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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国际和考拉海购协同连
接起3万多个海外品牌，通过海外
原产地直供，让更多消费者足不出
户“买全球”。在国际市场，一批中
国品牌迅速崛起，不仅赋能中国企
业出海，还帮其他国家中小商家卖

全球。
在打破地域限制的互联网上，

网络主播们在全球各地，用不同语
言，24小时不间断地推介世界各国
的热门消费品。

西班牙古堡的红酒、埃塞俄比

亚的咖啡豆、以色列沙漠的摩洛哥
油、新西兰森林的蜂蜜、泰国丛林
的乳胶枕……这些商品虽然相隔
万里，但通过电商平台，世界各国
人民“共享一个购物车”。

（新华社杭州11月10日电）

新华社杭州 11 月 10 日电（记
者 张璇 王俊禄）“双 11”，今年 11
岁。从“光棍节”的代名词，逐渐演
变为全球制造商和电商深度参与
的消费者狂欢日，“双 11”茁壮成
长，展现出中国消费市场和经济的
潜力和活力。

——数字之变：销售额从
2009年的0.5亿元猛增至去年的
2135亿元。

2009 年的“双 11”，销售额是
5200万元，27个品牌参与活动。

2018 年天猫“双 11”的最终成
交额锁定在2135亿元，物流订单突
破 10亿，18万个品牌参与，200多
个品牌成交额过亿元。

2019年“双11”将至，电商平台
天猫披露，全球超过20万个品牌，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2000个进

口品牌将深度参与。
——市场之变：从“买全国”到

“买全球”。
从刚开始的“买得到”，到“买

得好”“边买边玩”，再到现在的“跨
境购”“智能化体验式购物”，电商
购物的不断升级，也是中国消费升
级的一个缩影。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智利车
厘子、泰国榴梿、越南火龙果……
正在深入三至五线城市和县域地
区。据天猫国际数据显示，县域
地区跨境电商的渗透率从2014年
的1%，增长到2018年的7%。

——模式之变：线上线下从
“冲击”到“共振”。

2015 年前后，一些实体店关
门，电商“冲击论”甚嚣尘上。经过
多年的合作与发展，如今，线上和

线下深度融合，变成了“一家亲”。
新零售时代，互联网电商巨

头纷纷开始线下布局，收购大型
商超、加盟社区小店等。与此同
时，不少实体零售积极拥抱线
上，商品价格统一、玩法统一、互
动形式统一，惠及线上线下消费
者。

——效率之变：快递从“下周
见”到“今日达”。

多年前，“双11”被吐槽最多的
就是“我的快递怎么还没到”，如
今，这样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少，快
递运送不断加速度。而这背后，是
快递业的智慧转型。

业内人士分析，数智化的电子
面单也助推快递行业进入自动化、
智能化的爆发期，快递自动化显著
提升了物流效率。

销售额从0.5亿元猛增至去年的2135亿元

从“双11”脉动观察我国消费新趋势
从网友打趣的“光棍节”，到单个平台的“网络促销

活动”，再到带动全球消费市场的数字经济体联动，11
岁的“双11”，已成为国内外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体经济依靠和竞逐的重要平台，大量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策源之地。

业界研判，今年“双11”期
间，绿色消费、绿色物流将成
为一大趋势。“双11”倒计时10
天，某电商平台推出了电器、
数码产品“以旧换新”专场置
换活动，手机、电脑、数码相
机、摄像机、空调、电视、冰箱、
洗衣机、耳机等80多个品类、
覆盖 260 多个品牌的 4 万种
商品都可换新，以减少各个家
庭闲置资源的浪费。

通过号召、带动公众参
与，我国绿色快递发展迅速。
全国4万多个菜鸟驿站、各大
快递公司的3.5万多个快递网
点，都设立了“回箱计划”点，消
费者除了身体力行循环回收，
还可以获得蚂蚁森林能量，植
树造林。而“蚂蚁森林”项目，
不久前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一些电商和快递企业表

示，“双 11”告一段落后，将设
立“全国纸箱回收日”，号召全
社会一起回收纸箱、包装物，
加入绿色收货行动。

此外，随着消费者环保意
识不断增强，以节能家电、绿
色商品、闲置交易为代表的绿
色消费走红。“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研发的海水稻等“袁
米”，已累计在天猫售出55万
公斤，相当于支持110万平方
米盐碱地改良。消费者每购
买1公斤“袁米”，就能帮助改
良2平方米盐碱地。“袁米”的
背后是袁隆平的宏愿：在一亿
亩盐碱地种植海水稻，让荒漠
变良田的同时，多养活八千万
人口。

