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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行业

据查， 在长沙要经营一家拥有
200台左右电脑的网吧， 需要不下
200万元的投入。 既然成本巨大，眼
看生意每况愈下， 网吧的老板们自
然不会坐视不理， 于是纷纷使出浑
身解数，积极开拓经营新思路，力图
生存下去。

经营多元化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月均尚能

保持盈利的网吧无一例外地会在为
消费者提供常规上网服务外， 还经
营一些诸如网游点卡充值、 收缴手
机费以及饮料、零食等等项目，有的
甚至还配有5小时收费98元的麻将
房。最值得一提的是，有的网吧甚至
经营起了餐馆， 为顾客提供点餐服
务。华夏一家中型网吧店长透露，经
营点餐服务每月能为网吧带来过万
元的营业额， 这也一定程度上为困
局解了围。

体制公司化
传统概念里，一个老板，一个网

管， 一个收银员似乎就构成了一家
网吧经营的“铁三角”。然而，在经营
状况不错的大型网吧中， 记者发现
他们的经营已经越来越规范， 其内

部体制的完善与一家小型公司相差
无几，技术总监、财务、出纳、公关以
及大堂经理等职位一应俱全。

环境高档化
大型网吧中，不少都开始根据顾

客的上网需求进行了明确的分区。这
其中包括游戏对战区、贵宾区、情侣
卡座区等等。据位于窑岭附近的一家
大型网吧负责人介绍，网吧为了用更
好的环境吸引顾客，甚至聘请了专门
的公司对网吧内部安装空气通气系
统，以确保在封闭的环境内也能高效
实现空气流通。

整体网咖化
网咖是一个源自台湾的概念，指

的是在经营饮料、甜点等消遣性质消
费的同时为顾客提供上网服务，可以
是顾客自备电脑使用Wifi，也可以使
用商家准备的电脑。而最近，记者注
意到此类新的网吧转型经营模式也
逐渐出现在长沙市场上。它们中有的
完全网咖化，有的则是在传统网吧的
基础上增加了吧台，为顾客提供相关
饮料服务。而这里的咖啡、奶茶的价
格也远远低于咖啡厅， 均价在8元至
18元左右。

移动终端凶猛来袭，长沙网吧业日渐衰败：2012年关了500家，在营的仅三成盈利

为解困局，网吧搞副业赚钱

曾几何时， 因丰厚的利润空间
和广阔的市场， 网吧成为了商家趋
之若鹜的行业。 而不过短短几年光
景， 一个朝阳产业却直面利润迅速
压缩、数量急剧锐减、行业竞争异常
剧烈的凶险处境。

“这次真的是狼来了！随着信息
科技的发展， 各种网络终端逐渐廉
价化、普遍化。网吧行业的整体式微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少网吧老板
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

然而，也有网吧负责人认为，网
吧会越来越少， 但不会消失。“正如
家里有茶叶，也会去茶馆喝茶；有咖
啡机，也要去咖啡厅一样。对于喜欢
玩游戏的人来讲， 他们依然会选择
网吧，环境和气氛很重要。”窑岭一
位从事网吧经营多年的老板表示。

就如公用IC电话亭在手机出现
的第15个年头也日趋消逝， 移动上
网平台的普及是否也会令网吧步入
一个尴尬的境地？ 这个问题还有待
现实佐证。

只有大潮退去，方知谁在裸泳。
信息化时代， 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力
挽狂澜，网吧转型势在必行。不管怎
样， 曾经的通宵看电影、 升级打装
备、组队PK，对于很多人来说，网吧
承载了太多人美好的成长回忆。作
为信息时代的产物， 它也将人们五
味杂陈的情感浓缩其中， 成为深深
烙在一代人心里难以磨灭的岁月痕
迹。 ■记者 肖志芳

大潮退去
才知道谁在裸泳

记者手记

每10个人中就有4个是网民。在不久前举办的广东互联网大会上，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张峰透露，截至2012年
第三季度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5.5亿人。

