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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16.5公里的广佛路，聚集着46个各类
专业市场，6万多个工商户，年交易额超过6000
亿元，产品辐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连串
的数字，折射了大沥这个“中国商贸名镇”的实力
所在。

“网红经济”时代的来临，让大沥这座昔日以
铝材、内衣闻名全国的经济重镇，在经历过专业
市场升级、电商与传统产业多番迭代磨合之后，
迎来电商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当下，大沥镇正通
过加速推动专业市场升级、借力“网红经济”等方
式，寻找新的增长亮点。“我们要突出‘商贸’这个
优势，深度挖潜、提效扩能，唱响‘做生意，来大
沥’口号，为佛山市争当全省地级市高质量发展
领头羊积极赋能。”大沥镇党委书记刘浩文说。

拥抱网红经济 商贸名镇危中寻机
大沥镇通过加速推动专业市场升级、借力“网红经济”等方式，寻找新的增长亮点擦亮“商贸大沥”品牌

在我国的商贸流通体系中，

专业市场占据着重要地位。自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沿着 16.5
公里长的广佛路逐渐聚集起多个

专业市场，门类多元，涉及铝型

材、布匹、小商品、水产、茶叶等。

过去，这里成为广佛两地乃至省

内外慕名而来的客商交易的主要

区域，让大沥有着“广佛黄金走

廊”之称。

过去以商贸立镇，积累下来

深厚商贸基础以及丰富商贸资

源，今后大沥也会继续坚持擦亮

“商贸大沥”这张名片。然而，过

去的传统商贸模式显然已经与大

沥新时代发展的需要脱节。相对

低端的专业市场建筑形态和交易

形态，以及依旧以现场、现金、现

货“三现交易”方式为主的专业市

场，正是大沥传统商贸逐渐呈现

出发展疲态的一个缩影。

现在专业市场遭遇的困境，

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便是

通信技术、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

影响。如果能够顺应趋势，实现

转型，这些专业市场将在新一轮

淘汰中活下来，并有望成为开创

商业流通新模式的领军者。

大沥已经意识到这场势在必

行的转型。依托大沥坐拥46个

专业市场的商贸实力，2017年，

“中国·大沥商贸指数”正式上

线。其结合了大沥商贸产业的实

际特点，涵盖了商贸价格指数、商

贸发展指数和商贸环境指数三个

大类，成为了商贸行业发展的“晴

雨表”和“风向标”。指数的上线，

也进一步扩大了大沥作为“中国

商贸名镇”的影响力。

在前段时间召开的2020年
干部大会上，大沥便指出要加快

专业市场升级，集约土地开发，打

造现代商贸载体和总部，提升商

贸发展层次。其中一个重要的方

向，便是打造专业市场“升级

版”。大沥计划开展专题讨论、专

项研究，对专业市场实施“淘汰一

批、提升一批、整治一批”。同时，

要积极对接“互联网+”，植入现代

物流项目，引导优化运营管理，切

实改变现金、现场、现货的“三现”

交易模式。

势在必行的转型升级

“无电不商”的互联网经济时

代，令以大沥为代表的传统商贸

重镇迎来了挑战。近年，大沥积

极推动互联网经济与城市的融

合，为电商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

氛围。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

逐渐普及，对大沥的制造企业和

专业市场带来冲击。以南国小商

品城为代表的专业市场开始“触

网”，尝试用1688、淘宝等平台推

广商品。地毯贸易商人冯金水，

是大沥专业市场最早“触电”的商

户之一。前些年，看准了电商发

展的大趋势，他聘请了一个五人

团队试水电商，目标是做天猫旗

舰店，“当时请一个美工月薪要

9000元，一个运营要1.5万元，

每月做网销的总成本达到10万

元，但产生的销售额并不理想。”

怀有这种复杂心绪拥抱互联

网的还有专业市场的经营者。据

不完全统计，大沥镇内全部46个
专业市场都曾有过主动或被动的

“触电”尝试，它们或建立门户网

站、或开发统一采购平台，希望以

此抗御这股浪潮。南国小商品城

曾开发了两个网站平台，后来都

只是提供商品查询，关闭了交易

功能。

行业自身的“试水”效果未如

理想，但大沥依然在且行且探

索。2013年，大沥镇电商迎来

新起点。其中最重大的转折点，

是在广佛国际商贸城中心区打造

国际电商采购中心。其中最值得

一提的是广佛智城，这个从一开

始就带着“电商”基因的项目，进

驻大沥时提出要打造“中国电商

体验之都”，而在建成之后，也吸

引了数百家中小微电商企业入

驻。

商贸重镇触电“初体验”

2014年3月，刚毕业不久

的张祖奎和两位好友，一起来

到位于大沥的佛山市青年创业

孵化基地创办点赞电商。点赞

电商没有选择开店销售产品，

而是提供第三方运营服务及一

站式电商品牌孵化。凭借广东

省优秀创业项目带来的名气，

加上广佛智城良好的土壤，众

多有志于进入电商的企业找上

门，成为了点赞电商的服务客

户。

经过六年努力，点赞电商成

为能同时运作数十个项目，累计

服务上千个品牌的电商孵化服

务平台型企业，人数也从初创的

3个人，发展至现在的 100多

人。如今在大沥，像点赞电商这

样的电商服务企业有数百家，电

商服务平台形成集聚之势。

2018年，天猫佛山服务中心暨

淘宝大学佛山培训基地正式落

户广佛智城，让这一集聚的态势

更为强劲。

在推动商贸业“上线”的同

时，大沥的商贸也开始注重“上

楼”。前者结合大数据为现代商

贸提供数据参考，后者通过存量

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双剑

合璧”之势，打造“现代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区”。

位于广佛国际商贸城中心

区的龙汇大厦，目前超90%的物

业已租售出去。进驻的企业有

不少是从传统专业市场转移过

来。从业者把这里定位为承载

外贸销售、服装设计、产品展示

等功能的商贸总部，希望通过新

平台，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商

贸价值。

“上线”+“上楼”扩展商贸空间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

发展以及5G商用加速，作为互

联网时代的产物，中国的“网红

经济”在发展中迎来了爆发

点。2020年，受疫情影响，线

上市场焕发新机，“网红经济”

