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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双11”又要来了，今年可谓是
迎来最严监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多次发文规
范市场，多部门都指导电商平台做好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重点整治“二选一”问题，这种情况
下，消费者能拿到实惠吗？

11月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开“规范网
络经营活动行政指导座谈会”，召集京东、阿里
巴巴、拼多多等20多家企业参会，规范“双11”
网络经营活动，点名“二选一”违法。

同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委托浙江省市场
监管局开发建设的“全国网络交易监测平台”
在杭州上线，将对网络交易实现大数据、人工
智能监管，甚至可实现检测电商平台是否在卖
假货。

为迎接“双11”，各地市场监管局也召集电
商企业，指导规范“双 11”营销。例如，11月 1
日，北京市场监管局等五部门对京东、天猫、美
团等10家企业提出指导意见，要求企业从广告
宣传、消保维权、价格管理等7个方面规范。

同日，上海市场监管局牵头召集拼多多、
美团点评、国美在线、小红书、饿了么、洋码头等
22家电商企业召开行政约谈会，督促电商企业
规范促销行为。

11月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再发文称，切
实加强“双11”活动期间市场监管，严厉打击销
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对违法经营者形
成强大威慑，建立起违法必究的稳定预期。

记者注意到，今年“双11”的监管非常重视
电商平台强迫商家“二选一”问题，原因主要是

“二选一”问题今年凸显。
近日，格兰仕对外发布情况通报称，于

2019年10月28日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天猫
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相关事宜提起诉讼，
并于11月4日得到受理。

实际上，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电子商
务法》就对电商“二选一”做了规范。2019 年

“618”前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曾召开座谈会，
要求电商平台禁止通过协议等方式限制、排斥
促销经营者参加其他平台组织的促销活动。

2019年6月至11月开展的2019网络市场
监管专项行动(网剑行动)，也严厉打击不正当
竞争行为，依法查处电商平台强迫商家“二选
一”行为。 据中国新闻网

“双11”迎最严监管：整治“二选一”
从网友打趣的“光棍节”，到单个平台的

“网络促销活动”，再到带动全球消费市场的数
字经济体联动，11岁的“双 11”，已成为国内
外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经济依靠和
竞逐的重要平台，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的策源之地。

商品更多、市场更大、
动能更强

“双 11”即将揭幕，各大电商备战早早开
启。线下，地铁站台、公交站牌的预售广告随
处可见；网上，各种直播“种草”“安利”信
息铺天盖地……不出意外，今年“双11”的各
项指标又会攀上一个新高度。

这将是一次全球规模的数字经济体联动。
据天猫总裁、淘宝总裁蒋凡介绍，今年“双
11”共有5万个新品牌新商家首次参与，其中既
有引领潮流的国际大牌，也有崭露头角的新锐
品牌。11日当天，来自全世界20万个品牌的官
方旗舰店将集体推出折扣措施，为用户节省至
少500亿元。

“双 11”也已经成为制造业新品的集中展
示日，手机数码、家用电器、美妆、个人护理
与鞋包服饰是新品爆发速度最快的领域。

“双 11”与我国实体经济的亲密度越来越
大。从田间地头，1000 个原产地的新鲜农产
品，将不隔夜送达北上广深等城市。一个名为

“提前卖空贫困县农货”的“双 11”计划，让
互联网成为脱贫攻坚的新窗口。

上海财大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鸿钧认
为，“双11”进入第11个年头，巨变背后是中
国经济和消费的持续增长。消费已经连续 5年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且一直保持着
稳健增长，新消费带来的内需潜力释放才刚刚
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新消费体现了产品品质
的提升和创新，体现了中国经济从效率驱动到
创新驱动的转型。

“追新一族”
与“启发式消费”

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85 后”“90
后”，化身“追新一族”，在网上搜寻、关注、
购买各个领域最新潮流商品。尤其是一些创意
产品，让互联网具备了“启发消费”的新功
能。