中国的网民越来越多，曾经的主要上网场所网吧却越来越少。据业内人士透露，网吧业每年正以10%的速度减
少。曾经长沙的大街小巷都布满了网吧，现如今已是寥寥无几。

近日，记者走访了长沙河西大学城、华夏、窑岭等地的数家网吧，大多负责人提及行业的生存环境都直摇头，“数
量在下降、利润大缩水、大部分面临经营困境”。 ■记者 肖志芳 朱蓉 摄影 唐骏

【现象】
昔日一座难求，今朝门庭冷落

尽管是中午休息时刻， 长沙河
西天马公寓附近的“四达特网络会
所”内却空空荡荡，走廊里只有一名
打扫卫生的阿姨， 吧台上一名收银
员百无聊赖地坐在电脑旁。

“生意都做不下去了，每天入不
敷出，月月亏。”对于网吧目前的情
况， 网吧负责人坦言有心无力，“实
在是进退两难。之前投入了200多万
的成本都还没有收回， 若关门成本
就会打水漂，继续营业却每天亏损，
目前只能强撑着等人来盘店。”

该负责人介绍， 以前店里的面
积有500平方米，300多台电脑，几
乎每天满座； 而现在网吧面积缩减
成300平方米， 只有150台电脑，但
依然坐不满，平均每天只有1/3的上
座率。

不过提及这家网吧曾经的辉
煌， 附近的学生和居民几乎无人不
知， 对当时的场景也是津津乐道，
“地方大、环境好，去那上网经常都
要排队，生意爆满。”但如今，却门庭
冷落，面临倒闭。

【业内】
长沙只有三成网吧盈利

事实上，在网吧行业，没落的并
不只是四达特一家。“附近这一带，
一半以上的网吧处于亏损状态，甚
至有些网吧每年还要拿出几万甚至
十几万元来贴补。 这样死撑着就是
等着有朝一日有人把网吧盘下来，
以挽回一些损失。”天马公寓附近另
一家网吧的老板杨先生表示。

杨先生经营的是一家中型网
吧，尽管十分努力，但也只能勉强维
持收支平衡，“2003年至2009年期
间，店里几乎全天满座，一天的营业
额上万元， 而现在只有2000元左
右，净利润300元左右。但如果算上
房屋装修、设备损耗，还是亏本的。”

除了河西大学城附近， 记者还
走访了华夏、 窑岭等其他地区的多
家网吧，大部分的负责人均表示，如
今网吧生意一片惨淡：数量下降、利
润缩水、大多面临经营困境。

业内人士也指出，“长沙网吧数
量每年都在减少，2011年还有2000
多家，现在估计只有1500至1600家
左右，一年多就减少了近500家 。而
剩下的1000多家网吧里，仅三成盈
利。”

几年前还是朝阳产业， 如今却
是哀鸿一片，网吧似乎进入了“冰川
时代”。

【原因】 移动终端凶猛来袭

探究网吧越来越少、 生意越做
越难的原因， 所有人几乎都将这一
现象归因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家
用电脑逐渐普及， 入网费也越来越
便宜， 多年前的网吧爱好者大多转
战家中。 尤其是现在的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 都能满足人们QQ聊天、
网页浏览、 听音乐、 看电子书等需
求。而据记者了解，在长沙，诸如星
巴克、花之林、金牛角王等消费场所

的Wifi都免费向消费者开放，湖南师
大、湖南大学也相继为学生开通免费
光纤校园网，这些都方便了消费者上
网。这必然也分流了网吧的客流。

除此之外，随着政府部门对“上
网实名制”把控越来越严，公安网监
工作对网吧的要求越来越高，再加上
“严禁吸烟”等规定也让一些“烟客”
无所适从， 网吧生意也就越来越难
做。

【转型】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长沙市芙蓉南路的某网咖是近来向高端、特色方面转型的网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