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80后电商团队的“双11”
为迎接“双 11”，江苏南通一家以 80、90 后等年轻

人组成的帽饰销售电商团队早在数月前就开始做起了各

项准备工作，该网店更换新式仓储货架，提高工作效

率，以应对“双 11”的高出货量，保证用户购物体

验。从 11 月 10 日开始，该网店大部分员工都没有回

家，他们通宵坚守岗位，早中晚饭都是匆匆应付。据统

计，该网店“双 11”当日成交量约为 7万单。

徐培钦摄 （新华社发）

网店售前客服钱炜在电脑前回答买家的提问。

网店工作人员在仓库打包发货。

11月 11日早晨，网店的员工在办公室内休息。

北京西城电子商务节暨
西单智慧商圈启动仪式 11
月 11 日在北京西单大悦城
举行。这是西单商圈直面挑
战、聚势出击的一次大动作，
旨在发挥合力优势，打造购
物消费新模式。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
到，作为国内首个商圈资源
整合行动，西单商圈将开通

“智慧一卡通平台”及“智慧
商 圈 3.0 线 上 平 台 ”，通 过

“ 微 信 综 合 服 务 号 + 全 商
圈 WiFi+智慧 Beacon”等渠
道，以及国内首个商圈级的
金融服务产品，让消费者可
在智慧商圈享受到信息平
台化、服务一体化的全新购
物体验。

11 月 11 日傍晚的西单
商业街灯光璀璨。无论是商
场外墙上巨幅促销海报，还
是商场里的各种折扣招牌，
都 意 在 激 起 消 费 者 的 购
买欲。

一家知名鞋品牌摆出了
促销花车，导购小姐告诉记
者，最新款的冬靴能打 5 折，
春节都不一定有这样的力
度，“双 11”这天比平时的折
扣还要低一百元至两百元。

不 仅 商 家 打 出 了 低 折
扣，不少商场也在“加油助
威”。汉光百货为了掀起消
费热潮，近一段时间一直有
打折促销活动，“当汉光购物
节遇上‘双 11’”，促销的手
段更是种类繁多。除了每个商家给出的折扣，商场每一
楼层可以免费拿 100 元礼金，每层满千元还能返还 100
元礼金，如果使用微信支付，就有机会获得商场发的红
包，还能参与商场的抽奖活动。使用银行卡支付还有刷
卡礼，单笔满 1000 元赠 100 元礼金券。为了促销，商家
和商场都是“蛮拼”的！

数据显示，北京市去年网上零售额达到 1456.9 亿
元，同比增长 69.7%。越来越多的实体商业企业认识到，
融合线上线下的全渠道经营模式将是商业实现增长的主
要方式。严酷的商业环境也要求应以商圈为基础，发挥
合力，形成商业零售、酒店公寓、联通银行等多平台的组
合，以实现客流共享，强化平台价值。

北京市电子商务协会副会长林亚表示，在“互联
网+”时代，实体商业要从单纯的卖产品、卖质量、卖服务
的传统模式，向体验式消费的新思维转变，对于零售业来
说，客户规模的稳定和增长尤为重要。转型的关键不仅
是线上线下融合，更重要的是与“商圈本地化服务”融合，
为客户提供更高效、更完善的购物体验。

业内人士认为，西单“双 11”活动，是多平台介入的
一次试水。随着消费行为量的积累和更多外部平台的接
入，西单商圈的新模式值得期待。

北京西单启动智慧商圈

：

百货商场抱团营造购物新模式

本报记者

许红洲

亢

舒

11月11日上午，在中通快递上海转运
中心操作部传送带上，刚入职三个月的操
作员李晓明正给快件划号。只见他根据快
件面单上的数字代码进行标记、划号，整个
过程也就数秒钟，接下来的分拣过程，他根
据面单上的数字与自己负责区域代码一致
的件挑出来就完成任务。

