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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牢记”进入第3天。听过了故
事，也膜拜了账单，是时候做些理性的
分析了。1月中旬，《 支付宝2012全民
年度对账单》出炉，它严谨而诙谐地
告诉我们，在我们身边，都有哪些人在
买，都有哪些人最爱买，都有哪些人最
能买。无论是水瓶女还是天蝎男，都

“ 躺枪中箭”般站到了“ 领奖台”上，
更有甚者，印象中勤勤俭俭的60后大
叔大婶们，却以超过90后10倍的购买
力居于“ 能买榜”亚军。

与此同时，如果你以为“ 网购大
军”仅限于被“ 淘”牢，那么你也OUT
了。随着网上花钱方式的日益增多，海
淘族、团购狂甚至秒杀客都早已在

“ 网购”的大军中站稳脚跟，这些新型
的消费方式也带动了一批“ 死忠”粉，
秒杀帮与团购派都成为支付宝“ 年度
对账单”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风景。

本版撰文 见习记者 吴嘉川
记者 朱莹

浙江人更“ 能买”
一月初，一条支付宝新浪官方微

博的消息迅速引发了网民们的关注。微
博称“ 我很快又要发布年度账单了。这
个，内个，想随机采访下大家此时的心
情。”每个网购达人都知道自己一年之
内买了不少，但究竟买了多少，买了点
什么，自己的购买力是个什么“ 水平”
等等问题，都要靠这张账单来揭晓。几
天之后，支付宝发布了《 2012年全民年
度对账单》，其中的分析报告部分向我
们勾勒了一幅广阔的网购画面。

针对各地网友在微博上晒出的支
付宝账单，有些天文数字让人无法想
象，一位无锡网友贴出一张让众人膜拜
的账单，上面赫然写着“ 2012年支出
941万元”，而要知道，该数字仅位列该
城市第26名，几乎同一时间，北京一网
友晒出自己的年支出近34万元，却已在
北京市排名超过99.67%的人。城市与城
市之间的消费能力差异也显而易见。

支付宝方面的数据显示，浙江用
户的网上支出总额增长迅猛，占到全
国总量的14.85%，以微弱优势超过广
东14.06%的占比，成为网上消费最大
的省份。在浙江、广东之后，上海全市
的支付宝网上支出金额约占到全国的
10.44%，排名第三位，同比去年增长了
42.27%。人均支出达到24024元，排名
全国第5位，每位支付宝用户仅人均购
物支出就达到11205元。

熟练用户1分钟下1单
在晒出的上海用户账单中，一位

年支出超过65万元的用户引来人们的
围观，账单显示在上海其排名超过了
99.94%的人。

在上海一家国企上班的市民刘小
姐在这些“ 大神”面前只是个小虾米，
然而自称“ 并不经常上网购物”的她，

其账单上也显示2万多元支出。她说，
支付宝于她最好的功能就是进行跨行
间还信用卡账，“ 我的工资卡是工行
的，而信用卡是招行的，如果每次都要
去银行还款很麻烦，pos机上跨行还又
要手续费，而通过支付宝就完全省去
这么多麻烦。”

与她一样，使用支付宝还款、缴费
的白领还有许多。账单分析显示，到
2012年底支付宝已经支持国内34家银
行的信用卡还款，过去一年有超过
1800万张信用卡在支付宝还款，仅上
海消费者通过支付宝还信用卡的笔数
就达到近900万笔。支付宝相关负责人
爵士介绍道，目前支付宝的水电煤、手
机、固话、有线电视等缴费服务已经覆
盖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

数据显示，从打开支付宝到缴费、
还款成功，熟练的用户平均花时间在一
分钟以内。而据统计，用户完成一笔的
平均时间仅需168.9秒，假设跑一趟缴
费、还款网点所需时间在30分钟上下，
这相当于为上海地区用户节省了650万
个小时的宝贵时间，用一些网购达人的
话来说，她们花出去的是“ 钱”，节省的
是时间与精力，“ 时间是最大的财富，
从这个程度上，我是赚了。”

此外，支撑这份账单上那些巨额
数字的中坚力量固然有许多购买大件
的客户，但许多专购“ 小件”就达百万
的“ 达人”却更引人注目。无论是彩
妆、衣服、包包、鞋子、零食、玩具，还是
尿布、奶粉、蔬菜、沐浴露⋯⋯一些买
家每天都在下单，一些买家一买就是
包场。

本次的分析报告，也公布了一系
列官方数据，比如哪个省份的人最能
买，哪个省份中哪个城市的人最能买，
哪个年龄段的人最能买，甚至哪个星
座的人最能买⋯⋯这一系列的数据构
成了一份详尽的“ 能买榜”。

