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图三胞旗舰店的消费者
如需售后服务， 可以直接联系
所购买产品的厂商， 也可以找
宏图三胞高桥店及其它门店，
或咨询宏图三胞长沙分公司。

其实， 为了打破电脑城的颓势，长
沙的电脑购物模式在不断发生变化。

从国内首家仓储式电脑卖场———
高桥电脑大世界， 按批发价卖电脑；到
可以边逛街边购买数码产品的长沙数
码步行街；到以PCmall模式闯入长沙的
宏图三胞，用超市的模式卖电脑，各种
新模式一一出现。

不过， 这些转型显然只浮于表面。
在电脑城里做生意的经销商们，依然走
着老路子：在电商兴起，服装、玩具等个
体经营户纷纷“上网”时，他们依然选择
依靠门店来维持生存。在合峰电脑城做
生意的吴老板直言，“从没想过、也不会
到网上开店”。

电脑城是否还有未来？
《电脑商报》 湖南负责人杨礼平认

为，目前电脑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营销
模式和市场的恶性竞争，如果电脑城依
旧走装机的单一模式必定将会消逝，在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电脑城从前两
年就开始萎缩了。他建议，在网络电商
的冲击下，电脑城可以将实体店和电子
商务相结合，改善营销模式，将门店建
设成大、全或是精尖的模式，并向体验
店转变以谋求生存之道。

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彭炳
忠教授认为，目前电脑市场呈现多元化
发展，品牌优势已经显示不出来。

另外，电脑知识的普及也是很重要
的原因， 以前大家去电脑城买电脑，是
因为不懂，在配置、用法和售后上，对销
售商有依赖。而到今天，电脑的质量非
常稳定，消费者的电脑知识和使用能力
大大提高，电脑维修非常专业，所以有
更多的人倾向于性价比更高的电商。

最后， 电脑城经销商之间的恶性竞
争，让以次充好、价格和价值不服、水货等
流入消费者手中，让其逐渐失去公信力。

*发展高峰期（1999年至2005年）
标志产品：组装台式电脑
业内记忆：国储电脑城“自在天空”是

一家主要做电脑DIY的门店。8月22日，工
作人员小余说：“现在大概平均每月销售
百来台， 有的时候一天都卖不了一台。今
天就还没开张。”他还记得，2005年之前，
一个店门每月可以做到近600台。“最疯
狂的时候，天天都要拿号排队装机，公司
门店一度扩张到12个，现在只剩下2家。”

*第一个分水岭（2005年）
标志产品：笔记本电脑
业内记忆：2005年是电脑

城的一个发展节点，在这之前
是台式电脑和组装机的天下，
而之后则迎来笔记本电脑的
发展春天。 联想店主老吴表
示，2005年前台式机月销量为
近300台，2005年开始笔记本
销量也达到了这一水平。

*第二个分水岭（2008年）
标志产品：上网本
业内印象：2008年，经济危机波及到

电子消费品。国家推出家电下乡、以旧换
新、节能惠民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
导致各个厂家对于市场需求预估过于乐
观，电脑城至此开始一路走下坡。为了应
对不太乐观的情况，厂家推陈出新，上网
本一炮而红，2009年上网本销量达3500
万台，占到笔记本电脑总销量的1/3。

*第三个分水岭（2010年）
标志产品：平板电脑
业内印象：2010年苹

果带着一代平板电脑进
入国内，就此拉开平板电
脑时代序幕。随后，苹果
体验店和各大电商的加
入愈发加速了传统电脑
城卖场的没落。

电脑城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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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关店潮蔓延到湖南

8月22日上午， 记者来到
科佳数码广场，宏图三胞的长
沙旗舰店如今被两把插锁紧
锁。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一
些装修材料随意散在地上，里
面空无一人。

科佳数码广场服务台的
工作人员证实，宏图三胞已经
在今年3月就撤出了科佳，距
离这家旗舰店2011年7月30
日在此开业仅仅一年半时间。

随后，记者又来到宏图三
胞位于高桥电脑大世界的另
一门店。进店20多分钟，没有
一个消费者上门，4名店员分
别忙着自己的事。

上午11点，记者来到宏图
三胞长沙分公司， 工作人员
称，关闭长沙旗舰店是总部战
略发生调整，今后重心将转移
到华南地区。他还透露，宏图
三胞在湖南曾开有15家门店，
现在仅剩7家， 其中6家在长沙，
而且只有高桥店是独立门店，其
余都以商超店、 店中店的模式
运行，以此来降低运营成本。

