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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开启指尖上的狂欢节——

来来！！一 起 分 享 消 费 盛 宴一 起 分 享 消 费 盛 宴
本报记者 王 晋 陈莹莹

1111月月1111日零点日零点，，20142014年网络购物狂欢大幕拉开年网络购物狂欢大幕拉开。。开始抢购第二分钟开始抢购第二分钟，，阿里巴巴成交额就突阿里巴巴成交额就突

破了破了1010亿元亿元；；1414分分0202秒秒，，成交额更是超过了成交额更是超过了5050亿元⋯⋯而在去年亿元⋯⋯而在去年，“，“双双1111””第一分钟成交额仅有第一分钟成交额仅有

11..1616亿元亿元。。毫无疑问毫无疑问，，今年今年““双双1111””的战火更为猛烈的战火更为猛烈，，与电商相关的各领域也都积极备战这一年与电商相关的各领域也都积极备战这一年

度度““大考大考”。”。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消费者只需消费者只需““动动手指动动手指””就能下单就能下单。。前前1010分钟分钟，，阿里阿里

巴巴成交笔数中无线端占比保持在巴巴成交笔数中无线端占比保持在5050%%以上的数字以上的数字，，也进一步印证了新消费业态的强劲动力也进一步印证了新消费业态的强劲动力。。

网购点燃了市场激情网购点燃了市场激情，，推动消费这驾马车跑得更快更稳推动消费这驾马车跑得更快更稳——

“双 11购物狂欢节倒计时”、“最后几
小时抢货冲刺，心跳好货抢先抓紧”、“错
过一天，再等一年！”⋯⋯随着 11 月 11 日
零点的逼近，一个指尖上的消费狂欢节
即将引爆新一轮消费狂潮。

互联网催生消费新业态

电商、实体店、餐饮企业
等纷纷参与“双11”，激活了
巨大的消费潜能，拉动了产业
链上下游行业的快速增长

很难想象，原本只是普通的一天，
却在被网友戏谑地称为“光棍节”后逐渐
变为了一个真正的“节日”。5 年前，电商
抓住这个时点，又策划了一场针对我国
消费者的购物狂欢。而随着众多电商的
加入、线上线下企业的起舞，这一天已成
为世界最大的消费者购物狂欢节。

今年“双 11”来临之际，记者发
现，不少电商早早投身到这场消费盛宴
中，摩拳擦掌准备赚个盆盈钵满。而像
苏宁、国美、王府井百货、新世界百货
这样的传统商业，也以各种打折促销

“ 打 开 ” 了 消 费 者 的 钱 包 。 有 意 思 的
是，“必胜宅急送”等餐饮企业、凯撒
旅游等旅游集团、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
份有限公司等肉牛加工企业也推出了

“双 11”特惠，希望能在这场盛宴中分
到一杯羹。

鼠标点出了新的消费业态，它吸睛，
更吸金；它激活了巨大的消费潜能，拉动
了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快速增长。

“‘双 11’一呼百应的背后，有着
多重原因。目前，我国电商已到了爆发
式增长的节点，基础设施、物流配送发
展到了一定水平，电商的运营模式因切
合新生代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而被消费者
广泛接受，加上它选择了国庆到春节之
间恰当的时间点，这些都促成了这场消
费盛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流通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强接受 《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线上促销如火
如荼进行的同时，线下的实体门店也参
与到‘双 11’活动中。未来的消费增长
点不仅在电商，还有线下及线上与线下
的结合。另外，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市
场的消费实现需要很多途径，如果能找
到适宜形态与商品类别，这一消费领域

的增长会比一、二线城市更为显著。”

传统零售应对新挑战

传统零售业拥抱“智慧零
售”，通过建设自有品牌、改
善支付技术、分析消费者数据
等方式提升服务水平

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业态正深刻影
响着传统零售业。

“互联网让消费者的购物变得更加
移动化，适应这一变化，‘智慧零售’
可以更高效地获取客户数据、多触点地
链接顾客，有利于提高来客数和客户黏
性。”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表
示，“智慧零售”是零售业在数字化时
代形神兼备、内外兼修的过程，是以互
联网和大数据为工具来提高供应链效率
的策略，行业企业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
在“智慧零售”上。

面对挑战，传统零售业纷纷在技
术、管理等方面发力创新，通过建设自
有品牌、改善支付技术、分析消费者数据
等方式提升服务水平。家乐园集团的零
售体系集中在百货、超市、家电 3大业态，
集团总裁刁保成认为，随着电商的迅速
发展，消费者时代已全面到来。该集团
正在构建的新的 2.0 版会员管理体系，就
是通过深度挖掘消费者数据，逐步实现
精准营销的“智慧”手段。

“供应链是零售企业的第一核心竞
争力，供应链不给力，线上、线下再红
火都无济于事。顾客的核心诉求是瞄准
商品的，我们必须下大力气继续在提高
商品品质上做文章。”国美电器有限公
司总裁王俊洲说。

