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2月24日 星期六

编辑：程娉婷 电话：87138737 邮箱：zck1980@126.com04 经济新闻

转眼又到年末，在过去的“双十一”“双十二”消费狂欢中，既有眼花缭乱的新品促
销，也有不断冲高的交易数字。然而真正购买高潮过后，不少因冲动消费带来的无用产
品却成了一块烫手山芋，无法处置。闲置品交易，这座背后的富矿由此渐渐浮出水面。

□记者 应柳依

多余物品成“鸡肋”
“周末整理出不少多余的东西，

但很多还是又好又新，扔掉了实在

可惜，可又不知该如何处理。”不少

家庭到年末都有大清扫的习惯，这

一打扫，平日很多用不着的东西纷

纷冒了出来，这不，市民张女士就整

理出很多闲置的婴儿用品，“小孩长

得太快，有些买回来只用过一两次，

就成了闲置品。”

记者调查发现，不同家庭均反

映有不知如何处理的闲置物品，最

多的是衣物、鞋帽，装饰品、书籍、各

类工具也有不少。一些对某种物品

有特殊偏爱的市民更是存了很多弃

之可惜的“鸡肋”。有收藏癖的汪先

生就特别喜欢购买新款潮鞋，家中

已堆积百余双，有的甚至一次都没

穿过就莫名不喜欢了。

“入地”交易大不如前
“曾入手一块价值10多万元的

手表，最终分文不赚转手朋友。”经

营着二手奢侈品店的卢先生坦言，

如今生意大不如前。

卢先生清晰地记得，五年前刚

开店时，并没有太多竞争者，更无电

商抢生意，一度销售喜人。不过，他

随即表示，即使在无商不电的今天，

奢侈品二手买卖的线上交易量也无

法与线下相提并论。

“面交风险性小，彼此更信任，

交易率较高。”卢先生说，由于网络

的不可见性，贵重物品“入地”销售

仍占重要一席。

85 后宝妈胡潇静表示，对于线

下二手交易，除非是手机、电冰箱、

名包等大件或者贵重物品，不然更

愿去“鱼塘”淘上一淘。何为“鱼

塘”？原是剁手党们“自我拯救”的

一个新去处——闲鱼平台。

“鱼塘”激活线下交易
自从网购变为一种新风潮后，

网友们坦言都曾有网购到用不上东

西的经历，却依旧欲罢不能。一边

疯买，一边转卖，俨然成为部分市民

的购买习惯。

“这里不仅能淘上好货，也能把

闲置品变现。”胡潇静说，自从入

“塘”以来，她共发布了50多件二手

甚至是全新的闲置商品，20 余件已

变卖获益1000多元，其中约半数是

通过“鱼塘”进行的当面交易。最

近，她打算把闲置玩具放上去转卖。

今年以来，我市闲鱼“鱼塘”数

量快速增长。不少以社区、学校、乡

镇为兴趣点均设置了“鱼塘”，邀请

周边人加入。粗略统计，市第一人

民医院周围五公里就有超150个鱼

塘（见上图），市场潜力不可小觑。

“基于地理位置的‘鱼塘’，因为

距离近，交易双方约定时间碰头即

可，交易更便捷，还省去运费，成本

更低。把线上引到线下，是一种新

思路转变。”从事IT业的张博文说。

“闲置品交易后，能换回更为需

要的东西，这也算消费升级。”胡潇

静说出了不少市民的心声，如今的

闲置品交易甚至已成为创业者和资

本竞相争逐的产业富矿。在创业者

眼中，闲置品交易是分享经济，也是

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利用。

■相关提醒

进入交易圈之前，拍摄靓照可

提高出镜率。产品要有大图和细节

图，有上身图或者小视频更佳。

定价适中几十块居多，即便是

贵重物品，也打上几折，定价虚高反

而无人问津。

善于推销迅速回复，保持联系

相当重要。有兴趣的买家往往通过

即时通讯、站内短信等方式了解物

品情况，如果卖家不在线可能就错

过了这笔交易。

最好选择购物网站提供的第三

方支付工具，买卖双方都放心。如

果是现场交易，可以选择在银行门

口或携带识别假币的工具。

筑起社区兴趣“鱼塘”，玩转分享经济

“鸡肋”二手货“闲鱼”大翻身

“双十二”买买买后
又迎来岁末折扣季

市民海淘热情高
国际代购猛接单
□记者 应柳依

“双十二”的包裹刚拆完，国际岁末大促

又接踵而至。在大折扣下，我市市民也大赶

海淘潮流，不遗余力地下单，代购们则挤在

各国商超间马不停蹄地买买买，生意火爆。

海淘客多为宝妈或年轻女性
每到岁末就是欧美国家消费旺季，不少

商场和奥特莱斯都大打折扣，亚马逊、GNC

等国外大型 B2C 网站也纷纷借机促销。大

牌商品遇上打折季，确实能激起不少人的购

买欲。“海淘火爆的主因是价格比国内便宜，

款式更多。”资深“海淘客”吴启亚说。

记者发现，海淘需要一定的购物心得和

精力，甚至是熟悉外语知识，所以大部分“海

淘客”为宝妈或年轻女性。“我第一次海淘就

是给宝宝买口粮以及储备一些婴儿用品。”