最舍得花钱

1个“ 60后”抵上8个“ 90后”
网购特点：经济能力强

还是大二学生的小姚告诉记者，自
己的支付宝账单上面仅为3000多元，由
于自己还在读书并没有经济收入能力，
自己平时的花销基本来自于父母的生
活费，以及自己每个月做家教赚的钱，
然而，她无意中瞥见自己老妈年度账单
上赫然显示20多万元。发生在小姚家的
事情并不是个案，支付宝方面表示，
2012年80后的网上支出占到所有支出
约50%，是网上消费绝对的中坚力量，
不过要论消费能力，80后绝对要让位给
70后、60后乃至60前的前辈们。

支 付 宝 相 关 负 责 人 爵 士 透 露 ，
2012年80后的人均网上支出金额是1.4
万元，与之相比70后的人均网上支付
金额是1.9万元，60后的人均网上支付
金额1.5万元，60前的人均网上支付金
额则高达3.1万元。那么90后呢？数据显
示，90后2012年的人均支出金额是3962
元，人均购物金额只有3112元。一个60
前的支出抵得上近8个90后。

最豪爽埋单人

代付帝出自浙江
网购特点：面子最重要

还记得2012年情人节火遍全网的

“ 撒娇支付”吗？代付这个功能支持网
上购物后找朋友帮自己付款，或者帮
朋友付款，因此也出现了女性网友向
男友撒娇“ 求代付”，今年的代付帝出
自浙江。

已经工作了的小吴有一位交往多
年的女友，他称自己是一个实惠人，

“ 在她生日或者她想买什么的时候，只
要自己选择好，然后找我付钱就行，这
样也省去我很多去找礼物的时间，买
来的东西她也满意。”

在上海，像小吴这样青睐代付的
人也有不少，按照使用“ 代付”的人数
占本省市支付宝用户数比例来计算，
上海可以排到全国第二，人均为别人
代付的金额也达到了3616元。其中，浦
东新区的人最爱使用代付功能，堪称
上海“ 代付帝”。

最会花钱的星座

天蝎男、水瓶女是消费王
网购特点：性格习惯有影响

充满创意和想象力的水瓶女是
消费之王，天蝎男也踏入消费强人的
行列。

从人均年消费额这个维度来比
较，天蝎男在十二星座的男性当中排
名第一，一年人均花掉了14206元，排
名第二的是霸气的狮子座，一年人均
花掉了13929元；可接下来竟然是一向
克制的魔羯男，去年的人均年消费额

也达到13893元，他们很可能是看中了
网上支付省时省力的特点，点点鼠标，
购物都是按秒来完成，可以帮助他们
生活得更有效率。

在女士方面，天马行空爱自由、爱
买啥就买啥的水瓶女排名第一，接下
来是天蝎女和魔羯女。

最火爆

西藏贡觉县“ 进步神速”
网购特点：飞速增长

过去一年，哪个城市的支付宝交
易增长最火爆？答案竟然是西藏贡觉
县，过去一年贡觉县的支付宝交易笔
数增长了312%，交易金额增长更是超
过718%。

不仅西部三四线城市的增速更
快，连西部大叔们触网的速度都走在
了全国前列。数据显示，青海省海南藏
族自治区55岁以上大叔使用支付宝的
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12倍，而全国的
平均增幅只有39%。

最疼女人

新疆图木舒克市男士完胜
网购特点：肯为女人花钱

从支付宝的年度对账单里甚至
还能看出哪个城市的男人最疼女人。
据悉，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最爱女人

的并不是像上海这样细腻的东部城
市，而是传统印象中更“ 粗线条”的
新疆，过去一年新疆图木舒克市的男
人为女士购买的商品最多。而为男士
购买商品最多的女人则分布在台湾
嘉义市。

最偏爱手机支付

未婚男性最热衷
网购特点：勇于尝试新产品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许多人对
于 网 购 的 方 便 程 度 可 谓 深 有 感 触 ，
一部手机，人们就可以轻松实现随
时随地购物、转账、信用 卡 还 款 、手
机充值⋯⋯

在手机潮人的眼中，用手机来付
账已经突破了“ 尝鲜”的阶段，形成了
固定的使用习惯，有超过430万人，“ 他
们当中未婚男性居多，喜欢玩网游，热
衷网购，往往勇于尝试新产品，”支付
宝对账单项目负责人爵士说。

按使用手机支付的笔数占该地区
支付宝交易的比例来计算，拉萨是使
用手机支付占比最高的城市，排名第
二的是同处西藏的林芝地区，第三名
是四川的南充。实际上，手机支付活跃
度排名前十的城市，有7个都来自西部
地区，支付宝对账单项目负责人爵士
分析认为，产生这种现象，很重要的原
因是在小城市手机的普及要远超过电
脑的普及。