通过电商平台，中国人传统的“秋裤”变
成了世界“潮品”。在 2020 春夏纽约时装周

上，“82 岁”的中华老字号三枪开发的一系列
中国“秋裤”首次亮相国际T台，成为吸睛的

“潮款”。
“冬天纽约那么冷，这样的秋裤哪里可以

买到？”“ （秋裤） 简直是冬天的救星，为什么
只有中国有这样的发明？”外国消费者纷纷发
问。

除了新产品、新市场，更有新模式吸引网
购群体。近两年来，电商直播已成品牌和商家
的标配，边看边买也成为“剁手党”的“标准
动作”。“双11”临近，各大平台一批主播摩拳
擦掌，成为电商新势力。他们中包括汽车4S店
销售员、化妆师、发型师、厂长、村播等各行
各业。从产品看，除了服饰、美妆、食品等传
统畅销品，数码、家电、汽车、农产品等品类
也纷纷崛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研究院执行院
长朱克力表示，从趋势看，“双 11”将更集中
彰显消费尤其是新电商消费对增强经济动能，
以及提升企业能级的助力牵引，更充分体现高
端化、个性化和多元化消费升级趋势，为传统
生产制造型社会走向协同共享消费型社会的转
换提供了生动注脚。

绿色“双11”
渐成消费共识

业界研判，今年“双 11”期间，绿色消
费、绿色物流将成为一大趋势。“双 11”倒计
时 10 天，某电商平台推出了电器、数码产品

“以旧换新”专场置换活动，手机、电脑、数
码相机、摄像机、空调、电视、冰箱、洗衣
机、耳机等80多个品类、覆盖260多个品牌的
4万种商品都可换新，以减少各个家庭闲置资
源的浪费。

通过号召、带动公众参与，我国绿色快递
发展迅速。全国 4万多个菜鸟驿站、各大快递
公司的 3.5 万多个快递网点，都设立了“回箱
计划”点，消费者除了身体力行循环回收，还
可以获得蚂蚁森林能量，植树造林。而“蚂蚁
森林”项目，不久前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一些电商和快递企业表示，“双 11”告一
段落后，将设立“全国纸箱回收日”，号召全
社会一起回收纸箱、包装物，加入绿色收货行
动。

此外，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不断加强，以
节能家电、绿色商品、闲置交易为代表的绿色
消费走红。“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研发的海

水稻等“袁米”，已累计在天猫售出 55 万公
斤，相当于支持 110万平方米盐碱地改良。消
费者每购买1公斤“袁米”，就能帮助改良2平
方米盐碱地。“袁米”的背后是袁隆平的宏
愿：在一亿亩盐碱地种植海水稻，让荒漠变良
田的同时，多养活八千万人口。

供需两端
“数智化”转型加快

今年一次促销，智能锁销售同比增长了
454%。跟电动牙刷、体脂秤一样，智能锁一夜
之间成为“通向未来生活的入口”。爆发式增
长的背后，既是消费升级的拉动，更是 5G 开
启前，智能家居时代的信号。

专家认为，随着消费理念、消费方式和消
费品质的升级，新经济、新需求、新消费正逐
渐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正在重新
定义消费逻辑。

今年“双 11”，快递无人车将在更多校园
开跑，中国物流无人车或迎来商业化运行时
代；菜鸟智能供应链大脑，将帮助十万商家用
一部手机管生意；随着中欧班列、跨境包机等
增加，数字化通关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数字
桥梁，帮助中小企业全球运转……专家表示，
数智技术今年成为“双11”的强劲引擎，推动
效率大幅提升。

如无意外，今年“双11”中国快递的峰值
处理能力或将再创新高。以“四通一达”为代
表的快递公司表示，将用更高效率的物流网
络，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来服务这场网购盛宴。

“买卖全球”让世界
“共享一个购物车”

天猫国际和考拉海购协同连接起 3万多个
海外品牌，通过海外原产地直供，让更多消费
者足不出户“买全球”。在国际市场，一批中
国品牌迅速崛起，不仅赋能中国企业出海，还
帮其他国家中小商家卖全球。

在打破地域限制的互联网上，网络主播们
在全球各地，用不同语言，24小时不间断地推
介世界各国的热门消费品。

西班牙古堡的红酒、埃塞俄比亚的咖啡
豆、以色列沙漠的摩洛哥油、新西兰森林的蜂
蜜、泰国丛林的乳胶枕……这些商品虽然相隔
万里，但通过电商平台，世界各国人民“共享
一个购物车”。 据新华社

从“双11”脉动观察中国消费新趋势消费
分析

随着“双11”临近，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推
出花式减价规则，其中一些优惠套路缺乏诚
意，使消费者对这个号称“年度价格最优”的
购物节产生倦怠。

