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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2日 星期四焦点关注焦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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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1日，这已是第7

个“双 11”购物狂欢节。相比过
去，今年的“双 11”除了电商比
拼、网友抢购、快递调兵遣将，阿
里、京东等电商平台还分别举办了

“双 11”晚会，狂欢的沸点不断被
引爆。

11月12日0时过后，燃烧的激情正慢慢褪去，人们终究要从
狂欢中回到现实。的确，快节奏带给现代人太多的压力，大家很需要
在狂欢中宣泄。不过，狂欢终究是非理性的状态，欢快、刺激，但也容
易迷失了双眼，看不见问题。“双11”的狂欢也是如此。

狂欢之后，问题需要靠冷静的理性来解决。只有理性常在、
为狂欢保驾护航，狂欢才能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

从2009年初创“双11”购物狂欢节至今，每一年都几乎有新
花样出现。“双11”购物优惠、秒杀、线上线下同步购物、移动端
购物、海淘全球购、“双11”晚会，每一种新形式的出现都会成为
当年“双11”的一个新亮点，也让购物狂欢节有了新的理由继续
狂欢下去。

于是，虽然年年有网民自称“再买就剁手”，但每到“双11”
当天的0时0分许多人仍然要开始刷网页、填购物车、网上付款，
静悄悄的夜里只留下鼠标的点击声、手指与键盘的摩擦声。而电
商平台也是获得不少盈利，例如阿里，从 2009 年的 0.52 亿元到

2010 年的 9.36 亿元，再到 2011 年的 52 亿元、2012 年的 191 亿元、
2013年的362亿元、2014年的571亿元，2015年的912亿元，销售
额呈现迅猛增长。

然而，这过程中我们并不是没有看到狂欢的后遗症。例如部
分商家“先提价后降价”的虚假销售、部分假冒伪劣产品在“双
11”中大量销售却无法让消费者顺利退货、快递爆仓、电商平台
相互掐架等等，都让人不得不反思“双 11”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而从阿里注册“双11”商标所引发的争议到不久前京东举报阿里
在“双11”促销活动中胁迫商家“二选一”，更是让人联想大型电
商平台之间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至于举行众星云集的大型晚
会，到底是富有创意还是纯属烧钱，也都处于争议之中。

所幸的是，狂欢之余，头脑清醒者有之，问题的解决方案也
有之。面对“先涨后降”虚假促销、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国家工
商总局和地方工商部门分别约谈电商，规范“双11”促销；面对
快递爆仓的压力，各大快递公司积极拓展业务能力、做好预案，
化解问题；而电商平台之间的掐架，也会得到有关部门的约谈并
加以规范。

事实上，只有理性地解决产生的问题，才能让“双11”的狂欢节
继续存在下去，并成为全民的狂欢节。倘若一味追求狂欢、无视问
题，那么终究会让消费者感到失望，“双11”的魅力不断减退。

今年的“双11”是否完美地解决了狂欢之余的后续问题、明
年的“双11”是否还能狂欢下去？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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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之变 中国电商走向世界

“因公务安排，总理参加不了活动。总理对‘双11’的
创举和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和鼓励。向你并所有电商和
广大网购消费者表示问候。有时间会再找机会看望你
们。”11月10日晚，阿里巴巴就在网上晒了这样一段电话
记录，对话双方是李克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和马云。

总理对“双11”的关心背后，是“双11”成为正在
转型升级和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双 11’已经成为了中国消费者的一种生活方
式。”马云曾这样直言。事实上，“双11”的影响范围已
经开始不局限于网上，甚至不局限于国内。

比如线上线下的互动。早在十几天前，走在北京朝
阳大悦城内，能看到各种品牌构成的“天猫”头像。数
据显示，今年的“双11”，仅天猫就联系了线下18万家门
店参与，以旧换新、先试后买、上门安装等服务，因为线
下商店的参与成为了可能。

比如移动端的暴涨。截止到 11 日上午 9 时 52 分，天
猫交易额超过500亿元时，阿里巴巴就宣布，其中来自无
线端的比例达到了72.93%，成为绝对主力。来自京东的数
据也显示，移动端的订单量占比超过70%。

比如农村淘宝首次参加“双 11”。数据显示，今年参
加农村淘宝“双11”活动的有8000多个村子。11日凌晨1
时48分，第一单送到了重庆奉节山区，当地草堂镇竹坪村
的村民牟军兵收到了这台不到两小时前下单的彩电。京东
后台数据则显示，农村市场最喜欢购买的家电是电视。