当“ 网购”逐渐成为人们生活里
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的各种新型购
物模式近年来得到了井喷式发展，网
络上众所周知的“ 著名网站”已不是
人们唯一的选择。“ 海淘攻略”、“ 团
购达人”、“ 秒杀客” 陆续诞生，“ 网
购”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 套牢”
了各种不同需求的人。

海淘族
从奶粉到家居 淘也“ 淘”不完

这些天，陈早早每天都要刷物流
订单无数次，只为了看看两个月前在
美国亚马逊网站上“ 下”的一个“ 大
单” 何时能送到。“ 因为这单东西比
较多，我有点担心被扣。”盯着屏幕上
显示的物流单号和信息，陈早皱了皱
眉头。

“ 开始海淘是因为有了孩子，要
买奶粉，国外的购物网站上奶粉不仅
便宜，质量也让人放心。”和很多“ 海
淘族”一样，新生儿的降临让陈早早
从国内的购物网站“ 转战”境外，度过
了最初学习操作流程、研究关税和办
理信用卡的障碍后，她逐渐享受到了

“ 海淘”带来的乐趣，一发不可收拾。
从婴儿用品到护肤保健，从数码

产品到大件家居，陈早早的“ 海淘清
单”每天都在扩充，各大境外购物网
站一并被她“ 收藏”，时不时地，她还
会在“ 海淘群”里和“ 淘友”们分享信
息，相约“ 拼单”。

为了证明“ 有多便宜”，她向记者
展示了自己的“ 战利品”，“ 你看，这
把剃须刀在上海卖3千多块，我买来只
要86美元，折合人民币才500块左右，
还有那张婴儿床，打折时才1000多元，
就算运费要1千，加起来也比国内好的
婴儿床便宜得多。”

据她自己“ 回顾”，其实海淘来的
东西，很多都是用不上的，甚至暂时肯
定用不上，但即使囤货越来越多，还是
抵抗不了所谓“ 低价的诱惑”。陈早早
说，对新手来说，只要参考一些论坛帖
子和海淘攻略，慢慢就能上手，逐渐摸
到其中的“ 门路”，“ 我是很理性的，
因为我只买便宜货，花销有限。”不过
对她的家人来说，她却完全与“ 理性”
相反，其丈夫戚先生告诉记者，他老婆
早就“ 陷进去了”，且“ 屡劝不止”。

正说话间，陈早早又刷新了一下
网页，“ 我要再催催物流公司，到底怎
么回事呢？”

团购狂
本末倒置 为了使用团购而消费

“ 吃饭？等一下，我有团购券还没
用完呢！”白领张小姐在不知不觉中养
成了一个习惯，但凡消费，必要Check
一下有没有团购，吃饭如是，美发美
甲、酒店旅游、运动健身概莫能外。

在朋友眼里，张小姐早就被团购
“ 套牢”了，手机里永远存着一打未使

用的团购券，常常因为某个团购快过
期了才心急火燎地找人去用，偶尔还
会浪费过期的优惠券。作为张小姐的
男友，林先生对此极其无奈，“ 真是一
入团购深似海啊！”

“ 我是跟着办公室同事开始玩团
购的，一样的电影票，团购价只要二三
十元，为什么不要呢？” 张小姐回忆
道，初尝团购的甜头后，她逐渐开始自

己摸索团购网站和产品，团够范围也
从三五十元的商品扩展到几百元甚至
上千元，但凡看到感兴趣的商品在团
购，她便欲罢不能。

张小姐拿出手机翻查目录，仅仅
是大众点评网的团购券，就有一百条
消费记录，其中未使用的团购券有二
十张，过期浪费的有3张。“ 这是一个冲
印照片的团购，非常划算，9块钱冲30
张lomo照片，一口气团了5份，没想到
后来来不及用了，压根也没有那么多
需要冲的照片。”

在张小姐的团购记录里，大多是
因为一时冲动下了单。“ 这家茶餐厅
的下午茶团购只要20元，虽然没吃过，
但是我一直爱港式，总有机会吃的"、"
这家保龄球馆的团购很划算，两局才
15块，虽然我不会打保龄球，可以去试
试嘛⋯⋯”诸如此类的“ 值得一试”越
积越多，让张小姐难免“ 本末倒置”，
为了使用团购券而消费。“ 确实有很
多次是快到期了不得不用掉，才呼朋
唤友去吃饭。” 她随即又补充道，“ 但
是大部分还是用在了‘ 刀口’上！”

秒杀客
再努力也秒不过机器

当网络购物日渐红火，营销手段
也层出不穷，“ 秒杀”可谓其中的“ 杀
手锏”。在网络公司工作的Julie曾经颠
倒日夜只为“ 秒”到自己心仪的化妆
品套装，也曾推掉约会和工作就为了
等在那一秒抢到最新款的鞋子⋯⋯如
今，“ 秒杀”已经成为了她记忆中一闪
念的故事，不再被提起。