让李晓明能如此顺畅操作的“撒手
锏”就是“大数据分单”。中通上海转运中
心操作部经理陈名华告诉记者，“经过大
数据分单后的客户信息会生成一个‘汉字

（一段码）+数字（二段码）’的组合编码，精

确匹配消费者所在的城市、区县”。
和“大数据分单”一样，在今年“双

11”当天，《经济日报》记者走访各家快递
公司，发现大量“新式武器”参战了今年的

“双 11”，让包裹“飞”得更快一些。
比如 CRM（客户管理系统）系统应对

客户投诉，据圆通公司负责人介绍，“双
11”上午圆通上海地区共收到 3903 件投
诉，运用 CRM 系统实现了 3600 多件投诉
的及时处理，高效率来自信息化。

在上海市肇嘉浜路的一座大厦里，记
者看到了零公里速递服务平台设立的“智

能包裹柜”，家住肇嘉浜路锦华苑小区的
卢女士正在取自己的包裹。只见她走到
智能包裹柜前，取出手机，输入之前收到
的短信六位短码，货架中一个柜子自动打
开，卢女士顺利取出包裹。据零公里速递
服务平台市场部负责人占斌军介绍，零公
里速递服务平台目前已经与全市 20 多家
知名物业合作，“‘双 11’上午，零公里上
海市所有门店已经揽件 4 万多件，预计全
天会有 9 万多件，价格为 0.6 元每件，其中
20%为收件，80%为派件，为网购用户安
全收到快递保驾护航”。

让 包 裹“ 飞 ”得 再 快 些
本报记者 崔国强

今年的“双 11”是河北清河县电商的
一个火爆日：各个网店的客服被应接不暇
的订单紧紧地“拴”在网上；满大街的快递
车辆穿梭于各网店和快递中心之间⋯⋯

《经济日报》记者走访获有全国驰名
商标的“兆君”网店，老板彭新坦说：“截至
上午 10 点半，销售额已突破 900 万元，到
晚上 12 点单日销售额能达到 1500 万元。
比去年‘双 11’单日高出 500万元⋯⋯”

“兆君”网店火爆，仅仅是清河网络销
售顺畅的一个缩影，清河羊绒市场管委会
主任孙连岭告诉记者：“今年‘双 11’全县

2 万多家网商加入网络销售狂潮，单日网
销有望突破两亿元。”

清河县是我国最大羊绒加工经销集
散 地 ，羊 绒 加 工 总 量 占 到 国 内 总 量 的
60%，世界总量的 40%。业界一直流传着

“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的
美誉。

过去清河县羊绒销售一直靠市场直
销，为了架起清河羊绒制品连接国内外的
快捷销售通道，该县成立“电子商务服务
中心”，中心通过积极运作建立了“中国清
河羊绒网”并设立了专门为网上销售提供

“拍照”的机构，以便网店把羊绒制品图片
贴到网页上，供消费者选购。

清河县电商能赢得今年“双 11”的喜
人收获，与他们的超前“备战”密不可分。
东高庄村是全国首批淘宝村。在这个拥
有 500 户的村庄，淘宝店就有 400 多家。
该村青年农民刘连国说，“双 11”很多店
铺卖的产品，都是从我们公司取货，为了
给各网店提供充足的货源，从 7 月份就开
始为“双 11”准备，10 多台电脑，一天 24
小时，人休机不休，20 万件存货满足了各
网店的需求。

一座县城的网售“狂欢日”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许金亭

卖卖卖，买买买。11 月 12 日 0 点 0
分，位于国家游泳中心的阿里巴巴天猫

“双 11”媒体中心数字大屏上的数字最终
定格在 912.17亿元。

除了天猫，各家电商平台也交出了
极为亮眼的成绩单。截至 11 日中午 12
点，国美在线交易额同比增长 418%，仅
用 30 秒交易额破亿；截至 16 点，惠惠购
物助手数据显示，天猫之外，京东流量增
幅达 137.88％，其次为亚马逊和唯品会，
分别为 81.15%和 80.88%。截至 18 点，
全 网 网 购 总 销 售 额 已 达 到 1036.27 亿
元，包裹数激增到 5.42 亿个。

在眼花缭乱的数字之外，“双 11”这
场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盛宴背后，则体现
出消费拉动内需的巨大能量。阿里巴巴
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表示,“双 11”只是
体现中国强大的消费力拉动内需的冰山
一角。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
所所长王俊秀认为，“双 11”体现出消费
的比重在“三驾马车”中正在飞速增加，正
在承担起拉动内需的重任。以互联网为
载体的“新常态”，已成为拉动经济和扩展
内需的强劲动力和新引擎。

卖!卖!卖!