吴启亚说，“慢慢地，周围的朋友也被我带

动，现在，有好东西大家都会拼单购买，省钱

省精力。”

吴启亚认为，有经验的“海淘客”一般目

标明确，美国主打奢侈品，澳洲和荷兰是奶

粉，而日本则以采购化妆品、日用品居多。

接单不断遇折扣抓紧囤货
不过，更多的“海淘客”不会亲自海淘，

而是选择委托专业人士代购。每年年末，我

市做澳洲代购的姚芳芳都特别忙，手机、

iPad齐接单。姚芳芳笑称，她做代购是被朋

友“逼”出来的，男友在澳洲留学，起初仅是

业余帮亲戚朋友买货，后来经自发推荐，找

她代购的人越来越多。

“现有 200 多位长期合作客户。”姚芳芳

说，除了原有的固定采购外，从月初开始，不

时有客户询问护肤品、口红等折扣力度。近

期，她主要代购当下十分流行的潘多拉等首

饰，有的打折 50—70%，价格约在几十到几

百澳币不等。像有款玫瑰金甜美串饰澳洲

只需119澳币，折合人民币约600元，国内要

价至少翻一倍，而且不一定买得到。

为了尽快买到指定商品，她一接单，男

友便立马做攻略。“人肉代购非常辛苦，采购

商品常超重，背扛十分辛苦。”姚芳芳说，去

年此时，她飞往国外参与采购，真切感受到

年末折扣下国内代购的疯狂，偶遇有位国人

女生一人拎十几双雪地靴，场面真是壮观。

“代购中途运输过程较长，从发货到清

关再送到客户手中，有时甚至要个把月。而

奶粉是刚需用品，不多囤上一些，客户宝宝

就可能要断粮了。”姚芳芳说，“近期资金流

动大，一星期流水约十多万元。”

收入可观扩宽交际圈
选择做代购，主因是自由，收入也可

观。虽不愿透露具体年收入，但姚芳芳保守

估计，月均获益 5000 元以上，这对她来讲，

是一笔外快，专业代购估计月收入会过万。

除了代购能赚取零花钱，扩宽交际圈也

是代购的一大动力。“代购是个广交朋友的

平台，我扩大了交际圈，新结识的有金融业、

事业单位的，也有教师、个体经营者。”姚芳

芳认为，不仅如此，由于从事澳洲代购主要

以母婴产品居多，而她本身从事幼儿教育，

在她兼顾教学之余，也能互利。

□记者 田妙联

本报讯“钟点工价格上涨，还

得预约排队。”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

了，陈女士开始张罗着给家里来一

次彻底的大扫除，联系了几个家政

服务的电话，却发现市场紧俏得很。

“普通保洁涨到 30 元/小时，有

的甚至要价 35 元/小时，还得三四

天以后才能轮到打扫。”陈女士说，

去年她家春节前两周才去请钟点

工，最后没有排上，只能自己动手打

扫，这次提前了大半个月，发现还是

不能随叫随到。

20 日，记者以消费者的名义拨

通了市区几家政公司的电话。一阵

咨询之后，记者从对方口中了解到，

保洁钟点工的工作主要分三种，擦

玻璃、普通保洁、特殊保洁。目前普

通保洁的价格是30元/小时，4小时

起算，不足 4 小时按 4 小时算；擦玻

璃和厨卫清扫35元/小时。

除了按小时收费外，一些家政

公司针对精装修用户按面积收费，

每平方米收费6元。

“保洁工时费上调 5 元已有两

周了。”蓝屋家政负责人胡鹏坦言，

临近春节，每家每户都忙着打扫卫

生，保洁工作业务量大增，保洁员涨

价年年如此，而且离春节越近，价格

只会越贵。这几天，他们的业务量

已经增长了30%。

“包年客户会便宜一些，每周清

洁一次，每次 20 元/小时。”市爱莲

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单爱莲介

绍，临近春节的这段时间，70 多个

保洁工的活都排得满满的，需打扫

的家庭要提前预约。最近半个月的

服务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到农

历十二月廿五以后，就基本叫不到

钟点工了，价格可能还将上涨至 40

元/小时，甚至45元/小时。

临近年关 保洁钟点工价格喊涨

附近的鱼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