“ 秒杀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
相对公平的，只要你速度够快，秒到的
几率挺高的。”Julie回忆道，起初，她在
自己经常光顾的网店里参与“ 秒杀”，
一瓶爽肤水，一盒面膜，用1元的价格

“ 秒”到后，成就感无与伦比。渐渐地，
她开始有意识地寻找“ 秒杀”物品，不
仅是为了便宜，也为了一瞬间的刺激。

“ 就好像射击一样，比谁出手更快，要
是能抢在别人前面，感觉太爽了。”

其实，Julie最辉煌的“ 秒杀”成果也
不过就是一台豆浆机，但她依然乐此不
疲，为了那一秒耗费的时间精力不计其
数。直到有一天，秒拍机器、专业秒客纷
纷出现，Julie再也“ 秒”不过别人，她才
慢慢放弃。“ 有一阵子我怎么秒也秒不
成功，原来都被机器秒掉了，真没意
思。”Julie觉得，作为商家的营销手段，
秒杀一旦添加了“ 非人工”成分，乐趣
也就丧失殆尽，“ 说实话，秒杀是很便
宜，但是花在里面的时间精力也很惊
人，真要算账，也是不划算的。”

@miracle：本来觉得自己挺理性消
费的，看了支付宝账单“ 震惊了”，一年
有8万元用来买宠物用品，还有几万买
服装和化妆品，再加上手机充值、换信
用卡⋯⋯简直忍不住想要自剁双手。到
底怎么办才能戒网购瘾啊？

@大熊猫胖胖：我以前也是很疯狂
的买家，本来只想买衣服，结果看看裤
子也挺好，项链也不错，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我把信用卡注销了，网银也没了，
一分钱没有，想网购也没法，所以从去
年冬天到现在，没网购过。

白领Marco：实在不能理解网购
狂人比如我女朋友，每天都有快递送
上门，连筷子调羹都要淘宝！根本用不
完！每次责问她，她就说“ 我不是也给

你买了好多东西嘛”，好像变成了我
的错。

@美丽说说小姐：交款前给自己
“ 三”分钟的思考时间，我是不是需要

这样东西？我买来会不会一直用？也许
正是这3分钟，你会打消原来的念头，避
免一次错误的选择。

读者张先生：我建议网购成瘾的人
在看中了商品后，问问自己一定是非
买不可吗？找出3个不买的理由。也许
有了这3个理由，你的欲望会一下子跌
到低谷。

@阆苑之仙人：把网购来的物品堆
在电脑前，特别是买完又觉得用不上
的，时刻提醒自己：别再买了！

@茶杯犬爱大米：我觉得要减轻或
避免网购成瘾，最好的办法是按需购
物，消费要有计划性和目的性，实在不
行，不妨在每月初订下消费计划，然后
按照这个计划，按需购买。

网友我是小糖糖：上个月，我买了
2千块钱的衣服，主要是在一家香港IT
代购的店。因为实在是比上海的价格便
宜很多，忍不住就衣服、裤子、鞋子都买
了一通。说是2千块钱，但其实也只是一
件衣服一条裤子、一双鞋子和一条围
巾，但我粗略算了一下比在上海买同类
产品要便宜将近一半。网购的大笔开销
大多数就是这么用掉的，看中一家店的
东西，然后就一下子买好几件，因为相
比较买一件要付22块的邮费，买4件也
是22块感觉要好很多。

互动预告

一入网购深似海，从此钱包是
路人。各位看官，读了今天的报告分
析，你是否觉得这些“ 血淋淋”的数
字有你的一点小贡献呢？

当网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你
有没有“ 被
套牢” 的经

历？夜深人静时，你会不会依然在刷
新某个网店的页面？年度账单出炉
后，你是“ 魔教女神”还是“ 美少女
战士”？⋯⋯面对“ 网购狂人”们的
购物行为，你的态度是支持、反对，
抑或无所谓？

无论你是否网购中人，我们都

热忱欢迎你参与“ 淘牢记”的讨论，
分享自己观点，“ 晒一晒” 个性账
单，讲述和网购有关的那些事。

欢 迎 你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619331111或在新浪微博上@青年报
参与我们的互动。你也可以发送邮
件到我们的邮箱：qnbshb@163.com

晒一晒你的“ 非常购”经历

哪里人最舍得花钱 代人埋单谁最 豪爽 年度账单报告向你大揭秘
海淘族挡不住便宜 秒杀客秒不过“ 机器”大家齐齐被“ 套牢”

》读者互动》“ 能买榜”之“ 最”

本报记者 马骏 摄

俞霞 制图

临近春节，申通快递上海总公司的大仓库内呈现出爆仓的壮观景象。

三大新型网购面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