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当下，大

沥正在主动拥抱这一新型商业

模式。

“网红经济”虽然能用流量

来换取销量，但仍是一种虚拟的

经济形态。如果想要长远的生

存，必须依赖实实在在的生产和

高质量的商品。大沥拥有铝型

材、盐步内衣等一批优质产业集

群。当网络达人变身线上营业

员带货时，其线下资源配置就变

得很关键，谁离货近，谁能拿到

一手货源，就能更好地获得关注

度。而46个专业市场形成的完

备产品供应链，也正是大沥引以

为傲的一个资本。

这样的雄厚实力，无疑是滋

养“网红经济”的重要养分。然

而，并非货源充足，就一定能够

成为网红及其机构健康成长的

“土壤”。作为以粉丝量为“带

货”优势的网红，诚信和口碑也

十分重要。大沥近年重点引入

的天猫佛山服务中心，正为这个

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天猫佛

山服务中心负责人原木介绍，中

心的其中一项重要功能，便是助

企业入驻天猫：“企业品牌进驻

天猫需要提供相关资料，并经过

系列严格审批。有了天猫这个

平台来背书和承担风险，网红和

机构自然会认为发生带货诚信

危机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直播机构的到来不仅能为

企业“带货”，也可以作为一种服

务配套资源，助力地方“引凤”。

这就需要打造更完善的产业生

态链。目前，广佛智城正着力打

造“广佛电商直播产业基地”，逐

渐聚集了一批电商直播企业人

才，帮助园区各领域企业走进电

商直播时代，带动电商直播产业

链发展，形成一个互联网经济新

生态圈。

“大沥有着浓厚的商贸基础

和氛围，推动传统贸易升级为现

代信息化贸易，方能真正提升大

沥商贸核心竞争力、擦亮‘商贸

大沥’品牌。”大沥镇镇长游剑锋

说。接下来，大沥计划争取更大

力度的电商扶持政策，加大对直

播电商产业的支持力度，壮大产

业规模。在专业市场之后，同样

以人、货、场为核心的电商直播，

或将为商贸重镇大沥开启电商

发展的新未来。

主动拥抱“网红经济”新浪潮

广东南国小商品城是

大沥镇典型的专业市场之

一。经过多年的发展，这里

已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日

用百货批发市场，拥有超千

家商户，场内主要经营五金

交电、金属家具、塑料制品

等共数十万种商品。

正因为有着如此强大

的货源整合力，这一专业市

场非常适合网上爆发式销

售。今年 10 月底，醒浪直

播基地正式进驻广东南国

小商品城，面积近 1500 平

方米。南国小商品城常务

副总经理梁展鹏介绍，该基

地主要为南国小商品城的

品牌商和商户免费带货，还

会筛选出优秀的品牌商和

商户，培养一群“直播带货”

种子选手，帮助他们实现直

播常态化。此外，基地还引

入了职业学校作为战略合

作伙伴，共同搭建直播人才

实践基地，期望以此为南海

地区、佛山地区培养高素质

的直播电商团队。

对于基地的到来，场

内不少商户表示了欢迎。

“消费者在网购的同时，依

然有社交需求，有体验需

求，这需要回归实体。而

实体店也需要借助互联网

这一渠道，实现线上线下

的融合。”有经营户认为，

网红直播助力市场转型升

级，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梁展鹏也认为，引入

直播服务机构，对接有线

上营销意向商户，通过活

动展示、服务接洽等方式，

帮助商户“多条腿走路”，

也有望为专业市场带来新

的交易模式和成效。

引入直播基地探索新交易模式
南国小商品城：

广佛路旁的环球水产

交易市场，是成立于 1995

年的“老牌”专业市场。经

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该

市场已经跃升成为全国最

大的鲜活水产交易市场，供

应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超过

一半的鲜活水产品用量。

环球水产交易市场总经

理龙学平认为，鲜活水产的

零售不太适合电商化。但

是，市场依托自身庞大的货

源集散能力，与美团、盒马、

钱大妈等平台开展合作，通

过腾出空间、配足品种，以采

购基地的身份，加入到生鲜

电商的供应链条中。

如今，市场不但为广大

水产养殖户建立了一个高

效低成本的销售平台，也成

为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市

民的一个“超级菜篮子”。

有着这个优势的环球水产

市场，萌生了自造“IP”的想

法。龙学平介绍，市场未来

将在环保和硬件设施方面

继续做一些提升，同时希望

通过升级改造，适应城市化

的发展。“我们也正在考虑

为市场注入饮食文化、旅游

等元素，例如建设海洋馆等

设施。希望市场不仅是一

个产业载体，更可通过打造

沉浸式体验场景，成为大沥

的文旅地标，甚至是‘网红

打卡点’。”龙学平说。

注入文旅元素化优势为IP
环球水产交易市场：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通讯员 刘成

■主播在天猫佛山服务中心直播间为粉丝介绍产品。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钟摄

■大沥广佛智城正努力打造“广佛电商直播产业基地”。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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