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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3日话题·评论B4

外卖图书热潮

实体书店送图书外卖
消费者看重图书本身质量
栾雨石

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许多行业受到冲击，也催生了许多新的零售方式和消

费习惯。纸质书在一些读者的心里作为文化象征存在着，具有电子书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卖“点书”成

为疫情之下读者购买纸质书的一个新选择。近来，随着北京、上海等地率先推动实体书店登陆食品外

卖平台，外卖图书正成为城中新鲜事。然而，经过热热闹闹的一个多月“试水期”过后，外卖图书价格

高、选择少、成交额难以匹配它承受的巨大关注等窘境也逐渐显现。“吸引眼球”的外卖图书，究竟是

“急读者之所急”的创新，还是实体书店的自救策略？本期，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看法和感受。

前不久，美团、饿了么外卖平台

多了一项买书的服务，只需在平台上

下单，就可以在 30 分钟左右享受送

书上门服务。

实体书店也送外卖。据此前媒体报

道，首批北京72家实体书店已陆续上线

美团外卖。随机查阅一些书店的商家页

面，会发现不少网友留言表示鼓励：“快

速便捷，不用发愁出门买书了”“感觉这

样买书多了一份新鲜感”……

外卖小哥开始快递精神食粮，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众多实体书店的

收入已经呈断崖式下跌。不久前，某

公众号曾对上千家实体书店进行问

卷调查，超过 91%的实体书店经营者

表示几乎没有收入。在此背景下，众

多实体书店转型线上，无疑是一种自

救的方法。

一些实体书店经营者在配套服

务上除提供丰厚的优惠券之外，有的

商家附赠了制作精良的贺卡或者书

签，有的商家还送出了美味可口的点

心……这些措施都有效增强了消费

者的购物体验，有助于商家在起步阶

段吸引更多客户。

消费者选择外卖购书，最看重的

应是图书本身的质量是否过硬、图书

种类的更新换代是否及时等因素。此

前一些城市曾推出“自助图书馆”“微

型读书屋”等智能书屋，大多只是昙

花一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图书更

新频率较低，读者渐渐失去了兴趣。

这对转型线上的实体书店也提出了

同样的问题，如何长期保持对消费者

的吸引力，还需要在图书资源的精细

化管理上多加研究。

广大实体书店经营者应找准自

身定位，提供更多特色化的优质服

务。比如有的实体书店可以针对青少

年喜欢漫画的特点，转型漫画书屋，

并在补货速度上下功夫；有的实体书

店可认准深受青年喜爱的文艺类、影

视类书刊，在一些青年较多的社区设

立外送点，满足青年人的需求；有的

实体书店也可以根据时下人们更偏

好数字化阅读的习惯，积极转型为用

户提供更多优质的数字化图书。

实体书店进驻外卖平台，是一种

积极的尝试。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多

个行业都在转型发展，实体书店也要

与时俱进，才能不被时代淘汰。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万物皆可外卖，实体书店也不例

