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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的网商帝国》

前言

一、阿里巴巴的“百年老店”中国的企业都有一个梦想——做“百年老店”。然而，真正有多少中国
企业可以存活百年以上呢？在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时，有的学者统计了一下，中国企业的
平均寿命不足10年，高科技企业的寿命在3年左右，能够存活30年以上的企业已经算“寿星”了。也许
“百年老店”对中国的大多数企业而言仍属于奢望。同样，在国外做“百年老店”也非易事。日本的
管理学者中村研究了日本企业的寿命，百强企业能够存活的时间不过30年左右。同样，美国的管理学
者汤姆·彼得斯研究了美国卓越企业的寿命，英国管理学者玛丽研究了英国卓越企业的寿命，结果发
现都在30年左右，似乎30年成为企业存活的一道门槛。尽管如此，阿里巴巴的缔造者马云仍然立志要
把阿里巴巴做102年，成为跨越三个世纪的样板企业，培育一个电子商务的生态链，营造一个“百年老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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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的网商帝国》

内容概要

《阿里巴巴的网商帝国》讲述了：没有谁能够忽视一个正在崛起的群体——网商，也没有谁敢轻视网
商未来的地位。马云在缔造102年企业大厦的时候，同时，也培育着中国网商生长的土壤，中国网商崛
起乃至成为网商帝国，正是中国在面临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信息
技术所带来的机遇，探索中国电子商务的独特商业模式，成为全球电子商务领域的楷模。《阿里巴巴
的网商帝国》从网商的角度，全面诠释了买家攻略与卖家攻略，揭示了新一代网商的成长历程，尤其
是对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内忧外患与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我们相信，
《阿里巴巴的网商帝国》作为《阿里巴巴集团考察——阿里巴巴经营模式研究》的姊妹篇，一定能够
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阿里巴巴集团以及网商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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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今天你淘宝了吗？——买家全攻略在人们还在津津乐道“网游”和“网恋”的时候，也
不知曾几何时，新新人类们（现在叫“潮人”）又找到了一份更IN的活——“网购”；在人们还在一
头雾水，不知“网购”为何物时，“淘宝”居然在短短几年内让千奇百怪的“潮人”们达成了共识，
他们还创造了一个时髦的见面语：“今天你‘淘宝’了吗？”而当大叔阿姨们正在疑惑“什么是淘宝
？”的这一秒钟里，“潮人”们在淘宝网上已买卖了48件衣服，更让他们吃惊的是，在淘宝上每分钟
卖出180双鞋，每天卖出21600只手机，真是匪夷所思！正应了崔健大叔的那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用一个字来形容它的发展就是“快”，用旬俗语来形容就是“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2003年5月，“淘宝”才在阿里巴巴集团（以下简称阿里巴巴）的精心酝酿下
诞生，初期投资4.5 亿元，而在2007年其交易额就突破433.1 亿元人民币。那么咱们看一看两家最大的
全球连锁超市——家乐福和沃尔玛，2007年家乐福在中国的人民币营业额是300亿元，沃尔玛在中国营
业额是213亿元。而2008年全年淘宝网交易额接近1000亿元人民币。看了这组数据，一头雾水的大叔阿
姨们恍然大悟，什么是“淘宝”？这就是淘宝。其实，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也不用为自己的短视而自
卑，遥想当年，2003年第一次西湖“论剑”，羽扇纶巾的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曾说过B2C
（businesstoconsumer）和C2C（consumertoconsumer）没有前途。现实和马云却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B2C和C2C模式在全球迅速发展，网上购物成为一种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在国际市场上，亚马逊
（Amazon）、eBay、雅虎日本、台湾雅虎奇摩等网上购物网站迅速崛起。电子商务发展的瞬息万变无
疑颠覆了马云原有的看法，估计这位大哥也在吟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因势而动，英
雄也。在网上购物市场前景的美好诱惑下，以马云大哥为首的阿里巴巴集团成立淘宝，进军网购。当
下，在“70后”和“80后”先驱者们的带领下，“90后”也不服输地快速迈步在了网购的“康庄大道
”上，而这条大道的代名词就是“淘宝”。截至2008年12月底，淘宝网拥有9800万注册用户，其中25
～32岁的用户占48％，16～24岁的用户占35％。如果你认为“淘宝”是年轻人的专利，打住，你错了
，现如今，一些大叔大妈们也开始网上弄潮了。网络上有很多生活用品都是市面上很难找到的，比如
收纳袋、省电焖锅之类，而这些正是他们所衷情的。据淘宝网（Taobao.com报道，在淘宝网上，16
～24岁的年轻人每年在该网站的花费不到1000元，30岁的人每年消费超过1600元，超过50岁的人平均
每年消费超过2000元人民币。可见他们也许是下一轮网购网站着重攻占的堡垒。言而总之，在很多人
的词典里，“淘宝”逐渐从一个时髦词变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用语，去淘宝买东西也成了他们
生活的一部分，也许就像去菜市场买菜，可您见过在家里的菜市场吗？随着网上购物环境、网上信用
体系和电子支付体系的不断改善，网上购物正在被全球消费者所接受。根据AC尼尔森的调查显示，截
至2005年10月，全球有1／10的人进行过在线购物，约达6.2 7亿人。在2008到2009年这段不平凡的日子