今年一次促销，智能锁销售同
比增长了 454%。跟电动牙刷、体
脂秤一样，智能锁一夜之间成为“通
向未来生活的入口”。爆发式增长
的背后，既是消费升级的拉动，更是
5G开启前，智能家居时代的信号。

专家认为，随着消费理念、消
费方式和消费品质的升级，新经
济、新需求、新消费正逐渐形成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正在重
新定义消费逻辑。

今年“双11”，快递无人车将在
更多校园开跑，中国物流无人车或
迎来商业化运行时代；菜鸟智能供
应链大脑，将帮助十万商家用一部
手机管生意；随着中欧班列、跨境
包机等增加，数字化通关成为“一
带一路”上的数字桥梁，帮助中小

企业全球运转……专家表示，数智
技术今年成为“双11”的强劲引擎，
推动效率大幅提升。

如无意外，今年“双11”中国快
递的峰值处理能力或将再创新
高。以“四通一达”为代表的快递
公司表示，将用更高效率的物流网
络，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来服务这场
网购盛宴。

供需两端“数智化”转型加快

“双11”即将揭幕，各大电
商备战早早开启。线下，地铁
站台、公交站牌的预售广告随
处可见；网上，各种直播“种
草”“安利”信息铺天盖地……
不出意外，今年“双11”的各项
指标又会攀上一个新高度。

这将是一次全球规模的
数字经济体联动。据天猫总
裁、淘宝总裁蒋凡介绍，今年

“双 11”共有 5 万个新品牌新
商家首次参与，其中既有引领
潮流的国际大牌，也有崭露头
角的新锐品牌。11日当天，来
自全世界20万个品牌的官方
旗舰店将集体推出折扣措施，
为用户节省至少500亿元。

“双 11”也已经成为制造
业新品的集中展示日，手机数
码、家用电器、美妆、个人护理
与鞋包服饰是新品爆发速度

最快的领域。
“双 11”与我国实体经济

的亲密度越来越大。从田间
地头，1000 种原产地的新鲜
农产品，将不隔夜送达北上广
深等城市。一个名为“提前卖
空贫困县农货”的“双 11”计
划，让互联网成为脱贫攻坚的
新窗口。

上海财大数字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钟鸿钧认为，“双11”
进入第11个年头，巨变背后是
中国经济和消费的持续增
长。消费已经连续5年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且
一直保持着稳健增长，新消费
带来的内需潜力释放才刚刚
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新消费
体现了产品品质的提升和创
新，体现了中国经济从效率驱
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

商品更多、市场更大、动能更强

“追新一族”与“启发式消费”

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
的“85后”“90后”，化身“追新
一族”，在网上搜寻、关注、购
买各个领域最新潮流商品。尤
其是一些创意产品，让互联网
具备了“启发消费”的新功能。

通过电商平台，中国人传
统的“秋裤”变成了世界“潮
品”。在 2020春夏纽约时装
周上，“82 岁”的中华老字号
三枪开发的一系列中国“秋
裤”首次亮相国际T台，成为
吸睛的“潮款”。

“冬天纽约那么冷，这样
的秋裤哪里可以买到？”“（秋
裤）简直是冬天的救星，为什
么只有中国有这样的发明？”
外国消费者纷纷发问。

除了新产品、新市场，更
有新模式吸引网购群体。近
两年来，电商直播已成品牌和

商家的标配，边看边买也成为
“剁手党”的“标准动作”。“双
11”临近，各大平台一批主播
摩拳擦掌，成为电商新势力。
他们中包括汽车 4S 店销售
员、化妆师、发型师、厂长、村
播等各行各业。从产品看，除
了服饰、美妆、食品等传统畅
销品，数码、家电、汽车、农产
品等品类也纷纷崛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
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
表示，从趋势看，“双 11”将更
集中彰显消费尤其是新电商
消费对增强经济动能，以及提
升企业能级的助力牵引，更充
分体现高端化、个性化和多元
化消费升级趋势，为传统生产
制造型社会走向协同共享消
费型社会的转换提供了生动
注脚。

绿色“双11”渐成消费共识

“买卖全球”让世界“共享一个购物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