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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禅城区浩晋塑胶制品厂（经

营者：关伯其）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伍李广猪肉档（经营

者：伍李广）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双 11”16 年

了。这一见证电商行业飞

速发展的“购物节”，已成为

影响力极广的消费盛事。作

为观察中国消费市场的重

要窗口，今年的“双11”

有哪些新亮点？

今年的“双11”，比往年来得

更早一些。

10月8日，抖音、拼多多便

启动了大促预热；10月14日，天

猫和京东同时开启“双 11”活
动。这意味着，今年“双11”时间

跨度持续约一个月，刷新了自“双

11”概念诞生以来的购物周期。

超长预售期，使得商家备货

发货、优化库存的时间更充裕。

济南中通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临沂

分拨中心网络管理负责人孙德成

说：“消费高峰在10月22日、11
月1日、11月11日等节点多次

出现，大大减轻了瞬时流量的压

力。”

不少平台推出多项扶持政

策，在优惠力度上也持续加码，

“砸”出真金白银。

“双11”期间，抖音电商有针

对性地推出“四个降低”“两个优

化”等多项扶持政策，帮助商家提

质增效。对于新商家和中小商

家，平台也推出一系列利好政

策。抖音电商负责人说，本次新

商免佣是历年扶持政策中力度最

大的一次。

政府补贴首次“入场”也成为

今年“双11”一大亮点，“以旧换

新”热度高涨。“平台优惠加上政

府补贴，补上加补后，家电、家装

的一些商品优惠在六折左右，确

实很‘香’。”购买了多款家电产品

的贾女士说。

苏宁易购升级“国补、厂补、

苏宁补”三重补贴，优惠不止五

折，推出200款家电一口价；“双

11”全面开启以来，“以旧换新”订

单同比增长超110%。“双11”期
间，全国超过90%的县域农村地

区均有消费者通过京东进行“以

旧换新”。

线上线下消费势头强劲，消

费热情持续升温。

记者在北京、济南、沈阳等多

个城市看到，实体商超、餐饮店铺

等，也积极加入“双 11”促销队

伍。在济南一家自助火锅店，

69.9元一位的单人套餐近期已

销售7000余份。店铺负责人张

刚说，线上享受优惠、线下享受服

务已成为消费常态，间接促进了

业绩增长。

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0
月30日，2024年“双11”全网累

计销售额达8450亿元。

“参与平台范围不断扩大、物

流等电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商

家对消费者的洞察更精准，国内

市场依然存在消费潜力。”中国国

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

家李鸣涛说。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双

11”表现不俗的背后，是多重政

策利好、平台着眼服务、商家深

耕市场等因素的结果。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先

期出台是重要利好。”中国家用

电器协会副理事长徐东生说，不

少品牌抓住“双11”促销时机，

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数据显

示，天猫开启“双11”预售活动

首小时，大家电整体成交较去年

预售同期上涨765%。

今年“双11”，平台将竞争

焦点从价格战更多转向服务升

级。

电商平台开始意识到“做减

法”的重要性，不再以价格战为

噱头。今年，微信支付全面接入

淘宝、天猫，存在多年的支付“壁

垒”首次被打破；菜鸟等快递公

司与多个平台达成合作。

“平台做减法，并不意味着

销量会下降。相反，消费者获得

更多实惠和更优体验，会助推消

费市场‘升温’。”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丁瑛

说。

商家也更多回归注重产品

和用户体验的本质。

“喜欢什么样都可以告诉

我，我会帮你把这块玉打造成独

一无二的样子……”“双11”前，

记者走进辽宁岫岩一家个性化

定制玉器工作室时，“00后”负

责人唐校正在直播。他说：“年

轻人更懂年轻人，‘DIY+电商’

的路子，让岫岩玉走出大山，被

更多人爱上。”

