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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秦海波报道：“双11”背后的技术和模式
革新，正被西方视为观察“中国式创新”的窗口。当中国网
民忙着往购物车里塞商品的时候，西方媒体讨论着如何借

“双11”向东看、向中国学习。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报道指出，数字平台是中国

消费者了解各大品牌以及购物体验的重要途径，而“全渠道
消费者”正通过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网站及其他应用软件和
媒介渠道来购物。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则称，“在移动互联网等
领域的创新技术助力下，中国的移动购物产业已领先美国”。

“有迹象表明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中国正在出现。”英
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发表题为《走出圣人的影子》一文
称，中国市场既有大量富有的精英，也有庞大的底层民
众，是全球趋势的晴雨表。幅员辽阔的巨大多样性，迫使
中国公司灵活应对，这使得“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中国正在
形成”。

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称，全球正要跨入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门槛，而中国为此投身于技术革新，将数字化作为推
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

正如西方媒体所言，“双 11”已从单纯的网上购物节，
成长为引领商业模式的创新者。一切以消费者为导向，
个性化、智能化、定制化的时代开始到来，传统商业仿佛
发现了新大陆，通过数据的力量，从零售端发起的这场变
革已经影响到制造端。基于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运用，
每个消费者都会体验到自己专属的“双 11”，享受独特的
商品、独特的主会场、独特的资讯、独特的内容推荐和场
景识别。

如果说前几年参与“双 11”是为凑
热闹贪便宜，那么如今的网购需求已
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价格不再是最
重要的因素，商品能否满足个性化需
求成为关键。其次，今年“双 11”，各大
电商平台并非一味降价，而是结合“去
库存”目标和“双 11”流量红利，纷纷回
归实体模式、联动线上线下。面对“双
11”背后显现的消费需求升级，寻求变
革的传统零售企业都在努力地顺势
而为。

今年“双 11”，美的、九阳等传统制
造企业都加入了天猫定制，推出智能新

品。在阿里巴巴首席战略官曾鸣看来，
C2B就是通过用户的需求，调度供应链
各个环节进行快速应对。未来柔性生
产将会携手越来越多的供应链合作伙
伴，C2B的能量会逐步向上游传递。大
数据所驱动的产销互动效率持续提高，
精准生产和“低库存经济”已经成为
现实。

8 年“双 11”，见证了传统零售业和
电商从割裂到融合，再到共赢。如今通
过参与“双11”深挖消费者需求，改变自
身适应市场，传统制造企业和零售企业
有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抢占先机。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从深圳海关获悉：今年“双11”期
间，深圳海关采取多种措施提升跨境电商货物的清关速
度。其中，深圳的跨境电商进口多采取网购保税模式，跨境
电商企业事先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备货，消费者下单后
直接从特殊监管区域发货。网购保税模式不仅节省了包裹
在“海外漂泊”的等待时间，而且应交税款在下单时由系统
自动计算。

为推广该模式，深圳海关将“先进区后报关”“汇总征
税”等多项监管创新制度叠加，打造“守法便利、违法惩戒”
的立体化监管体系，进一步提高网购保税模式下进口电商
商品的清关速度。目前已实现电商进口商品申报后 24 小
时办结通关手续，消费者下单后 1 日内包裹即可出区开始
国内物流运输。

“双11”彰显“中国式创新”魅力

深圳提速跨境电商货物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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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消费盛宴折射经济转型升级新趋势——

拓展网购新业态 激发消费新动能
本报记者 陈 静

面对今年“双11”各大电商平台纷
纷创出交易历史新高，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表
示：“网购中 39%属于新激发的消费需
求，以‘双 11’为代表的网络购物对
实现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功不可
没。”在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看来，

“双 11”的意义在于“探索用互联网思
想和技术去全面改革和升级传统产业，
使得消费者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得到有
效满足，使得整个商品生产、流通、服
务的过程更加高效”。

这场被称为“全球最具影响力购物
节”的消费盛宴，已经成为技术、运营
和商业模式探索的一次集中检测和预
演。线上和线下协同，技术与数据共
舞，折射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转
型升级的新趋势。

数据流转的新融合

“去年‘双 11’，我们是淘宝女装
毛呢品类销售第一名，但今年通过大数
据智能分析，我们以羽绒服取代了毛
呢，果然受到欢迎。”11 日晚 7 点，女
装品牌裂帛副总裁大禹对 《经济日报》
记者说。

大 数 据 在 传 统 制 造 业 和 零 售 业
“触网”融合中的重要意义已经显现。
库存和物流在线上线下的打通是今年
全渠道融合的重点。苏宁云商副总裁
龚震宇表示：“数据打通让苏宁的商品
种类从去年的 1800 种提升到今年的
17000 多种。”银泰商业首席执行官陈
晓东则表示：“数据流转让线下商业实
体能够做到过去线上线下单独一方做
不到的事，如根据线上消费数据，我
们可以指导线下实体店的设计和商品
规划。”