里，尽管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消费者购买力下降，但是与传统购物相比，网络购物却越来越受到追
捧。艾瑞咨询（iResearch）联合中国最大的C2C网站平台淘宝发布报告称，2008年中国网上购物交易
额达1200亿元人民币（约合176.6 亿美元），同比增长128，5％。中国网上购物注册人数同比增长185％
，达到1.2 亿人。2008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淘宝（Taobao.com）的交易额达996亿元人民币（约
合146.2 亿美元），同比增加131％。在2008年4月推出“品牌商城”后，淘宝在C2C业务和B2C业务上
成为中国用户最多、上线产品最多、年交易额最高的综合性、开放性网上购物平台。这惊人的数字肯
定是有原因的，于是，2009年最IN的一句话在心里响起，“你说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一个淘宝者的
经历可以让我们一叶知秋。一、一个淘宝者的生活秀某女，一小白领。一日，其母至。夜，母惊呼：
“明日需一物，而今仍无，恐不得。”女处变而不惊，笑言无事，旋而入内，遂闻噼啪声。母疑，片
刻，女返，日搞定。次日，物至，母奇，追问之，女一语道破天机，“淘宝也！”母更奇，遂与女同
坐于电脑前，欲破“淘宝”之谜。“滴滴滴”某女一打开电脑，阿里旺旺就提醒她有留言了，打开一
看，是卖家的留言，五花八门，都是邀请她去自己店铺看看的，她偶尔碰到有兴趣的才去看一眼，平
常的也就关了。随即，“阿里旺旺每日焦点”也自动弹出，里面充斥各类最新商品信息乃至八卦新闻
，不过她基本不怎么看，也关了。平时实体商家们总是喜欢把“顾客是上帝”挂在嘴边，但付诸行动
却真的很难，这些网店商家的盛情邀请着实令顾客有了一种上帝的感觉。不过说实话，太盛情了却又
有点不胜其烦。这也难怪，网络拉近了人们的距离，网店商品信息传递的成本之低，其方便快捷的程
度之高是其他任何实体商家无法企及的。对于消费者而言，虽然获得各类信息的成本降低了，但信息
的过于充斥，却又使人们目不暇接。对了，煽油膏用完了，“淘宝”去。一进淘宝网页，各种五花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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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商品信息便扑面而来，淘宝小二也拖着他的抹布出现了：“小二在此恭候多时了。”某女也是个
老手了，直接在搜索栏里打了“煽油膏”三个字，一回车，在搜索栏下方出现一行字，“在当前分类
中共找到‘煽油膏’宝贝5833件”。天呀，这么多，怎么选得出来？可是她一点也不慌张，镇定地在
品牌选择栏里选了一个品牌，潇洒地点了一下鼠标，然后在“按适合发质选择”一栏里选了“干性”
，然后再鼠标下拉，点了下“消费者保障”，信誉嘛，当然是从高到低了。经过这样一番严格筛选，
剩下的符合条件的商品只有48件了。某女很满意，开始了下一轮的价格比较。要知道，某女可是身经
百战，不会对那些便宜得有点离谱的商品垂涎，找了个价格适中，信誉又高（最好是皇冠）的卖家，
先仔细查看了商家的“宝贝描述”（淘宝用语，商品都称为宝贝），再看了看这件宝贝的评价详情，
然后用阿里旺旺向对方询问了几个问题，得到满意答复后，又指定要老板使用XX快递，老板同意后便
点击购买。最后，写好地址，并把钱从信用卡打到了支付宝里。其母看了一下表，“牛，十分钟！”
某女打开“我的淘宝”看到淘宝发的一条信息——“您有1笔交易，卖家已经发货，等待您确认收货
”。想起昨日所购之物还没付钱呢，便点击进入“已买到的宝贝”确认收货，然后在弹出的付款页面
上输入了自己的支付宝密码，一秒钟的时间，淘宝就提醒她付款成功了。这就完了吗？没有，还要给
评价，当然是好评了。皆大欢喜！对了，要同学聚会了，得整件漂亮YY（淘宝用语——衣服）。话说
衣服可是最最难买的，毕竟不能试，也摸不着料子的质感，且不论很难确定穿着好不好看，就算是合
不合身也不好说。先找找看吧！天气热了，买条连衣裙吧，先输入“连衣裙”，分类选“女装”—
—XXX品牌（品牌衣服质量就是稍好一些呀）——吊带裙——再选材质、颜色、适用季节、领口甚至
尺码等，一般来说，她尽量选有模特实拍的（不过这样有时会砍掉许多漂亮的YY），这样下来，剩下
的也就几百件了，再用信誉度排个序，好了，挑吧！这件不错，这件也行，用旺旺和老板联系联系，
老板确实也很热情，不过衣服可不是洗发水、焗油膏，只要发质什么的合适，什么人都行，尺码的偏
差，颜色的偏差等都可能导致你拿到的和看到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再看看淘宝“品牌商城”，这些商
家规模较大，信誉也高。又看了很久，也和对方聊了很久，还是没下决定。想了想，她还是决定先上
商场看看，等把款式、颜色都试好了，再在网上买。这样保险，只要网上卖的是真牌子，差别就不大
了。当然，那价钱可是差了老远。这一晚上，时间就像是一条吞自己尾巴的蛇，没了始终，不知凌晨
几点，她才爬上了床。一月后，同学聚会之日，女同学们花枝招展，分外妖娆。见面，互夸（不管违
心还是衷心的），“哇，最近更漂亮了，衣服好漂亮！哪儿买的？”某女于是乎仰起曾经纯真的笑脸
：“呵呵，正版名牌，牌子（山东腔），淘宝上淘的，还比商场便宜呢！你的水晶不错，很别致耶！
”“我的也是在淘宝上买的，还有我的项链，看看，好看吧？”“哪个店，我也去买。”⋯⋯男同学
可是大手笔了，手机、相机⋯⋯也是淘的！于是一场同学会，一度沦为淘宝交流会。微醺地走在回家
的路上，某女想着，同学的那块水晶坠子真不错，别致，回家我也在网上淘淘。谁知回到家，老妈笑
嘻嘻地拿出了一块水晶，献宝似的放在某女的手中：“喜欢吗，生日礼物！淘宝上淘的。”语气中颇
带着点自豪的意味⋯⋯倒！在倒下之前，她只想到一句话：“学习使人进步！”二、淘宝初体验像某
女这样的人不少，更有甚者，其全身上下的装备和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来自于淘宝，人称“淘宝达人
”。其实，在成为淘宝达人之前，某女总觉得网络是虚拟的，不可信，看不到的东西能好吗？不淘宝
则OUT记得2005年，她身边的好友就都逐渐有了淘宝网购的经验。起初，虽然朋友们大力推荐，可她
并不以为然，后来，时常听到周围朋友讨论最近在网上买了什么，才猛然发现原来自己Out（落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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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的网商帝国》

