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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
安徽电商“进账”53.8亿

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 市场星报记者

10月22日从省统计局获悉，1-9月份，我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11.6亿元，同比增长

13%，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增速位列全国第

2，这也是我省连续第11个季度在中部居首。

统计数据显示，我省纳入统计的74家开

展网络零售业务的企业，前三个季度实现网

上零售额53.8亿元，零售额仅次湖北，列中

部第二位；同比增长95.3%，比全国高40.5

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0.6个百分点。其中，安徽饕餮电子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三只松鼠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等11家零售额超1亿元的企业均保持较

快增速。

安徽餐饮人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

据统计，前三季度，我省住宿餐饮业实现收

入568.2亿元，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

提高1.4个百分点。

申请信用卡门槛变高
无固定收入难获批

星报讯（星级记者 张华玮） 近日，中国

支付清算协会发布《银行卡业务风险控制与

安全管理指引》(下称《指引》),银行脱离跑马

圈地时代的信号也越发强烈,对普通市民来

说,首次申请、无固定收入、无固定工作、学生

四类群体申请信用卡，将更难获得批准。

市场星报记者了解到，今年9月底开始,

申请信用卡遭遇拒绝的安徽居民逐渐多了起

来,申请信用卡的难度逐步增加。省城一位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与银行管控信用卡风险等考虑直接相关,根

据最新《指引》的相关规定,发卡银行在发行

信用卡时要谨慎发展无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客

户群体,申请人所填收入或资产无法核实部

分可不作为测算授信额度的依据。在征信系

统中有不良记录或无信贷记录、有多家银行

贷款或信用卡记录的,都应当从严审核。

此外,《指引》还规定发卡银行不得向未满

十八周岁的客户核发信用卡(附属卡除外),发

放学生信用卡前，应取得父母等第二还款来源

方的书面担保材料。

省城一国有商业银行信用卡部门的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信用卡申请及使用的

管理都会更加严格。信用卡业务是要拓展,

但肯定要保证低风险发展。现在很明确，控

制风险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扩大用卡人

群。”

安徽省小商品商会昨日成立
星报讯（记者 王涛） 昨日下午，安徽省小

商品商会在合肥正式成立，该商会的成立将有

利于整合行业资源、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对我

省小商品行业的繁荣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市场星报记者在小商品商会成立大会

上获悉，该商会是由从事小商品行业生产、

研发、制造、贸易、商业投资、市场开发 的企

业与个人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致力

于打造安徽省级精品商会，目前已有100余

家会员单位。

在昨天的成立大会上，安徽林氏投资集

团董事长林小冬女士当选为首任会长。林

小冬告诉记者，发起成立省级小商品商会，

就是希望整合这个行业的资源，搭建发展平

台，并建立线上线下的资源对接。

“有时一天卖不出一双鞋”

人物素描：或许创业并不适合所有的大学生。性格内向的

周文斌（化名）坦言，自己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鞋帽铺子

开业四五个月，至今没多大起色，有时一天竟卖不出一双鞋。

“看到同学纷纷下海创业，我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几个月

过去了，生意却没有一点起色。”90后大学生周文斌在自己的

鞋帽摊位前，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无奈。在创业一条街上，他的

摊位算是较小的一个，只有两三平方米。三四十双鞋子摆上

摊，小铺便显得局促了，连自己进出都不方便。

“还没想好做什么，便一窝蜂地跑去创业，看来当初我是有

点冲动了。”周文斌坦言，创业一条街可以帮助那些梦想创业、

缺乏资金的的大学生，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他发现真正能够坚

持下来的并不多。

“拿我做的鞋帽来说，本身利润就微薄，一天到晚很少有人

问津，”周文斌说，多的时候一天能赚100元左右，差的时候，一

件也没卖出去过。

周文斌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工业设计，当年他兴冲冲地填报

了这个看似“高大上”的专业，没想到竟在今年的就业大潮里遇

了冷。“现在的就业环境不好，很难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他说，和自己一起毕业的其他同学，没有几个能够从事专业对