融合的能量也在改变线上和线下的
关系。市场机构Gartner电子商务团队
研究总监沈哲怡说：“线上和线下零售
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从业者开始寻求
双赢局面。”互联网品牌茵曼去年开始
在线下开设了近400家门店，茵曼所属
的汇美集团副总裁肖海坤告诉记者：

“我们鼓励消费者在线下试穿、体验，
以有效减少退换货率。”截至11日下午
5 点，茵曼支付买家数比 10 日增长了
85.6%。

“一头一尾”的新市场

今年“双 11”，有人对巨大的交
易额感到惊讶，武汉某广告公司设计
师李未然说：“到底是什么人买了这么
多？”国美在线副总裁黄向平说：“市
场 增 量 主 要 来 自 ‘ 一 头 一 尾 ’ 新 客
群：一方面是以农村市场为代表的低
线市场，一方面是一线城市消费者的
个性化需求，这两部分人群的消费潜
力被激发出来。”

低 线 市 场 的 购 买 力 在 “ 双 11”
极 为 亮 眼 。 河 南 省 孟 州 市 东 韩 村

“村淘”合伙人马婵娟在“双 11”当
天 只 睡 了 3 个 小 时 ，“ 从 零 点 开 始 ，
我就忙着抢货。”在贵州安顺、河南
许昌、浙江临安，“村淘”合伙人也
纷纷表示订单和去年相比增加了 4 到
5 倍 。 京 东 商 城 截 至 中 午 12 点 ， 下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最 大 的 省 份 为 新 疆 、
西 藏 、 广 西 、 海 南 、 贵 州 。 低 线 市
场 消 费 能 量 的 释 放 ， 源 于 包 括 支
付 、 物 流 等 电 商 基 础 设 施 在 农 村 的
不断推进。

对于一线市场的消费者来说，高
端商品让个性化消费需求得以满足，
跨境电商也不再以纸尿裤、奶粉包打
天 下 。 网 易 考 拉 海 购 CEO 张 蕾 说 ：

“日用百货、保健品和食品成为今年的
新增量。”天猫国际总经理刘鹏表示：

“今年‘双 11’的突出变化是，跨境
电商从标准品进入了非标准品，消费
升级不在于客单价的提升，而在于消
费理念的变化。消费者体现出尝试新
品牌和新品类的强烈愿望。”在京东，
意大利高级女装丝袜莉华芝 10 分钟内
销售突破 1440 条；zippo 打火机机油 1
小时内销售累计超过 2 吨。

“中国网购在消费升级上的拉动，
甚至开始影响全球市场的贸易结构和
定价策略，中国消费者参与方式和消
费方式的变化，对全球品牌和零售业
都是重大利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
授王健说。

产业链共生的新生态

在今年“双 11”中，“生态”一词

被各大电商平台反复提及，越来越多
“面孔”试图在这场消费盛宴里寻觅商
机。任兴洲表示：“网购在拉动生产制
造之外，也在帮助保险、金融等服务业
创新业务模式和服务方式，与互联网深
度融合。”

在消费金融领域，来自蚂蚁金服的
数据显示，去年首次亮相“双 11”的

“花呗”，今年挑起了大梁。截至 11 日
下午 5 点，花呗支付笔数超过了 1 亿
笔，承担了21%的支付占比，撬动的交
易总额达224亿元。除了卖货，新金融
也给商家备货提供了有力支撑。网商银
行行长俞胜法透露，今年 9 月至 10
月，网商银行给133万家中小商户提供
了近500亿元贷款。来自京东金融的数
据也显示，11 日的第一个小时内，支
付峰值是去年同期的 4.5 倍，使用京东
小金库支付的消费笔数较去年同期增长
了600%。

今年“双 11”的另一大赢家是保
险业。在千亿元销售额的背后，是运费

险、货物破损险、食品保质险或者衣
服褪色险等各类消费保险在为消费者
的购物体验提供保障。截至 11 日下午
5 点，消费保险突破 4.7 亿笔，相当于
平均每分钟 46 万单，提供保障金额超
185 亿元。“非汽车类和汽车周边产
业 ， 汽 车 之 家 今 年 第 一 次 参 加 ‘ 双
11’， 产 业 链 的 共 生 趋 势 进 一 步 显
现。”汽车之家 CEO 陆敏告诉记者，

“平安集团旗下 100 多万保险代理人参
与我们‘双 11’的信息传播和销售，
电商平台的生态规则、数据技术和资
源，已经开始为整个链路实现商业价
值赋能”。

需求变化带动供给升级

据新华社东京11月11日专电 （记者钱铮） 在日本，
“双11”已开始本土化。雅虎日本、软银、连锁便利店全家和
图书、音像制品连锁店茑屋去年联合把每年11月11日定为