显然，宏图三胞2011年入
湘时的豪言“到2013年底，在
湖南店面数量将达40家”已经
落空。而公开资料显示，其在
青岛、萍乡、福州等地也陆陆
续续关闭了多家门店。

对此， 长沙业内人士称，
像宏图三胞这种大型全国连
锁并不差钱，关门的主要原因

除自身定位问题外，还归因于
其扩张太快、根基不稳、消费
者接受度不高，以及湖南IT市
场不活跃。“湖南电脑城就是
一个转手的模式， 买进和卖
出，并没有形成辐射力。”

【延伸】
行业整体不景气

以一场新风吹入湖南 IT
市场的宏图三胞，并未阻止由
电脑城行业内部蔓延出来的
颓势，反而自己栽了一跟头。

事实上，整个电脑销售行
业从2012年4月开始出现了变
化，到今年第一季度，首次出
现下滑———整体下滑13%。而
这种不景气，主要体现在电脑
城的没落上，宏图三胞的关店
潮仅仅是其中一个缩影。

8月22日， 记者来到国储
电脑城，长沙最富盛名的电脑
城之一。在其一楼感觉人气蛮
旺， 不过一名销售人员感慨：
“工作人员比来买电脑的人还
多。”而二楼以上则冷冷清清，
店员都在玩手机或聊天。

在不远处的合峰电脑城，
一楼已有5家店铺关门， 其中
两家在门上写了“出租”字样。

合峰电脑城一楼的联想
电脑专卖店负责人老吴说，他
已经在那里做了10年生意，市
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按他的账
本估算，一个月生意好净利润
能有八九千，生意不好连门店
租金的零头都赚不到。他叹了

口气：“长沙这些电脑城收租
金还是有盈利，真正难做的是
经销商。”

【分析】
竞争过度加电商冲击

湖南佳程科技总经理胡
文智在长沙IT界沉浮15载。在
他看来，长沙数码电脑市场属
于二类市场，价格上没有多大
优势，同时电脑城的准入门槛
低，也让电脑城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导致竞争过度。

他认为，“电脑城生意日
益稀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电
商的冲击。电脑城经营模式带
来的是高额的租金、 人员成
本，必然会将成本转嫁到消费
者身上，而电商却在这块有着
足够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出现在长
沙历史舞台上的电脑城曾多
达36家， 多集中在火车站商
圈。 长沙这个200万人口的城
市真需要这么多的电脑城吗？

答案是否定的，而市场也
给出明确答案。经过十余年的
发展与淘汰，目前长沙剩下的
大型电脑城只有6家， 多数集
中在火车站商圈。

业内人士龙某说，从单一
的电脑城门店模式，到电脑城
加国美、苏宁、宏图三胞为代
表的3C模式，再到今天电商和
网购的加入，“销售市场渠道
结构的变化确实给电脑城带
来了压力和冲击。”

宏图三胞长沙旗舰店悄然关张
壮志未酬：曾许愿全省开店40家，如今15家门店缩水一半
前路未卜：数码电脑城整体走向没落，转型之路仍在摸索

宣称要以“闪电
战”进军湖南IT市场
的宏图三胞闪到一
边去了。

8月21日， 长沙
市民陈先生致电三
湘华声全媒体热线
96258说：“今天带
着手机到宏图三胞
维修，结果发现门店
都没了。” 陈先生说
的是位于火车站商
圈的宏图三胞长沙
旗舰店。

随后，记者试着
联系宏图三胞内部
人员，发现之前多个
联系人全部空号，老
板卞海翔的电话也
更换了。曾号称国内
第一 IT连锁巨头的
宏图三胞为何会在
湖南折戟沉沙？背后
又折射出怎样的行
业变迁？

▲2011年7月31日， 宏图三胞长沙
旗舰店高调进驻火车站商圈。

▲2013年8月22日， 宏图三胞长沙
旗舰店已人去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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