口的工作。

今年上半年，周文斌一个人背着行囊，在省城大学生创业

一条街扎下了根。“这里有免费的铺位，不需要缴纳管理费用，

还有政策咨询、创业指导、创业风险评估等优惠政策，创业环境

还算不错的。”他说，经营鞋帽生意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自

己资金压力大，另一方面大学生的消费能力也有限。

然而，一段时间下来，周文斌渐渐发现，创业并没有想象中

的一帆风顺。原来，摆摊的商品几乎清一色都是服饰、装饰品

等，由于经营面窄，竞争非常激烈，“就连我旁边的服装摊位，主

人也是换了一拨又一拨”。

在市场星报记者采访的十多分钟里，周文斌摊位的人气确

实比较冷，前后只有八个学生顾客进出店铺，最终也没买什

么。“我准备再坚持几个月，毕竟签了合同，到期也就不做了。”

周文斌说。

有人用微信卖杯子，有人棉服大甩“送”

大学生创业的“生”与“死”
2013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相关统计显示，2014年，应届毕业生又多了60万。大学生就业似乎

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又何去何从？
自己当老板，创业去！然而，这真的好吗？
创业难，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创业更难。合肥官亭路有一个大学生创业一条街，多是一些毕业的大学

生摆摊设店。连日来，市场星报记者调查发现，同在一条街，各位大学生店主们生意做得不尽相同，有的经
过“孵化”准备注册开公司，而有的只能“糊个口”。有“生”就有“死”，大学生创业也是这个道理。本期《安徽
财富地理》关注大学生创业的“生”与“死”，说出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如何把生意做得“蒸蒸日上”，而有的
又是怎样“不得志”的，以期为后续想创业的大学生们提供借鉴。 王玉平 记者 丁林 施超/文 李超钰/图

“还想扩大品种”

人物素描：“80”末阜阳

女孩张霞，现为一名皮肤科

医生，晚间在“一条街”卖女

性饰品，收入比工资高，目前

正计划扩大经营范围。

考虑到女孩子对年龄的

保密，张霞并没有说出自己

准确的年龄。但，从其刚大

学毕业不久推断，应为“80

末”。也许是生意场上的历

练，张霞留给记者的印象，要

比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成熟

些。

2012年本科毕业后，张

霞来到省城一家省级重点医院，做起了

皮肤科的医生。学习期间的摆摊经历

以及刚入职不久后并不高的薪水，让张

霞重新做起了小老板。

“从申请摊位到最后正式开店，都还

比较顺利。”今年3月份，在等了几个月

后，张霞终于“入驻”官亭路大学生创业

一条街，摊位号—10。

与大多数“摊友”不同的是，张霞起

初在选定生意品种时，就较为特别。“小

摊卖衣服，基本上是不好卖的”，张霞分

析，因为附近就是三里庵商圈，衣服等

品类很多，而且现在的大学生都是身着

名牌为主，小店的衣服基本不会看。

深思熟虑之下，张霞开始将目标锁

定在女性饰品上，包括发圈、护袖、口罩

等。“这些东西都是小商品，几块钱一

个”，张霞说，一般买的人不管是社会上

的人也好，还是大学校园的学生，都不

会怎么还价，因为本身就几块钱。

而与此同时，张霞说，同样的小饰

品，自己店里的肯定会比附近大的专卖

店要便宜，比如，一个发圈自己两块钱

完全可以卖，但有店面的专卖就得5元

一个。

不过，张霞偶尔也会来点小促销，刺

激一下大学生“美眉”。

“这个发箍多少钱一个？”19日晚间

7时许，三个背着双肩包的女大学生，走

到张霞的店门口，询着价。“两块钱一

个，要是拿三个的话，5块钱成交。”瞅准

对方是“三人行”，张霞脑筋急转，准备

以量取胜。

因为是与创业街的管理方签了协议

的，所以，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张霞都

要来出摊。但，每天都是白天在医院上

班，晚上出来开店的生活，日复一日，张

霞也难免会有疲倦。恰好，亲弟弟目前

也在合肥的一所大学上学，在自己想稍

作调整时，张霞会一个电话把弟弟叫来

“练摊”。

如今，张霞的店正式营业已有半年

时间，这半年，开店的成绩，也只能从一

个个数字中体现。虽没透露具体的收

入，但张霞说，赚的钱比在医院上班的

工资要多。尽管这是积累，但张霞还是

想把生意渐渐做大，当下，她正准备着

将自己的铺子，添加一些经营项目。

“明年底将开门店”

