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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睿雨 记者 丁林

面膜、衣物微购已经OUT了；蔬菜、家电维修都可以“微”

微商：小空间里的大生意

【延伸阅读】

品牌进入微商已成主流

微商平台，越来越多的品牌企业开始进驻。

位于肥东经开区一家家电企业运营总监刘经理告诉市

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今年开始，公司主要的小家电产品

几乎都在微商城上销售。与此同时，公司为了开拓微商平

台，特意发动加盟商等构成了一个大型微商平台。

为什么要做微信商城？刘经理介绍，微信这个手段的优

点就在于五年之后唯一可以与淘宝抗衡。“微信本身就是一

个社交平台，和平时的通讯软件的概念是一样的，但是它可

以聚集一圈人脉，比如微信中的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的关

系，信任我的人所以信任我的产品，这个信任关系是有的，所

以在微信商城里，对于自己的朋友来讲，自己销售的产品大

家有可能也能接受，这样微信产品它就变成了一个社区化的

营销品牌”。

不仅仅在合肥，目前全国范围内，品牌进入微商已成主

流。2014年，韩束在微商渠道大获成功以后，中国的前十化

妆品品牌迅速介入微商。进入 2015 年 1 月，美国的伊丽莎

白雅顿宣布进军微商，成为首个进军微商的国外化妆品品

牌；5月，消费品直销公司安利正式为直销员开通微店，携程

旅行网上线“携程微商平台”；7 月初，海尔微商平台正式上

线，放言两周内要完成3万家微店布局。

韩束微商 CEO 陈育新就预言，韩束在微商渠道的成功

一定能带动很多大品牌进入这个渠道：在品牌化的过程中微

商比淘宝更容易杜绝假货，有助于微商生态圈的快速建立。

他也分析：微商的低成本和直接与商家挂钩的销售模式降低

了微商从业的门槛，使得微商能够迅速发展并触及人们生活

的各个角落，品牌进入微商顺应了人口红利的优势。

而结合当前国家倡导全民创新、大众创业的时代背景，

陈育新说，品牌进入微商不仅仅是为品牌自身点燃了新的生

机，而且使得微商生态圈得以快速建立。相信无论是消费者

还是微商都能够很快看到品牌的优势，让三无、劣质、没有质

保条件的产品成为历史。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你打开微信朋友圈，出现在你眼前的不再只是好
友发表的美食、自拍与牢骚，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面膜与服装的宣传或代购标
语，让你怀疑是否打开方式不对，错入了淘宝？没错，朋友圈还是朋友圈，只是
它多了一样功能——微商平台。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调查发现，现如
今，化妆品在微商平台已经成为过去式，更多新型的微商门类正在不断崛起！

手工画怎么处理？上微信卖
微商门类：手工制品

在大学毕业后一年的时间里，沈敏（化名）放弃了许多应聘的机会，因为在她

心中，在微信上卖自己的手工艺品更符合自己的理想。

沈敏从小就喜爱画画，大学也选择了画画的专业。在毕业前夕，沈敏看着堆

积成山的画作犯了愁，不能运回家，丢了也怪可惜的，室友告诉她可以在淘宝上

卖。沈敏借鉴了室友的意见，一个星期下来，成效显著，不光在淘宝上售卖自己的

画作，沈敏的室友还通过微信朋友圈，替她“叫卖”，一时间，微信上卖出去的画赶

超了淘宝，而沈敏的“主战场”也渐渐从淘宝转向微信。

毕业后，沈敏发现，在一些微商中，缺乏手工艺品的销售，毕竟手工艺品的制

作不光耗时而且耗力，相对一些化妆品的营销，成效也是一般。“微信的发展等于

刚刚才起步，它的前景不可估量。”沈敏说，她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手机一族，

而且微信的受众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更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沈敏在发现微商这个机遇之后，开始逐渐改变商品的模式，将画画与其他的

工艺品相结合起来。在一些顾客的点醒下，沈敏开始做“私人订制”，顾客可以将

自己喜欢的画作发给她，她再将画画在一些精美的碟子或者家装制品上，寄给客

人。很快，纯手工制作的独一无二，吸引了很多的顾客。

沈敏希望自己的商品在未来能够更加的多元化，但是总体还是要维持手工制

品的一个理念。不管是玻璃画、瓷盘画，还是家庭软装装饰画，都希望可以做出自

己的特色。

A

沈腾（化名）今年40岁，原是省城某电子科技集团的技术顾问，但是几年

前，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在妻子的强烈建议下，辞去了工作，去乡下种地。

沈腾在乡下的这几年，不仅仅种了菜，更是创立了自己的“绿色大棚根据

地”和“采摘园”。一天，沈腾看见自己的儿子拿着手机刷朋友圈，不经意间看

见儿子的朋友圈里，有很多的人在做代购和开店，沈腾想着自己可不可以也

借助微信渠道将蔬菜给推销出去。

然而创立微信平台前期，几乎没有人关注，就在要放弃的时候，希望出现

了。一个周末，一家公司的员工来到沈腾的“采摘园”聚会，几个年轻女孩在

“采摘园”门外发现了沈腾为了做活动放置的宣传牌，看见上面有微信的二维

码就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她们惊讶地发现，沈腾居然在微信上卖蔬菜，大家

都笑称以后不会去菜市场买菜了，全部从沈腾这订购。原本一句貌似玩笑的

话，最后却真正发展出了商机。慢慢开始有人加了关注，也有人开始订菜

了。如今，沈腾这个微信上的“菜园”，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壮大，一些大企业也

从沈腾这订菜，同时自己的“采摘园”发展得也很好，这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的模式，沈腾获益颇多。

沈腾说，在微商平台，随时随地可以接单，不受地域的限制，自己再也不

用长时间的坐在电脑前了；与此同时，每天的工作任务真的越来越轻松了，只

要和买家聊聊天，发发微信就可以了，“躺着都可以赚钱”。

朋友圈卖菜，“躺着都可以挣钱”
微商门类：蔬菜B

作为一名机械加工厂的工人，除了本职工作

外，陈明（化名)也在微信上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

高中毕业后，陈明就放弃了学业，找到一位老

师傅学习机械焊接、维修设备。两年的学习后，陈

明凭借手艺和师傅的引荐，进入一家机械加工厂。

在工厂上班期间，陈明认识了女朋友李君（化

名）。李君是十足的手机控，一天，她刷朋友圈的时候，

看见朋友圈中有人要加盟微店，李君动了心。几个月

后，陈明看见李君和别人合伙在微信上开的代购店

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甘落后的陈明突然想到，能否结合自己手

艺，通过微商这个平台，在微信上开一家“上门维修

家电”的微店，毕竟现在很少有人在微信上从事家

电维修的行业。不久后，陈明创办的“上门维修家

电”在微信上打出了口号。

刚刚创办微商平台的前期，几乎没有什么关注

度，因为职业的小众化，让很多顾客觉得不靠谱。

“现在的顾客，都希望可以在消费时，占些小便宜。”

陈明说，抓住顾客的消费心理后，自己推出了许多

优惠活动，比如“按距离收费”，“买十送五”……渐

渐的，陈明的微商平台，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

很多的顾客觉得，微信买服务，更加的快捷和方便，

价格也便宜不少。

现在，陈明和李君“分工明确”：李君帮着陈明

经营着微商平台，陈明负责上门维修家电。“男女搭

配，干活不累。”陈明说，微商平台给他带来了不小

的收益，很多的顾客因为陈明手艺好，待人和善，将

陈明的微店推荐给了不少的朋友。

女友平台接单，男友上门维修
微商门类：家电维修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