外，近日，首批北京 72 家实体书店陆

续上线美团外卖，这意味着，读者能

在下单后大概 30 分钟的时间里，收

到想要的图书。有业内人士表示，社

会消费习惯在变化，实体书店也应

“积极去拥抱、应对变化，探索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的道路”。

实体书店也送外卖了，这一转型

应变之举迅速引发社会关注。其中有

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传统业态就该

主动求变，以应对新的市场环境带来

的新挑战。与时俱进，方能常变常新。

当然，这一转变，也是疫情期间书

店经营困难的倒逼之举。实体书店收入

呈断崖式下跌，已是不争的事实。今年2

月5日，“书店行”公众号对1000余家实

体书店进行问卷调查分析，91.97%的书

店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民众长期禁足，像书店这样天然

青睐线下泛览、实体场景营销的文化

消费场所，当然会受到巨大影响。事

实上，疫情只是加剧了书店的困难，

更大的困难来自整体环境与阅读习

惯的变化。

《2019—2020 中国实体书店产业

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实体书店

数 量 超 7 万 家 ，仅 2019 年 就 关 闭 了

500 多家。与此相对应，《2019 中国图

书零售市场报告》则显示，网店图书

零 售 规 模 同 比 增 长 24.9% ，规 模 达

715.1 亿元。

当“活下来”成了实体书店的基

本诉求时，书店送外卖，有了一些被

迫转型的意味，实体书店以这样的方

式提醒消费者，书店还在那里，阅读

一刻也不应该停下。

书店如何找回流失的读者？时代

在变化，实体书店也应顺势而为，转

变经营思路。比如，书店要主动拥抱

互联网，参与线上服务。单纯就“卖

书”而言，线下选购与线上下单，本质

上并无太大区别，实体书店加入线上

购，不过是加快融合步伐而已。

再如实体书店从“轻店铺化”走

向“场景化”的努力，正将书店打造成

城市的文化客厅，可以买书，可以读

书，可以交流，可以搞各种文化活动

……熙熙攘攘的城市里，这样的书香

之地还远远不够。

此外，有关方面也应该多一些切

实有效的扶持鼓励政策。在减税、减

房租之外，也要为营造书香社会做一

些积极的努力。比如用更低的折扣、

更宽容的政策，引导更多的人慢下

来，静心读书。

未来的实体书店，自然是一个卖

书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学习场”“文

化场”“信息场”。从根本上讲，书店应

该成为一个思想文化的承载地，人们

通过与书的亲密接触，陶冶性情，充实

心灵，开阔视野。 （据《光明日报》）

半小时送达的图书外卖改变了什么
黄羊滩

近 期 ，在 北 京 、

上 海 、成 都 等 城 市 ，

部 分 实 体 书 店 为 克

服 经 营 困 难 而 进 驻

外卖平台，打开手机

里 的 外 卖 平 台 App，

搜索想找的书店，把

想买的书加进“购物

车 ”结 算 ，几 十 分 钟

后，外卖小哥就会把

书送到顾客手里。如

今，外卖小哥的配送

箱 里 ，除 了 饭 菜 、生

鲜 、药 品 ，还 增 加 了

精神食粮。

受 疫 情 影 响 ，前

一阶段餐饮业严重受

挫，实体书店亦元气

大伤。随着复工复产

步伐的加快，实体书

店陆续恢复营业。但

书 店 复 业 不 代 表 复

苏，许多实体书店经

营 困 难 并 非 疫 情 所

致，疫情之前光顾的

消费者亦不多。现在

希望通过外卖精神食

粮的方法走出困境，

可以说只能是临时救

急，治标不治本，还不能从根本上

摆脱困境。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 、5G 时代

来临，可谓“一屏万卷”，电子阅读

行业市场产业链日趋成熟，一些

传统纸质图书与电子阅读行业的

市场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其重点

并非是线上线下之争，关键还是

内容之争。

试想，一些外卖平台热销的食

物，其实体餐饮门店的客流量往

往 也 很 可 观 。因 为 味 道 好 、品 质

佳，才会有这么好的销路。同理，

精神食粮也一样，关键是书的内

容要优，读者喜欢看，才会有好的

销路。如果所售卖的图书质量不

高 、内 容 不 优 ，即 使 上 了 外 卖 平

台，也不会热销。

笔者以为，虽说实体书店拓宽

市场的道路有许多条，但真正通向

成功的主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内容

要优。未来纸质图书与电子阅读市

场拼的是内容，营销手段和线上线

下的差距对于各个文化企业来说

都不是最核心的竞争手段。实体书

店的发展固然要靠先进互联网技

术和灵活的营销手段，但更要靠优

秀的出版物，也就是说要有优质内

容的支撑。

精神食粮，内容为王。无论时

代如何进步，科技如何发展，优质

的内容始终是吸引读者购买的硬

道理。好书是书店的灵魂，选品的

质量优劣决定了书店的兴衰存亡。

只有为读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有品

位、有价值的优秀出版物，实体书

店的良性发展才有望实现。

如今，在外卖平台上也可以订

购精神食粮了。点书如点餐，消费

者足不出户便可买书。

点书如点餐是互联网时代的

红 利 。互 联 网 技 术 的 应 用 方 便 了

爱书人，“一杯下午茶+一本好书”

的消费新时尚也有利于人们拥有

更 多 亲 近 书 籍 的 机 会 ，从 而 在 阅

读 中 获 取 精 神 养 分 、实 现 自 我

提升。

点书如点餐是疫情之下实体

书 店 的 自 救 之 举 ，也 是 人 们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需 求 高 涨 的 体 现 。人 民

的美好生活需要自然包括对美好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的 需 要 。一 个 人 如

果 物 质 生 活 富 足 而 精 神 生 活 贫

乏，即便经济上十分富裕，也难免

沦为精神的穷人。一个人，如果精

神世界丰富、充盈，就更能发现生

活 的 美 好 与 希 望 。此 次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期 间 ，与 疫 情 有 关 的 经 典 图