对传统零售业来说，“双 11”更是
消费新模式的显著体现。家乐福全球副
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唐嘉年表示，所有的
零售业态都有其独特的市场定位和功
能，任何一种业态都不会消亡。“在零
售行业中，创新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用不间断的创
新提升商品品质，这样才能持续获得消
费者的青睐。”

“中国零售市场将迎来春天！”普华
永道中国消费品主管合伙人王笑预计，
2020 年，中国、日本与印度的零售业总
额将占到全球的 40%。作为亚洲最大的

零售业市场，中国将在 2016 年底实现 25
万亿元的销售总额，成为全球最大的零
售消费品市场。

消费发力形成新引擎

消费将是我国重要的增长
动力所在，政府部门、生产企
业、零售企业还须共同努力，
让这驾马车跑得更快更稳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发 布 的
《2013 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
显示，2013年，网络购物市场交易金额
达到 1.85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40.9%，
网络零售市场交易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 7.9%。10 月 29 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针对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作
出部署，提出重点推进 6 大领域消费，
其中就包括扩大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
信息消费。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增长动
力更为多元，消费将是其中最重要的领
域，经济增长也将由此进入一个以社会
福利提升为主趋势的良性循环。”南京
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说，国家的发
展、国力的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并行不悖。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
已位居世界第一位，但外部环境较大的
不确定性，让出口拉动本身存在一定风
险。而依靠国内需求拉动，不但可以避
免依赖出口的风险，还能为百姓带来更
多的福利和选择、让百姓实现更多的
期盼。

“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8.5%，超过了
投资贡献率。消费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
的第一动力，这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的标志。”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府
参事室主任宋林飞认为，充分发挥需求
的拉动作用需要调整好分配关系。目
前，劳动报酬在我国 GDP 中所占比例在
40%左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要避
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调整好国
家、企业、居民三者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此外，还要引导消
费、培育消费热点、强调消费升级。

网购点燃了消费激情。未来，政府
部门、生产企业、零售企业还须共同努
力，让消费这驾马车跑得更快更稳。

“双 11”购物狂欢对从备货到发货的每个环节均提出挑战——

各 方 准 备 充 足 迎“ 大 考 ”
本报记者 陈 静 吉亚矫

“双 11”购物狂欢对从备货到发货的每个环节均提出挑战——

各 方 准 备 充 足 迎“ 大 考 ”
本报记者 陈 静 吉亚矫

对消费者来说，“双 11”是一场购
物狂欢。对从备货到发货的各个环节来
说 ，“ 双 11” 则 是 一 场 体 现 战 斗 力 的

“超级大考”。
天猫和淘宝、支付宝这样的“阿里

系”，仍然是今年“双 11”的主角。在
北京，天猫打通了与线下应用场景的通
道，“双 11”首次设立了 O2O 专场，大

悦城、王府井百货、广百百货等 28 家百
货集团的 317 家门店参与其中。消费者
走进这些门店，点击手机淘宝“发现”
后“摇一摇”，就可直接进入“双 11”
相关活动页面，参与“双 11”红包、抽
奖、秒杀和优惠券等活动。

在支付宝方面，蚂蚁金融服务集团
首席技术官程立透露，银行系统的承载

能力将在今年“双 11”达到去年的两倍
以上，用户将迎来支付最为顺畅的“双
11”。同时，4 大国有银行和各家股份制
大行今年也开始由总行科技部与支付宝
系统对接，借此减少交易链路消耗、提
升系统处理能力和稳定性。

除阿里系之外，其他电商平台和大
卖家也以不同的“新玩法”吸引消费
者。国美在线将大家电配送升级为“计
时达”，即用户在当日 12 点前下单，当
晚 8 点前即可送达；下午 2 点前下单，
当晚 10 点前送达；零点前下单，次日下
午 2 点前送达。国美在线董事长牟贵先
正忙着协调物流资源，“目前，全国 120
个 仓 库 覆 盖 范 围 内 可 以 实 现 ‘ 计 时
达’。通过数据打通，我们将热门商品

‘下沉’至二、三线城市仓库，实现了
商品从区域总仓到城市仓库的快速补货
调拨，保证做到‘计时达’。”

为今年“双 11”做好准备的，还有
以往只是“配角”的农村电商们。山东
博兴县湾头村是专门经营草编制品的

“淘宝村”，村民贾培晓就是其中一名
“淘宝店主”。为了备战“双 11”，他今
年特地添置了一台新打印机，还花 4 万

多元装修了一个专业摄影棚。贾培晓告
诉 记 者 ， 他 还 打 算 搞 一 次 抽 奖 活 动 ，

“双 11”当天零点后店铺第 1111 名付款
成功的消费者将获得一部 iPhone6。

农村网店店主们十足的底气，来自
于“靠谱”的快递行业。在湖北洪湖，
中通快递洪湖分管中心总经理肖强表
示，为了让各地买家都能在“双 11”期
间品尝到最新鲜的莲藕，中通快递新招
了业务员，配置了更多的电动三轮车和
面包车，还准备好了足量的冰袋用于运
输过程中的保鲜。天天快递洪湖网点的
负责人张勇告诉记者，天天快递也将与
优速快递和中通快递合作，在派件方面
进行整合，提高派送效率。