新触角带来新能量

“双 11”前，《经济日报》记者在采访
互联网服装品牌裂帛时，年轻的客服和技
术人员在大房间里装饰了大把的麦穗。
他们说，这象征着“大卖”。在刚刚过去的
24 小时里，和裂帛一样，千万卖家梦想成
真。“太猛了！去年我们头 4 个小时卖了
3500 万元，今年前两个小时就卖了 5000

万元，大大超出了预期！”裂帛副总裁大禹
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掩不住笑意。交易额
的攀升来自于购买方式的变化。大禹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去年移动端销售额占
比 46%，今年则占到了 72%。

和裂帛一样，今年“双 11”向移动端
迁徙的趋势已不可避免。今年“双 11”，
京东移动端销售占比 70%，国美在线移
动端销售占比 65%，网易考拉海购移动端
全天占比甚至高达 90%。截至 21 点，天
猫无线端成交占比也依然高达 68%，而去
年这个数字仅有 42.6%。“对于城市人群
来说，移动购物只是更方便，但对于中西
部和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移动购物的普及
则是真正降低了门槛，它对硬件设备要求
更低，需要的操作技巧也更少。”阿里巴巴
研究院院长高红冰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更多技术突破也在为线上
线下融合和精准销售注入新的能量。传
统零售巨头银泰首席执行官陈晓东坦言：

“以往线上线下互动，其实更多只是相互
导流，但从今年的情况来看，线上线下才
真正实现了共享‘双 11’盛宴。这是因
为，银泰用三年半的时间，在 62%的柜台
实现了单品管理，同时还基于位置服务、
库存深度等建立了百货的商品云，这样才
能实现消费者线上下单，专柜发货。这让
商家可以将更多品类投入‘双 11’的销
售。”特步集团董事长丁金朝则表示，以往

“双 11”都需要提前备货，但今年所有货
品都是通过特步全国 40 多个分公司的门
店直接发货，“通过线上线下融合，不再备
货，就意味着制造企业参与‘双 11’的成
本大大降低。”

新技术也在让备货更加精准。国美
在线副总裁黄向平介绍说，今年“双 11”，

国美在线综合分析了国美电器积累的大
量线下数据和国美在线的线上数据，并以
此指导了自己的备货。“我们发现家电用
户的消费趋势正向大规格、智能化、高端
化转变。与此同时，不同地区消费者对不
同品牌也有偏好。这些消费偏好都会指
导我们将产品提前准备到末端配送的分
仓中。精准备货意味着卖家在离消费者
的需求更近些。”

买!买!买!

消费升级不可阻挡

截至 11 日中午 12 点，乐视手机线上
销售突破 2.5 亿元；截至 15 点 41 分，小米
天猫旗舰店的支付金额超过 9 亿元；截至
16 点 02 分，天猫华为官方旗舰店成交额
突破 9 亿元。和手机一样，家电、服装、家
纺、食品等品类依然是今年“双 11”的热
销品类。但在这些庞大的数字背后的，则
是网购消费者覆盖范围和消费心态的巨
大变化。哪些人第一次参与“双 11”？哪
些新商品第一次进入“双 11”？

截至 11 日 19 点，江苏省宿迁市泗洪
县临淮镇小街的村淘合伙人张凯军已经
替村民代购了 260 多单，空调、彩电、冰箱
等大家电，是村民们最热衷的品类。

今年“双 11”是电商平台第一次大举
进军农村市场，广大农村消费者的表现令
人大呼“没想到”，截至 11 日中午，农村淘
宝中最受欢迎的十大单品中，平板电视占
据了三个名额，汽车占据两个名额。来自
京东的数据同样显示，农村市场销量最大
的是 50英寸的大屏幕电视。