“好购节”。今年，雅虎日本的“好购节”活动10月18日就拉
开大幕，一直要持续到11月30日。

近年来，日本也开始出现为日本人代购中国货的电商平
台。日本商人山本胜义就经营着两个这类网站，一个主要为
客户从淘宝和阿里巴巴进货，另一个为客户从义乌实体店进
货。山本胜义说，十多年前，他在中国工作时发现，中国产生
活用品的售价仅为日本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这
使他对采购中国商品到日本销售的生意产生了兴趣。后来，
山本胜义开始创业，进货渠道主要从淘宝采购。

据新华社曼谷 11月 11日专电 （记者杨舟） 随着中
泰交流日益紧密，泰国香米、护肤品及乳胶枕头等产品在中
国市场逐渐有了知名度，泰国商家不仅开始在中国电商平
台上开设直营店，还参与到中国电商的“双11”狂欢中来。

目前，泰国护肤品牌白蜗牛、庭润都已在天猫上开设旗
舰店，并且都参加今年的“双11”活动。

据泰国正大集团贸易公司中国区负责人威瓦·奥沙万
诺介绍，他们正与相关创业团队合作，决定在这一电商平台
上设立自有品牌旗舰店向消费者出售泰国茉莉香米。

正大集团合作方、泰国星云科技创业团队的成员庞景
元表示，伴随中国电商市场成熟，跨境电商业务日趋繁荣，
泰国不少物美价廉的商品将会为更多中国消费者熟知和喜
爱，中泰商家合作的机会也更多。

泰国品牌抢抓“双 11”商机

“双 11”在日本落地开花

□ 金 非

“今年的交易峰值创造了新纪录，在交
易订单创建方面，峰值达到了每秒17.5万
笔，并在十几分钟内一直持续在16万笔以
上的高位，而去年这个数字是 14.05 万
笔。在支付方面，峰值数字是每秒12万
笔，去年是8.59万笔。”阿里巴巴集团CEO
张勇说。应对一年一度的电商“大考”，你
所不知道的“黑科技”正在发挥作用。

今年“双11”，即使你和朋友同时在淘
宝或者天猫搜索同一个关键词，得到的搜
索结果居然不一样！阿里巴巴集团CTO
张建锋告诉记者：“这是大数据根据每一
个消费者的偏好和浏览历史实时计算出
来的。截至11日下午4点，已经累计进行

了超过6200亿次的特征计算。”
猜猜看，今年逾1207亿元交易额的

海量支付背后，有多少人在支撑？答案是
只有蚂蚁金服平台技术部的 30 名工程
师。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技
术架构师胡喜表示，今年“双11”，支付宝
核心交易、支付、会员、账务等核心数据链
全都运行在自主研发的数据库 Ocean-
Base上，这么少的人数，体现出工程师们
对国产数据库“大杀器”充满信心。

以大数据为新源泉，云计算为新技
术，“双11”的技术积累正在溢出电商，与
各行业深度融合。阿里云资深产品专家
何云飞表示，云计算不仅支撑着电商平
台，从金融支付、保险、借贷，到出行旅
游，再到物流系统，计算润物无声。“在

‘双11’前一日，阿里云还以每TB（太字

节）计算成本仅需 1.44 美元，打破 AWS
在2014年保持的每TB计算成本4.51美
元的世界纪录。”

除了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件“黑科
技”之外，硬件“黑科技”则集中在物流环节
大显身手。11日早上7点，京东无人机从
西安郊区起飞，商品订单7分钟后到达长
安区西樊村的乡村推广员李豪手中。上午
9点30分，北京市亦庄的王先生收到短信
提示走出公司大厦，在无人车上输入提货
码拿到自己凌晨在京东商城购买的商品。
无人机、无人车⋯⋯“无人”成为体现物流
水平的新关键。菜鸟网络华南区域负责人
赵忠玉表示，拣货机器人今年“双11”在菜
鸟广州仓库投入使用，它们会根据订单举
起货架，将要分拣的货品送到分拣员面前，

“过去人找货，现在变成货找人”。

你所不知道的“电商黑科技”
本报记者 陈 静

右图 11 月 9 日，陕西商洛供电公司组
织服务队为农村淘宝店上门服务，保障可靠
供电。 刘军峰摄

下图 11 月 10 日凌晨 4 点 30 分，中铁快
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双 11 电商黄金
周”首批高铁快运由北京西发往郑州东的
DJ5901次电商产品准备装车。 杨宝森摄

本版编辑 杜 铭 李 景

美 编 夏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