人物素描：在年轻的大学生创业者中，阜阳大男孩付

涛称得上是“全能型”卖家，不仅卖耳机卖充电宝，还学会

做贴膜生意。等攒够钱以后，他想开个像模像样的门店，

以后再注册属于自己的公司。

和周围主要经营服装饰品不同，付涛的店铺卖的都是

“高大上”的数码产品。“其实都是大学生顾客，东西便宜

的很，否则对方消费不起。”付涛嘿嘿一笑，向我们介绍自

己的全部家当来。他不仅卖手机耳机、充电宝和数据线，

各种电脑配件，还打出“专业贴膜”的招牌，生意渐渐有了

起色。

多元化的业务经营思路，让付涛已经尝到了甜头。“卖

得最紧俏的是手机耳机，价格在10元左右。大学生中很

多是‘低头族’，玩手机听歌打游戏，耳机容易损坏。”付涛

说，如今小生意已经走上正轨，“等攒到10万元左右，我想

自己开一家店，希望以后有一家自己的公司。”

来创业街快一年了，付涛看起来已经俨然和小摊贩相

差无几。黝黑的皮肤，大声地说话，和学生相互砍价。付

涛说，和普通社会人创业相比，大学生最难就是拉下脸

来，放低自己的姿态，“刚开始还有点害羞，见了生人不敢

招呼，后来放开就好了。”

谈到创业过程中的艰辛，付涛说，最苦应该是寒冬腊

月。“天冷下雪可难受了，每天照例下午4点出摊，到晚上

9点多结束，正是夜里最冷的时候。”他说，店铺是开放式

的，三四平米的空间，“天寒地冻的，对从小没吃过什么苦

的我来说，也算是一种考验。”

为了方便进货和摆摊，付涛在创业街附近租了间公

寓，每个月光房租便1000多元。因为摆摊的缘故，周末和

节假日基本无休，业余生活少得可怜。对于他来说，下雨

天是最轻松的时候。“创业一条街条件比较简陋，一到雨

天便没有办法营业，而且客源也会大大减少。”付涛说。

按照现在的经营状况，付涛高兴地说，最初的梦想已

经越来越近了。在来去匆匆的大学生身影中，他热情地

忙碌着、招呼着，“最快到明年底，自己便能开店创业，不

用再经受风吹雨打的困扰了。”

“摆摊有二维码助阵”

人物素描：瘦瘦的，个子不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粗框眼镜，

文质彬彬的魏远（化名）从事水杯生意。他招徕顾客有一大法

宝：扫二维码，加微信好友，便可享受会员优惠价。

“这个水杯怎么卖的？”20日傍晚，市场星报记者拿起一个

包装精美的特色水杯问道，对面是一个戴着粗框眼镜小伙儿，

大概二十四五岁的年纪。“25元，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还可以

减5元。”回答问题的摊主叫魏远，今年20多岁。尽管他的创

业“资历”不足一年，经营理念却有了不少创新特色。

“附近摊点的消费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他们生活中频繁使

用手机微信等新媒体，扫描二维码简单时尚，也符合当下年轻

人的消费习惯。”魏远说，他尝试将“微营销”用在小摊上，主要

是为了稳定客流量，从而优化消费对象的人群结构。

这个安农大财务管理专业毕业的小伙儿，目前正在附近

一家单位从事会计工作，摆摊做生意是他的一个副业。白天

上班，晚上练摊，魏远并不觉得辛苦，他很清楚自己想做什

么。“当会计要按时坐班，天天和数字打交道，有点枯燥无聊。

我更热爱自由工作，现在只是处于创业初期，相信以后会苦尽

甘来的。”魏远说。

在魏远看来，做生意讲究很多门道，而这些又是大学里所

学不到的。“就拿水杯生意来说，我每天和外地的经销商打交

道，慢慢积累人脉资源，丰富进货渠道。”他说，现在自己的水

杯价格优惠，市场反映还不错。同时，自己注重服务质量，回

头客也不少。

由于销售的水杯比较有特色，加上微信营销的初步成功，魏

远逐渐发展了一批大学生“粉丝群”，现在商品的销量也上去了。

“现在每天晚上出摊，日销售流水在两三百元左右。”魏远说，以后

他还将瞄准一个细分市场，专注地坚持下去。

“一大半棉服带回家送人”