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据介绍，今年阿里巴巴的“双11”主打全球化，有4万多个

商家、3万多个品牌和600万种货品参与了天猫“双11”全球狂
欢节，包括了来自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 25个国家和地区
的 5000多个海外知名品牌，覆盖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
者。日本花王、美国梅西百货领衔全球上百家顶级零售商与阿
里巴巴集团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并且在“双11”前夕大规模集
结入驻，参与这场全球化“双11”消费狂欢节。

10日晚上，阿里巴巴在水立方办的晚会现场，吸引了 100
多名外媒记者。而在外媒上，关于“双11”的报道也很多。例如，
英国《每日电讯报》发文说，“忘了小小的黑色星期五吧，‘双
11’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线上购物节。”美国《商业周刊》也承认，

“双11”规模远远超过了美国感恩节后的“网络星期一”。
“全球买”“全球卖”的目标，带动着这一活动走向国际

化。而跨境电商的发力，则为这些提供了保障。10日，国内
首架直购跨境电商包机，搭载共计 90 吨 7 万余件韩国商品，
从韩国首尔直抵上海浦东机场。

阿里方面表示，目前旗下菜鸟网络已经覆盖全球224个国
家和地区，包括北极圈的冰岛以及智利、太平洋岛国、梵蒂冈
等国家都能送达，每天可处理400万个订单。

去年，阿里巴巴赴美IPO，引起了国际市场的轰动，风头
一时无两。如今，伴随着中国各大电商巨头的竞争，中国电商
走向世界的步伐早已启动。他们能否复制在中国市场的成功？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912亿元。
这是今年的“双11”购物节，阿里巴巴最终公布的销售额。

在此之前，天猫用了72秒达到了10亿元，用了12分28秒达到了
100亿元，用了33分53秒达到了200亿元，9小时52分22秒达到
了500亿元，21小时35秒达到了800亿元。

自从2009年“双11”购物节诞生以来，这个生造出来的购物
狂欢节，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网络购物节，也已经成为中国人
消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路走进第七个年头，“双11”的节节攀升，背后是中国经
济的有效转型升级，以及“互联网+”带来的时代新气象。

七年磨砺 中国电商走向成熟七年磨砺 中国电商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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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之痒 购物狂欢在问题中前进

评价“双 11”走过的历程，财经作家吴晓波感
慨说，那时候网络购物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重不到 2%，而网购用户刚刚突破 1亿，阿里人的造
节灵感无疑是天才的。

但也正如吴晓波所言，自从第一次“双 11”以
来，中国互联网“形转势移，万物焕然”，很多初衷
及条件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事实上，问题在不断涌现，也在不断得到解决。
2010年那次爆发式增长，带来的是国内电商物流史

上的第一次爆仓，许多人的经历是，从前只需两三天就
能送到的快递，用了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送到，也是从
这一年开始，商品供不应求、早早断货的现象开始出现。甚至，那一
年还出现了卖家把打印机打爆的事件，许多猝不及防的企业，把财
务、行政部门的员工临时抽调到电商部门，甚至还觉得捉襟见肘。

直到今年，物流公司应对“双 11”的备战依然丝毫不敢马
虎，许多物流公司早在7月就开始准备。例如，中通计划临时增
加派送员1.6万人以上，新增临时派送车辆4000台；韵达改造并
扩建45个分拨中心，储备车辆1000台，储备人员1万人；圆通则
在常规增加之外，还额外投入了两家波音737—300货机。

而在每年的“双11”，打不开页面、付不了款的问题，总
是网络上用户抱怨最多的。家住烟台的张敏告诉记者，今年

“双11”，她早早为家人选购了某著名品牌的羽绒服，并早早
在手机上等着，时间一到，迅速提示“数据加载失败”。并提
示“稍后重试”，等到能打开的时候，早就销售一空。“这已
经是连续第二年出现问题了，明年我可能不会这么试了。”

据张勇回忆，早在 2011 年，就出现过“双 11”开场后，
整个商家后台配置的衣服颜色尺码全乱的现象。“所以从那时

起，我们每年无论从技术、业务还是安全的角度，都会有
很多的预案，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

如果说这些问题都还算是成长路上“甜蜜的烦恼”，毕
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电子商务企业真正成长了起来，也带
动物流、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升级，那么在“双 11”进入第
七个年头的时候，很多棘手的问题开始显现。

