之时，这些地方的生意倒是好得很。

其实这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就本人的经验来说，那些在公园里

的高档会所、古建中的奢靡餐厅，其消费者早就已经是富商巨贾、达

官贵人了，这次也不过是把原本去这种地方的频次提高而已。话说能

够拿下这些地方开餐馆、会所的人，基本也都是非富即贵，否则是绝

对做不到的。

实际上早在很多年前，这种商业形态就已经很流行了。比如说著名的

风景地西湖旁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会所，而如果您要是按照成本核算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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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经营思维去考量，就会发现这些地方基本都不赚钱，甚至每年都会亏

损很多。这其中的商业模式是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简而言之，就是有钱

人与其他有钱人、有权人勾兑某些事情的地方，一桩事情勾兑成功的话，

那点儿亏损根本算不上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会所能够体现出拥有者

的身价，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做“供牛X用”。

至于说批评公园、古建、景区把现有资源拿出来做这些会所，恐怕只

能是皮毛之论了，而且对于这些地方也未必公平。这是因为往往能够在这

里开买卖的人，没有点儿道行是不行的，也不是一个公园管理处能够抗拒

的。更不能抗拒的是，维护这些公园之类的地方往往资金未必充足，管理

者必然会广开财源，用经济当做诱饵，基本是百试不爽的商业形态。

我们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商业道理：有买才能有卖，没有这个市场，

就不会催生这个行业。在公共地域设置这样的高档会所，必然是社会有

这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又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满足，最终才会是这样

一个结果。

即使在国外，也有很多对外封闭的私人会所，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基

本都是建设在私人的地盘上，不会侵占公共领域。这是因为国外对于产权

很明晰，不反对任何人用自己的钱做这件事，只要你买下这块地，做这种

生意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这里不同的地方在于，真正风景秀丽的地方基本

都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从理论上不能挪作这种用途。与此同时，国有或

者集体所有往往就等于谁都没有，实际上是管理者所有，那就很难限制他

们利用特权来生财的冲动。

另一方面，我们这里始终管不住官员的嘴，无论是吃喝还是冒出各

种雷人语录。在这种状态下，与其在社会餐厅招惹物议，不妨就到这种

会所来。在资讯日益发达、民智日益增长的时代里，民众已经开始主动

地监管官员的行踪，只有到这种地方，他们才能享受到特权所带来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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