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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从85家井喷式增至205家

“最火的时候要数网吧行业刚兴

起的那几年，也是网络游戏《传奇》刚

推向市场的时候。”回忆起网吧上座

率高达 90%以上的年代，80 后的游

戏发烧友孙奇感慨道，曾经的辉煌如

今已是时过境迁。

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见证着网吧

的兴衰荣辱，2004 年至 2014 年是我

市传统网吧行业兴起时期，也可以说

是网吧经营的黄金十年。在总量控

制阶段，我市网吧总数一直保持在

85 家不变，但可以变更法人经营，这

个时间段网吧总量虽然不增加，但是

网吧的计算机终端每年递增，上网环

境逐年变好，到 2014 年底网吧经营

环境基本是高大上了，单体网吧计算

机终端数最多的达到480台，那时的

网吧业主基本都是赚钱的。

“当时因为网络经营许可证审批

受限，所以我市网吧总量处于可控阶

段，但由于可以变更法人经营，一张

网络经营许可证在市面上动辄被炒

到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原位于

广场路的某网吧经营业主周先生说，

“当时，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场地，凑齐

资金开网吧，还是处于高回报又稳赚

的阶段。”

好景不长，“冰封”了 10 年的单

体网吧在2014年正式解禁审批。由

于长期的市场垄断以及前期经营利

润可观，造成了很多投资人蜂拥而上

的局面。短短两年时间内，我市通过

新审批的网吧有120家，甚至一度上

升到205家的巅峰值，在册终端数高

达 2.23 万余台，集中分布在城区、经

济开发区等地。

为了较好地了解网吧行业经营

状况，为行业发展提供一个科学实际

的依据，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于

上个月开展了一次以网吧经营业主

和网吧玩家为主要对象的市场调

查。数据显示，东城街道在许可审批

放开前原有 19 家网吧，放开后激增

到 31 家，经济开发区更是由 8 家演

变成 40 家，除了舟山镇尚未设立网

吧，其它镇街区均有明显增长。

经营状况
竞争激烈收入锐减甚至亏损

在激烈的竞争下，这一行业迅速

从炙手可热变成了烫手山芋，绝大多

数网吧面临关停还是继续的决择，走

到了生存还是消失的关口。

“近来生意每况愈下，能保本就

不错了。”说起经营现状，位于巴黎商

街的一家网吧股东王先生苦笑着摇

头说，面对经营滑坡，网吧在去年进

行了装修以及电脑换新的调整，更

适时推出了较大力度的网费优惠。

结果只是活动期间上座率爆满，优

惠期结束后又恢复了原样。现在，

每天上座率在 30%左右，只剩下一

些游戏玩家。

面临滑铁卢般的上座率，上网收

费却没有得到相应地提高，这让网吧

运营更是雪上加霜。“现在在哪都能

上网，智能手机十分普及，再加上客

源流失后的网吧业竞争激烈，上网费

却涨不了。”王先生说。

西城街道一家网吧负责人算了

一笔经济账：三年前，网吧每小时收

费 3-8 元不等，如有 80 台电脑、投

入约万元的网吧保守平均上座率

60%以上，日营业额就能达到 5000

元以上，一两年能回本；而目前，上

网费为每小时 1-5 元不等，为了留

住老顾客，往往还有充值返送活动，

相应的食品、点卡收入急剧减少，使

得利润一再压缩，不少网吧仅能勉

强保本。

目前，全市在工厂集中地和热

闹的商业街，网吧布局已十分密集，

经营业主对硬件投入也已达到一定

的高度，较于以往，装修档次更高、

主机更好、显示器更大等。单体网

吧的规模也向精细化发展，大多以

网咖形式经营，但残酷的竞争下，依

旧有五成网吧面临亏损，而原有的

老网吧随着房租的到期、收入亏损

和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已果断

转行。

在用工工资、行业竞争等多重压

力的夹围下，去年以来，我市陆续关

闭了 17 家网吧，那些单体计算机终

端数较大的网吧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一些经营环境欠好的网吧要么重新

装修及更换硬件设施，或是变更经营

场所甚至是关闭。

方向分析
明确定位加强理念抱团发展

纵观我市网吧发展全局，当前不

少网吧正处于多重因素影响的困难

阶段，究其主因是网吧数量增加、上

网人员总数减少（外来务工人员减

少、家用电脑增加、智能手机的冲击、

其它休闲方式增加）、网吧经营内容

更新较慢（以网游、聊天、看影视节目

为主）、相互压价恶性竞争等。

针对当前困局，并结合今后社会

发展的可能趋势，相关人士建议，对

于房租快到期，且电脑装修老旧，而

周边竞争大的网吧应先考虑转行；规

模大的网吧可适当降低规模改善环

境，比如明确定位，选址针对性强，在

清晰确定网吧的消费群体类型情况

下，再选择合理的经营地址及进行相

应装修和服务项目的布局。

此外，业内人士还建议，纯网吧可

以引入其它经营项目，如咖啡卡座、

“虚拟现实”和其它休闲、餐饮等功能

区；网吧业主间也该多沟通交流，经营

理念上相互学习、经营模式上相互补

充，减少恶性竞争。管理部门在做好

严格管理的同时，也要做些服务工作，

如召开区域业主座谈会、打击“黑网

吧”、引导网吧代表外出考察引入好的

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和服务项目等。

趋势似乎十分明朗，至少在当

下，网吧需要靠着抱团理念群策群力

寻找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明确定位加

强创新意识,才能为该行业发展注入

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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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位于我市经济开发区的四家网吧陆续关停，正式退出十余载的稳赚神坛。“客源少了许多，成本却高了不少。”“越干越没
劲，再干就赔本。”⋯⋯曾经人人艳羡的赚钱行业如今似乎成了网吧经营者的烫手山芋。据统计，去年以来，我市陆续有17家网吧
选择关停。

准入门槛降低数量激增 客少利微亏损已成常态

E网情深陷困境 风光不再谋转型

某网吧内景某网吧内景

各镇（街、区）网吧开放审批前后家数对比
（以许可审批数为准）

审批前后各主要经营数据对比
（以2013年度和2016年度为参考）

审批前

审批后

经营地址

相对集中，主要

分布在商业街

和各镇所在地

相对分散，主要

分布在商业街

和务工人员较

多的村

规模

平均电脑

160台

平均不到

一百台

电脑

品牌机为主，

显示器两级分

化，乡下较一

般，城区较好

品牌机为主，

两级分化不明

显

开设功能区

主要根据场地

有一定的划分，

小包厢和大厅

和主机的好坏

有较大的划分，

有电竞区、咖啡

座

收费标准

基本在3

元到8元

基本在1

元到5元

审批前

审批后

年收入

基本100万到

400万（平均净

收入100万）

目前五成网吧

已亏损

利润来源

上网机时

费、食品类、

游戏点卡

上网机时

费、食品类

主要成本

硬件、房

租、人员工

资、电费

硬件、房

租、人员工

资、电费

主要问题

选好的经营

场地难，两年

要装修一次

行业竞争、房

屋租期较长、

转行风险大

多数业主的解
决办法

如何和周边网

吧竞争或是变

更经营场地

转行、提供更

丰富的上网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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