“双 11”活动分为预热期、专场期、爆发
期、返场期等，各阶段不同的游戏规则已经

“劝退”了不少网友。“养红包”“盖楼”“预付
立减”“付定金打 X 折”等庞杂的促销规则，

让 不 少 网 友 直
呼：“没点奥数功
底 ， 都 不 配 过

‘双11’了！”
记 者 在 某 电

商 旗 舰 店 看 到 ，
一款商品的优惠
包 含 预 售 、 定
金、店铺券、随
机红包、购物津
贴及满减；加购3
款商品即有机会1
元 清 空 购 物 车 ；
当天累计实付前
十的买家获赠价
值 2000 元的商品
等。此外，全民
开喵铺、组队盖
楼大挑战、拉人
赢红包等活动也
在考验消费者的

“综合运算能力”。
今年首次推出的“双11合伙人”计划，通

过完成任务积累能量值的方式换取购物红包，
依托社交网络进行“组队”。不少网民近期都
收到了邀请其为好友战队助力的链接。有网友
表示“钱没分到多少，欠下的人情都快还不起
了。”当用户付出了时间、精力乃至人际关系
后的“丢失感”多过省钱带来的“获得感”，

则会逐渐丧失对平台的信任。
记者从一些商品以往的购买评论中注意

到，某些商品早在其他活动中就进行过减价优
惠，价格基本与“双11”当天持平。有些店家
甚至会在“双11”前事先抬高售价，大打“价
格迷雾阵”。不实促销让消费者雾里看花，经
过优惠叠加后，到手的价格相较于原价并未降
低许多。

面对商家打折招数，有关专家教你见招拆
招。

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模大、信誉度高的
网店、自营商城和第三方购物平台，选购过程
中需擦亮眼睛，货比三家，从“质”“价”中
择优。

查询官方信息，在拨打商家客服电话咨询
时仔细确认其是否为官方电话。不随意点击不
明链接和弹窗，不轻信抽奖、中奖信息，不轻
易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码等个人信
息提供给他人，不泄露手机动态验证码，以免
上当受骗。

理性消费，拒绝“限量”“秒杀”等营销
噱头，避免冲动消费。通过其他渠道了解所购
产品的质量价格情况，关注价格变化，详读优
惠规则使用限制条件。可通过保存促销活动的
规则及商家作出承诺的截图等方式，避免掉入
活动规则的陷阱。

专家同时指出，作为全球商贸盛会，不能
只要求消费者练就“火眼金睛”，更需要加强
监管和社会共治。 据新华社

“双11”，今年11岁。从“光棍节”的代名词，
逐渐演变为全球制造商和电商深度参与的消费者
狂欢日，“双11”茁壮成长，展现出中国消费市场和
经济的潜力和活力。

——数字之变：销售额从0.5亿元猛增至去
年的2135亿元。

2009年的“双11”，销售额是5200万元，27个
品牌参与活动。

2018年天猫“双 11”的最终成交额锁定在
2135亿元，物流订单突破10亿，18万个品牌参与，
200多个品牌成交额过亿元。

2019年“双11”将至，电商平台天猫披露，全
球超过20万个品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2000
个进口品牌将深度参与。

——市场之变：从“买全国”到“买全球”。
从刚开始的“买得到”，到“买得好”“边买边

玩”，再到现在的“跨境购”“智能化体验式购物”，
电商购物的不断升级，也是中国消费升级的一个
缩影。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智利车厘子、泰国榴莲、
越南火龙果……正在深入三至五线城市和县域
地区。据天猫国际数据显示，县域地区跨境电商
的渗透率从2014年的1%，增长到2018年的7%。

——模式之变：线上线下从“冲击”到“共振”。
2015年前后，一些实体店关门，电商“冲击

论”甚嚣尘上。经过多年的合作与发展，如今，线
上和线下深度融合，变成了“一家亲”。

新零售时代，互联网电商巨头纷纷开始线下
布局，收购大型商超、加盟社区小店等。与此同
时，不少实体零售积极拥抱线上，商品价格统一、
玩法统一、互动形式统一，惠及线上线下消费者。

——效率之变：快递从“下周见”到“今日达”。
多年前，“双11”被吐槽最多的就是“我的快

递怎么还没到”，如今，这样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少，
快递运送不断加速度。而这背后，是快递业的智
慧转型。

业内人士分析，数智化的电子面单也助推快
递行业进入自动化、智能化的爆发期，快递自动化
显著提升了物流效率。 据新华社

“双11”11岁了，
来看看这些成长的变化

消费
提示 商家打折招数多，专家教你见招拆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