人物素描：田丽，1989年出生，阜阳太和人，现为省城

某高校研三学生。在一条街，主要做女装生意，自称创业

主要为了“糊口”，毕业后或不再开店。

由于是周一的缘故（周一，一般被认为是一周中生意

最惨淡的，因为周六周日很多学生都采购结束），20日晚

不到7点，田丽显得较为悠闲。轻松的她，坐在小凳子上，

煲起了电话粥。

2005年，田丽来到省城一家大学上学，5年后，本科毕

业的她，选择了继续上硕士。而综合着9年在合肥的时

间，可以发现，田丽是个做生意的“达人”。

田丽说，家中的经济条件一般，而为了尽量不连累父

母，从上大学开始，便在学校周边勤工俭学。“这么多年

来，我进过工厂，卖过衣服，还在眼镜店干过”。

特别是进入硕士研究生的学习以来，因为课程并不是

很多，而导师又早早将她的硕士论文框架拟定，因此，前

面两年时间，田丽基本上都是在外打拼。

早前，田丽在肥西路与南一环交口的天桥上摆地摊，

主要卖一些女性的短裙等，“那时候的东西，要比现在在

创业街里卖得贵，平均一条短裙要多赚5到10元”。

2013年11月，在辞掉眼镜店的兼职后，田丽经申请，

来到官亭路。在一条街，田丽主要卖女生服饰，从春秋天

的薄毛衣，到夏天的T恤，再到冬天的棉服等。

如今，自己在官亭路开店也将满周岁，一年来，田丽觉

得，生意不好做，特别是对卖服装的而言。“这条街，说实

话，都是在赚附近学校学生的钱，但现在的大学生

的钱也不那么好赚。”田丽说，去

年冬天，自己从批发市场带了20

件女式棉服，但最后剩了 15件，

“全部带回太和老家，送给亲朋好

友了”。

现在的田丽，心态很好，主要

就是为了“糊个口”，顺便稍微攒

点钱，将本科时期的助学贷款还

掉。“可能明年硕士毕业后，

就不会在这摆摊了。”田丽

称，自己目前正在计划考省

外某高校的博士。

店主出去兼职请同学“看店”

人物素描：26 岁的周华，2008 年从安农大毕业后，来到省

城高新区一家公司上班，负责电脑配件等销售。后觉得营销

工作不合适，遂辞职。目前，在一条街帮助同学边看店，边备

考公务员。

20日晚，在官亭路大学生创业街的北端，周华双手抱胸，

趴在小摊上，眼前一尺处，摊着一本《申论》。

周华是合肥本地人，家住北二环附近。他在一条街，并没

有自己的摊儿，经常出没于此，主要系帮同学照料电脑配件店。

2008 年至 2012 年间，周华在安农大经济管理专业学

习。毕业后，他来到高新区一家高新技术公司，但从事的工

作却是电脑配件的营销。后来，觉得销售活技术含量不高，

周华辞了职。

从今年初开始，周华基本处于“闲置”状态，这也让原本就

计划报考公务员的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复习备考。然而，毕

竟是26岁的人了，周华也不忍心“啃老”，上个月，在大学室友

的劝说下，周华来到一条街，帮忙看店。

周华的好哥们做的是电脑配件的买卖，主要有电脑鼠标、

键盘、耳机以及各类数据线等。“因为喜欢玩游戏，所以现在开

这个店，哪个鼠标好、哪个键盘方便，专业知识都够了。”周华

说，凭借这一点，在刚开始时，兄弟小店的生意还不错。

但，电脑配件的生意，相比其他小商品而言，有个天然的局

限，就是一个鼠标或一个键盘往往能用很长时间，因此，这些配

件的销量往往就受到了限制。

“说实话，利润率还可以，一般一个键盘40元，进货只要25

元。”周华透底，平均利润率在40%到50%之间。但就这样，周

华说，为了吸引更多的大学生来选购，利润率还在继续控制。

不过，可能考虑到电脑配件更新换代的速度慢，周华说，自己

的好哥们已经出去“兼职”了：每周都有一两天去临泉路某地分拣

快递，挣点“外快”。而正因如此，周华被邀请过来协助其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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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日晚日晚，，99点刚过点刚过，，一一
位摊主就收摊回家了位摊主就收摊回家了。。

顾客不多顾客不多，，几个摊几个摊
位的主人也都位的主人也都““离了岗离了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