书热销，方舱医院“读书哥”走红

网 络 ，无 不 说 明 了 书 籍 能 够 带 给

人 们 巨 大 的 精 神 力 量 ，点 亮 生 活

的勇气与信心。

点书如点餐满足了人们在特

殊 时 期 的 阅 读 需 要 。今 年 春 节 以

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国

人民响应号召，居家抗疫。宅家许

久的人们更需要丰富的精神文化

生活。不难发现，与数字时代的碎

片化阅读、浅阅读相比，有了更多

闲暇的人们更加倾心于纸质书籍

所 带 来 的 深 阅 读 体 验 ，但 手 头 不

一 定 有 想 读 的 纸 质 书 ，而 外 出 购

买又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此时，

图书外卖的出现可说是破解了一

系列难题，兼顾了居家读者、实体

书 店 和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的 多 方

需要。

点书如点餐能够更加及时地

激发人们的阅读热情。有时候，人

们 的 阅 读 是 需 要 一 些 契 机 的 。比

如 ，笔 者 在 媒 体 报 道 中 看 到 有 年

轻读者认为外卖图书的服务颇为

贴心：“有时心血来潮会突然很想

看 某 一 本 书 ，如 果 没 有 马 上 拿 到

手，阅读的冲动很快就会消失。”

30 分钟内送达的“点书”服务，让

阅 读 热 情 随 时 随 地 得 以 安 放 。当

然 ，我 们 也 应 该 提 醒 自 己 ，“ 点

书”方便了，书拿到手了，就应当

多花时间去阅读。

点书如点餐是互联网时代的

美好体验。愿人们“点书”之后，也

能 认 真 地 读 书 ，才 不 辜 负 购 书 的

初衷。

虽然从网店购买图书已经成

为大众日常习惯，但外卖图书还是

一件新鲜事，这种售书新模式的诞

生，客观上是实体书店为了应对疫

情影响的自救之举，更像是一种被

逼无奈的被动创新。对外卖图书的

前景，社会各界褒贬不一。其实，先

不说这种新模式能为实体书店带

来多少实际收入，是否能够拯救在

疫情下苦苦支撑的书店经营者，光

是这种主动求变的理念和行动，就

说明实体书店的经营思维和方式

在不断进步，更加具有创新意识，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外卖图书的优势和劣势都是

明显的。优势在于速度和效率，外

卖小哥在几十分钟里就可以把图

书送到消费者手中，让消费者的阅

读欲望很快就能得到满足。劣势则

在于外卖图书的种类、折扣等方面

无法与网店购书相提并论，而且外

卖服务范围覆盖有限，潜在的消费

群体和经济效益不会太大。

但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外 卖 图 书

只 是 实 体 书 店 拓 展 经 营 方 式 、丰

富 服 务 手 段 的 一 种 探 索 ，并 不 会

因为选择外卖这种方式就放弃了

主 营 主 业 ，随 着 疫 情 防 控 形 势 越

来 越 好 ，疫 情 对 实 体 书 店 的 影 响

将 渐 渐 驱 散 ，消 费 者 也 将 逐 步 回

归。在依托实体店售书的基础上，

再 通 过 外 卖 图 书 作 为 补 充 ，既 能

够 为 书 店 额 外 增 加 一 些 销 售 收

入 ，还 能 提 高 书 店 的 知 名 度 和 美

誉度，增加消费者的黏性，实现线

上 线 下 的 双 向 促 进 ，拓 展 实 体 书

店的发展空间。

要做好外卖图书，不能仅仅是

简单把图书挂到外卖平台上供君

选 择 就 可 以 了 ，既 然 选 择 这 种 方

式，就应当坚持创新思维，做精做

好，可以在线上页面设计、搭配产

品销售、订单包装赠品等方面开动

脑筋、创新形式，也可以在评价体

系、配送服务等方面优化设计、加

强 管 理 ，从 而 给 消 费 者 带 来 更 方

便、更舒适的购买体验，达到积累

书店美誉度、提高影响力的目的，

否则如果线上服务是呆板的、落后

的，那么也很难吸引消费者的线下

参 与 ，达 不 到 线 上 线 下 互 促 的

作用。

线上消费是大势所趋，外卖图

书同样是具有前景的，关键看书店

如何把握，如果发展得好，将有很

大可能给书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

喜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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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点书如点餐

是互联网时代的美好体验
李兆清

外卖图书
线上创新延伸实体书店的空间触角

胡蔚

虽然疫情防控趋势逐渐向好，生活的烟火气慢慢回归，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因防控不能放松

的要求发生了一些改变：社交文明成为新时尚，隔桌用餐成为餐饮门店新常态，越来越多的银发族

通过外卖、网购过上了“云生活”，曾经不近庖厨的年轻人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享受生活的平淡之

美……疫情防控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些许不便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些新思考，

促进着一些观念、习惯的改变，推动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对此您有怎样的经历或感受呢？欢迎

来稿与我们交流。

投稿邮箱：jswmb-bjb@163.com

投稿时请注明《话题·评论》栏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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