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 视野今日南海
珠江时报微信号：prtimes 新浪官方微博@珠江时报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929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责编责编 吕翠华吕翠华美编美编 徐文霞徐文霞

消费者在购买下单前，如有附送赠品，

要截图保留商家宣传的活动页面，以防商

家不按承诺发送赠品。法律早已有明确规

定，赠品也要保修。一般情况下赠品通常

没有发票，消费者在购物时，一定要让商家

在质保卡上加盖公章。

10月19日和20日，双11两个主要玩家京东、天猫先后启动了2020年双11。从时间上看，

两大平台均拉长了双11战线。京东双11从10月21日开启，截至11月11日，为期22天。天猫提

出了“双11比往年多3天”的概念，11月1日至3日是第一波，11月11日为第二波，将“光棍节”变

成“双节棍”。对于消费者来说，时间长短不重要，能不能“简单粗暴”省钱才最重要。

考虑到往年消费者对双11复杂规则的吐槽，今年两大平台均表示要让购物更简单，让优惠更

直接。不过，双11毕竟刚刚开始，消费者到底能不能感受到平台的真诚，还需要时间检验。

时间“拉长”、不再局限在11月
11日当天，参与范围和促销力度更

大，外贸工厂、奥特莱斯等“新面

孔”涌现，直播“大战”从直播间走

向“逛马路”……备受关注的“双十

一”里，这些未来商业发展的新变

化正在涌现。

——更长时间。11月1日至3
日为第一波购物节，11月11日为第

二波购物节。比往年多了3天，意味

着消费者11月1日就可以付预售商

品的尾款，提前10天收到货。对于

商家延长销售期、缓解物流压力、资

金周转压力等也都有好处，在疫情

期间显得尤为重要。至于2波销售

阶段，哪个优惠力度更大，主要还是

要看具体商家的营销策略。

——更大力度。今年天猫“双

十一”将吸引25万个品牌、500万

个商家参与，其中包括200多万个

线下商家。

为促进线下消费和商业活力复

苏，实现线上对线下的反哺，“双11”
期间，支付宝将首度举办城市生活

狂欢节，覆盖餐饮外卖、休闲娱乐、酒

旅、医疗医美、同城零售等，线下

200万商家将推出五折活动，90万
餐饮商家全店五折。

——更新“面孔”。“双十一”里

的“新面孔”除了有30万个外贸工

厂，还有更新的零售场景，如奥特莱

斯。2000个产业带、30万家外贸

工厂和120万商家将首次入局天猫

“双11”。
疫情之下，不少海外品牌都把

双 11视为今年重要的增长契机。

不仅很多奢侈品牌首次加入，江诗

丹顿还把原计划在圣诞首发的新品

提前至双11进行全球独家首发。

——更“近”直播。今年“双

十一”，基于地理位置的“同城”直播

是新趋势之一。天猫透露，“双11”
预计将有400位总裁来到淘宝直播

间，同时还会有300位明星前来助

阵。京东方面也称将有超300位明

星直播、500多场总裁创意直播。

直播镜头还将对准田间地头、车间

厂房，市长、县长、乡长们也将走进直

播间，让消费者对产地优质货源有

更多了解。

中秋国庆小长假刚过去不久，

我们就迎来了双11。从年初到现

在，各地促消费政策已经很多，各大

电商平台也时常抓住各大节假日，

推出促销秒杀，消费者几乎全年都

在买买买，双11还缺一不可吗？

在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

胡麒牧看来，每次买的内容并不一

样：“比如十一黄金周我们的消费数

据非常漂亮，黄金周主要刺激的是

餐饮旅游，实际上属于第三产业，双

11主要是扶持制造业领域中小企

业，更多的是拉动商品的消费。”