另外，作为“幕后英雄”的 IT 服务商
们同样做好了准备。“我们的产品可以让
商家客户不登录淘宝后台就能完成很多
操作，保证‘双 11’时能快速接单。”福建
厦门南讯软件副总经理吕晔说，除了运
维人员，公司其余员工都已入驻各地商
家，以便及时解决临时出现的问题。

左 图 湖 北 洪 湖 ， 快 递 员 正 从 农

村电商家中收取当天包装好的新鲜莲

藕包裹。 本报记者 吉亚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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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米宽的马路上，驮着大量货品的快递摩托车和运
货车川流不息。临近“双 11”，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锡
场镇军埔村的街头渐渐热闹起来。这里是广东省的第一
个“电商村”，如今每年的总销售额都在 10亿元以上。

走进名叫“潮人 vip”的店铺，记者看到，从门店
到楼梯间，大大小小的 7 个房间里堆满了打好包的或待
发的货物，店主许思东正忙着处理各类订单。在“yes
潮”服饰店铺，合伙人黄伟鸿也在忙着备货。“去年

‘双 11’，我们几台电脑并用，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才打
印完快递单。今年，可要提早做准备了。”

过去，军埔村只是一个以传统食品加工为主的小乡
村，短短两三年间却已发展为小有名气的“电商村”，
以许思东和黄伟鸿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开始在村里试水
开起了网店。目前，这个只有 490 户、2690 人的小乡
村，淘宝店已超过 3000 家，月成交额达 1.5 亿元，为
将近 8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军埔村电商协会监事黄作宏说，对电商而言，“电
稳才店稳。”从去年底开始，揭阳供电局对该地区 10 千
伏线路华军线军埔支线高低压线路进行改造，集中力量
提升线路走廊安全，保障电压质量。与去年相比，今年

“淘宝村”的电压将更稳定。

小乡村变身“十亿电商村”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沈 甸

今年的“双 11”，购物狂欢氛围似乎格外浓烈，很
多消费者觉得“双 11”不买点什么就落伍了。不过，
在成为“购物狂欢节”5 年之后，消费者对“双 11”有
了新的期盼。除了关注价格高低，他们对商品质量、物
流速度和售后服务有了更高要求。

“去年‘双 11’在一家皇冠店铺买了一件羽绒服，
拿到手时发现，羽绒含量非常低，找到卖家却被告知

‘双 11’促销商品一概不退换。”北京某高校研究生朱
珠说。“吃一堑长一智”，她今年把抢购目标对准了拥有
品牌和实体店面的店铺，“会比网上那些没有牌子的衣
服穿着放心一些。”

当然，也有被一直信任的店铺“坑”了的消费者。
河北石家庄的程女士，去年“双 11”从某知名品牌网
店购买了 2 套被罩，收货后发现每套都有发霉的痕迹，
商家给出的解释是库存积压所致。根据一项网络调查，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为“双 11”购买的商品办理过
退货或是想要退货，超过三成受访者认为“双 11”买
到的商品质量不如平时。程女士说，今年“双 11”，她
希望商家能严把质量关，这样才能留住消费者的心。

下单成功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就是货品能否及时
送达的问题了。“去年‘双 11’凌晨 1 点，我在当当网
下了订书单。没想到睡醒了之后，书已经送到楼下
了。”在上海某外企工作的王卫强说，他随即把货物拍
照发到朋友圈，引来朋友们纷纷点赞。

有送得快的，也有“等不来”的。“去年趁着‘双
11’搞活动买了 10 多包尿不湿，没想到快递变成了‘慢
递’，总也等不来。后来才知道是快递单被贴错了，商家
又协调了好几天，收到货物已经是 20 多天以后的事了。”
广州的林女士告诉记者。

除了物流速度，如何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保证
售后环节服务到位，也是人们“双 11”购物时非常关
心的问题。

北京的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去年“双 11”在某网
店全额付款订购了卫浴 4 件套，一周后却接到电话称因
商品“超卖”无法供货，请他取消订单。“货品没法到
位，直接耽误了装修进度，商家要不要承担一部分
损失？”陈先生说，他后来向电商平台投诉，最后因申
诉时间过长而不了了之。

由此可见，从商家到电商平台，编织起一张安全的
售后服务网，已成为众多消费者的新期盼。

质量优 送达快 售后有保障
本报记者 孙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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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发展农村电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