“今年‘双 11’，在农村市场唤醒了沉

睡的消费力，农村市场体现出了强烈的消
费产品升级换代的需求。”浙江大学农村
电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曲江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以前农村市场不是没有消费
力，而是无法获得更优质的商品。另一方
面，随着电商平台渠道的下沉，特别是专
职农村电商服务人员的出现，解决了村民
在支付和操作上的障碍。”

阿里巴巴 B2B 事业群总裁吴敏芝表
示，帮助农村消费者建立网购消费习惯只是
第一步。“未来除了买买买之外，农村淘宝还
将依托阿里巴巴的大平台，把农产品卖进城
市，并通过溯源体系来实现农产品的品质保
证，从而省去中间环节，提升农民收入。”

“今年‘双11’开场仅1分45秒，天猫国
际的成交额就超过了去年‘双11’全天，11
日开始的头10分钟，天猫国际售出了来自
41个国家的2605个海外品牌的商品。截
至晚6点，成交过千万元的海外店铺超过27
家。”天猫国际总经理刘鹏告诉记者。

跨境电商从去年一直热到今年，这成
为 B2C 网站们今年“双 11”在与天猫竞争
中着力打造的一个“突围点”。来自亚马
逊的数据显示，亚马逊推出了 40 个国家
和地区的逾 10 万种国际商品，今年“双
11”，亚马逊“海外购”订单量为去年的两
倍，进口直采销售额为去年的四倍。

天猫数码家电事业部总裁印井同样
表示，2015 年“双 11”最受消费者青睐的
商品，已不仅仅是刚需品类。“在天猫电器
城首发的 88 款新品中，智能平衡车、智能
手环、无人机、扫地机器人等智能品类崭
露头角，消费者更追求前沿时尚的智能家
电产品。这说明消费者对提升生活品质
的愿望依然十分强烈，新的消费需求还会
被不断创造出来。”印井说。

以提供品质商品著称的以提供品质商品著称的天猫当日天猫当日交易额达交易额达912912..1717亿元亿元——

““双双1111””狂欢开启消费升级盛宴狂欢开启消费升级盛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陈 静静

@ 王 芳 130****9032：电 子 商 务 满

足了人们简单化、便利化生活的需求。

电商对实体店的冲击难以避免，对整个

消费结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产生了

很大的冲击，也创造了很多新的需求。

@茂林修竹：真心期待“双 11”消费

能拉动中国经济！但千万要杜绝劣质商

品上线！

@π：谁能发明环保的气泡袋，包

装箱？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网上购物

就更绿色了。

@老邻居：创造消费，引领潮流。为

民所用，和谐共赢。顺势发展，励志更新。

@金猴孙：希望电商不要只想着做

大，做强，关键是要做好，做长久。

@徐先生：感觉能切身参与到时代

的洪流当中，见证消费社会的庞大力量，

十分难得!

@Wy_雨：马云创造了一个节日,他

抓住了人们认为打折就是赚钱的购物消

费心理,营造了一个庞大的优惠环境,他

的经济头脑确实值得人学习。

@海拉斯：随着无线电商在国民消

费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实体商铺的

发展空间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被压缩

殆尽，反而成为网络消费链条中最不可

或缺的环节。（本报记者 李丹丹整理）
本版编辑 于 泳 郭存举

11月 11日，在广州圆通快递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工作人员分拣数量庞大的包裹。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912.17 亿元，这只是“双 11”

这天阿里巴巴一个电商交易平

台的实时数据。7 年的发展，让

“双 11”从网购狂欢，变成了零售

业的节日，也造就了这一被外媒

称作“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购物

节”。移动支付连接线上线下，大

数据、云计算也纷纷加入战局，

争享消费盛宴。“双 11”已远不止

是一天的网购狂欢，其背后是

“互联网＋”加出来的消费动力

和创业创新。随着经济的转型，

“三驾马车”中消费占比越来越

大，而“互联网＋”改变的不仅

是经济发展方式，对每个人生

活方式、生活习惯、智慧化生存

等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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