“消费者的选择渠道更多

了。对商家来说，产品品质如

何、能否带来实惠，是决定销量

的关键。”山东优可熊母婴用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大龙说，通过

完善产品供给，今年“双11”期
间，公司产品销量较平常增长了

3倍。

“双11”不仅是观察消费市

场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观察消

费趋势变化的重要节点。

业内人士认为，支付、物流

方面的互联互通等举措，意味着

服务将更加回归消费者本位，让

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随着“双11”购物节的不断

发展，消费者对购物体验、退换

货等售后服务有更高期待，这也

意味着电商平台的服务能力要

进一步提升。

推进诚信建设也有助于释

放更多消费潜力。中国法学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说，平台应通过建立

良性的消费信任、兼顾消费者和

商家的公平规则，持续激发消费

市场活力。商家自身也要重视

品牌建设，平衡短期利润和长期

收益。

利用技术赋能，有助于进一

步推动电商发展、提升消费体

验。

借助AI助手、AI数字人直

播等技术，平台可有效增加内容

供给、提升竞争力。“人工智能技

术在电商场景的应用将进一步

拓展，对全行业的赋能也将进一

步增强。”李鸣涛说，在尊重消费

者隐私的同时，可以利用大数

据、技术分析等手段，优化购买

咨询、商品选购、售后维权等消

费全链路。

此外，更多市场空间值得期

待。

今年“双11”，县域市场消

费火热，带动不少商家整体销量

上升；兴趣消费和情绪满足类产

品也表现不俗。业内人士认为，

通过丰富消费场景、深挖文化内

涵、聚焦情绪价值，电商平台不

断打造市场新增量，促进消费市

场持续回稳向好。

在李鸣涛看来，随着数字化

技术的深入应用，中国电商行业

的新形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如

直播电商、融合线上线下优势的

即时零售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全球电商行业的发展趋

势，未来海外市场将带来更大的

增长空间。

（综合新华社、光明网、金羊网、海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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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期长、力度大、势头劲

2缘何保持活力？ 3推动电商行业转型升级

2024“双11”的

新变化

互联网巨头“互联互通”无疑

是今年“双11”热度最高的话题之

一。作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两大

巨头，长期以来，淘宝和微信的支

付系统一直未能完全打通。这种

局面在今年“双11”被打破。

不仅是微信与淘宝，阿里和京

东也互相开放，淘宝天猫接入京东

物流，京东也接入菜鸟速递和菜鸟

驿站，并接入支付宝支付。

今年的“双11”，成为史上最开

放的“双11”。随着平台间壁垒的

打破，电商市场的竞争格局或将迎

来新一轮洗牌，竞争将更加聚焦于

产品质量、价格优势及服务体验等

商业本质要素。

1 壁垒打破
电商平台互联互通

2 政策加持
以旧换新带来高人气

国家推出的大规模家电以旧

换新补贴首次参与“双11”活动，政

府补贴与平台优惠可叠加使用，进

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

例如，天猫携手众多品牌，联

合投入60亿元，通过发放品类券、

品牌官方让利等方式，响应以旧换

新增量政策；拼多多启动了“超级

加倍补”活动，重点补贴手机、数

码、家电等类目单品；京东支持消

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全国超过90%

的县域农村地区均有消费者通过

京东进行以旧换新；苏宁易购推出

“万店齐补，不止5折”活动，在承接

政府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联合

众多家电品牌加大资源投入，整体

优惠力度低至5折。

3 注重品质
各大平台不再死卷低价

今年“双11”，“全网低价”表面上

看已不再是各家竞争核心，平台牵头

开始“反内卷”，不再强制搞低价。

过去几年，国内电商行业经历

了高强度内卷竞争，各平台铆足力

气比拼“全网最低价”，也将电商环

境推至了悬崖边上，形成了恶性内

卷。今年以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

到，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

式”恶性竞争。

摒弃一味卷低价后，电商平台

们开始回归电商本质，注重起长期

价值，逐渐弱化低价策略，更加重

视消费体验。

4 AI助力
电商平台更懂消费者

在“双11”的各大电商平台上，人

工智能的作用显而易见。从个性化

推荐系统到动态定价策略，AI正在帮

助商家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例如，某领先的电商平台使用了深度

学习算法，可以分析用户历史购买数

据、浏览习惯等信息，实时生成个性

化的商品推荐。

AI技术还被应用于库存管理和

供应链优化。在“双11”期间，电商平

台的订单量激增，如何高效管理库存

成为了商家的核心挑战。通过机器

学习算法，电商能够实时预测不同商

品的需求，并相应调整库存，避免因

缺货而导致的销售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