疫情后，从“38女王节”到“6·
18”……一个个购物节联通着商家

和消费者，共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

重启、回暖和全面加速。 这些来之

不易的成绩，成为全球经济的一抹

抹亮色。

全球疫情之下，中国是唯一一

个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国家

统计局19日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0.7%。在疫情

和全球经济衰退大背景下，中国经

济已实现正增长。

如今，一年一度的“双11”如
约而至，这场全民参与的购物狂欢

节，不仅是中国经济活力的象征，更

是疫后中国经济亟须的一场内需盛

宴。据了解，今年天猫双11预计将

有8亿消费者参与，比去年又多了3
亿。仅在10月21日预售10分钟

后，淘宝直播引导的成交就超过去

年全天，增长达4倍。当日李佳琦、

薇娅带货预付款超10亿元。

上海财大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钟鸿钧认为，“双11”不仅是简单

的线上消费，也是中国经济内循环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

线上的订单，需要线下的工厂和商

家、快递小哥和无数后台支持人员

的参与。“双11”的发展，既对企业

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机

会又带来了新的消费需求，构成经

济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11”走过11年，今年的“成

绩单”尤为重要。

伴随着双11战线逐渐拉长的，还有越

来越复杂的减免规则。有网友吐槽，“每年

双11都要经历一场奥数考试。”电商平台

也注意到了消费者的吐槽，所以近两年，双

11的玩法有所简化，并更加注重趣味性和

社交属性。

今年已经启动双11的两大平台均

表示将简化玩法，让省钱更直接。

对此，网友们议论纷纷，

“每年都说双11规则简单，每年

我都看不懂，不知道今年是不是

真诚的。”“看了半天，感觉又是看不

懂规则的一届双11。”“双11还是老

老实实盯着满300减40吧，别的规则

咱也看不懂。”

还有网友发出了“灵魂拷问”：我想简

简单单花个钱怎么就那么难呢？

那么，电商平台在“双11”期间为什么

不直接降价，而是通过各种规则、活动来

实现优惠呢？

从平台方考量，双11购物节并不是

11月11日当天的活动，而是一个时间段，

直接降价并无法实现持续的活动效应。

此外，双 11很多活动，都是通过邀

请、分享好友实现的，具有较强的社交属

性，这些操作不仅能增强用户对平台的粘

性，还能对平台进行传播，直接降价并不

能实现这种效果。

不管怎么说，对于消费者而言，还是

希望购物能够少些套路，多些真诚。让

“双11”回归初心，让省钱简单点，再简单

点。

如何才能买得放心？消费者要理性

消费，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不熟悉的电商

商家要留心。要选择品牌知名度高、实力

强、售后有保障的大型网购平台。

产品销量评价不可尽信。消费者应

仔细辨别评论真假,详细查看产品详情,
并结合自身实际需要购买,切勿亲信“爆

品”宣传而冲动消费。

看清购买优惠,谨慎选择支付方式。

付款前应详细阅读活动的用户规则,提防

支付定金前被强制签订定金不退等预售协

议,涉及到需要购买商品才能获得的红包

时应确认清楚红包的详细使用规则,确定

需要再做支付。

如遇消费纠纷可先行与经营者或第

三方平台协商解决,如无法达成和解,应
及时拨打投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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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消费陷阱
陷入消费陷阱？？

部分电商平台某些商品在“双十一”促销前先涨

价，而在促销当天降价，促销活动名不副实。消费者

对于心仪商品，要关注平时的销售价格，与促销价格

进行对比，看看是否存在真正的实惠。

更重要的是，不论平台和商家如何进行促销，消

费者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这件商品自身是否需要，不

能仅仅因为有折扣而去购买。

部分商家刻意混淆的“定金”与“订金”，

二者的区别在于“定金不退，订金能退”。消

费者在支付前应仔细查看商品的预售介

绍。同时，还要算准每件商品的尾款数，确

保达到满减要求，以免错过抢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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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涨后降，“低”价不低
注意区分“定金”与“订金”

赠品虽多，小心藏“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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