精彩短评

1、阿里巴巴的辉煌的一面已经不用再多说了，书中对集团中问题的深刻剖析让人清醒看到集团的另
外一面，除此之外集团隐患的探讨是个亮点，也是其他书中时常忽视掉的重要内容。
2、一本很不错的书籍，值得一看
3、还没读，等读了之后再分享心得吧
4、可以做为了解阿里巴巴的初级读物。调查报告谈不上，分析专著更不是。作为对电子商务的龙头
企业的考察，还是有一点价值。
5、几天刚到，看了一些
6、内容不实用，有认真的花时间去看，可能真正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没有了解、懂得
什么知识。
7、这本书买的不值得，大都是媒体上能知道的浅显知识
8、了解阿里巴巴的发展历史和运营模式，可以读此书。已经读完了，觉得还不错。
9、不错，正品，讲的也好，实惠，下次再来。
10、老哥说这本书不错  帮他买的
11、这是一本研究性强一些的书，能学到很多知识性的东西。而且，作者比较严谨，客观，也提出了
很多疑问和思考。不像很多书那样一味歌颂。对于国内电子商务企业的比较，还不错。
12、挺好，写的比较客观，褒贬共融，值得读！
13、看了很久了，才想起来没有评价！概括的很全面！适合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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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没有谁能够忽视一个正在崛起的群体——网商，也没有谁敢轻视网商未来的地位。马云在缔造102
年企业大厦的时候，同时，也培育着中国网商生长的土壤，中国网商崛起乃至成为网商帝国，正是中
国在面临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机遇，探索中国
电子商务的独特商业模式，成为全球电子商务领域的楷模。阿里巴巴的网商帝国从网商的角度，全面
诠释了买家攻略与卖家攻略，揭示了新一代网商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对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价值观
、内忧外患与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我们相信，阿里巴巴的网商帝国作为阿里巴巴
集团考察——阿里巴巴经营模式研究的姊妹篇，一定能够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阿里巴巴集团以及网商
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本书从网商的角度，全面诠释了买家攻略与卖家攻略，揭示了新一代网商的
成长历程，尤其是对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内忧外患与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
讨。

Page 12



《阿里巴巴的网商帝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