面对巨大的蛋糕，市场的竞争开始出现了很多恶性的迹
象。11月3日晚间，京东向国家工商总局举报，称阿里巴巴扰
乱了电子商务市场秩序。阿里巴巴方面则回应称：“对于竞争
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消费者选择。”隔日，“天猫双
11筹备委员会”发言人芳娅公开以“鸡实名举报了鸭，说鸭垄
断了湖面……”，回击京东的举报。

与此同时，苏宁与阿里的结盟，京东与腾讯的结盟，两
方都是互联网巨头的强强联手，早早在各种媒体
上开始了口水仗，甚至不乏用语粗俗的
广告，把竞争的火药味展现在了公众面
前。

吴晓波则更进一步认为，从 2009
年至今，中国互联网爆发性的人口红
利吃完了，上网人口已经超过全国成
年人的 2/3，未来不太可能再出现过去
那样爆炸性的业绩增长。他还认为，当
前网购市场形成的双寡头格局，竞争渐渐
背离了初衷，人造气息越来越重，无谓的
攻击造成没有必要的舆论环境败坏。

11月10日晚，两台大型综艺晚会分别在湖南卫视和央视直播。
出尽风头的是湖南卫视的晚会。在北京水立方内的舞

台上，“007”扮演者丹尼尔·克雷格现身晚会现场，而
这场由冯小刚执导，湖南卫视当家主持人何炅、汪涵
合作主持的晚会上，国内一线明星数量，完全不亚于
任何一场晚会。唯一的区别是，在这台晚会上，卖东
西、抢红包、抽奖一应俱全，而节目的压轴奖品，则
由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抽出。

因为，这是一台叫做“双 11狂欢夜”的节目。这
台节目之所以会出现，就是为了迎接“双11”购物节。

这台晚会的投资额多大尚不得而知，但“双 11”
出现的第一年，这样的场景还无从想象。

时间回到2009年，那时在中国互联网上，11月11日还是约
定俗成的“光棍节”，是单身青年男女们自娱自乐的一个民间节
日。如今已经成为阿里巴巴集团CEO的张勇是最早提出将“双
11”打造成购物节的人。彼时，淘宝商城 （后改名“天猫”刚
上线两年，还没有什么名气，他们想借此推广。

“我们当时开玩笑说，那一天光棍们都没事干，就忽悠他们到

网上买点东西。但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做那么长远。”张勇回忆说，
第一年参加的商家很少，甚至他本人都没有全天盯着。

那天的销售额最终定格在了5200万元，这超出了所有人
的预期。作为对比的是，今年“双11”，仅仅用了72秒，销售额就
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此后多年，如同所有人所熟悉的那样，

“双11”的销售额一直都是一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故事。
2010年，淘宝商城单日销售额达到9.36亿元，每秒超

过 2万元交易额，11家店铺销售额过千万元，181家店铺
销售额过百万元；2011 年，淘宝商城和淘宝网联合创造
了 52 亿元的纪录；2012 年，总销售额达到 191 亿元，其
中3家店铺超过1亿元；2013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50亿
元，超过了美国的“网络星期一”，“双11”成为全球最
大的互联网购物节日；2014年，已经赴美上市的阿里巴
巴宣布，“天猫”在这天交易额突破了571亿元。

而在今年的“双11”，到下午5时28分，就以719亿元
的交易额，超过201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单日销售额。

水涨船高。交易额大幅度上升的背后，是中国电子
商务的飞速发展以及用户习惯的改变。国家统计局最
新发布的《2015中国网购用户调查报告》显示，当前网
购用户近八成的传统线下消费已经被线上消费所替
代。国家邮政局预计，今年“双 11”快递包
裹将超过7.6亿件，大幅超过去年的5.4亿
件。阿里巴巴预计，2015年“双11”将投入
170 万名快递员，40 万辆配送交通工具，
5000个物流仓库以及200架飞机。

“双 11”成为一个特殊的商业符
号，参与其中的也早已不局限于当初的
淘宝商城一家。每年的这一天，几乎成
为中国商业的一场狂欢。来自京东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15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5时，京
东商城下单量超过2000万单。

“双11”期间，苏宁线下门店与线上苏宁易购同步开
展优惠活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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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天猫热闹的天猫““双双1111””晚会现场晚会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全球最大网络购物狂欢全球最大网络购物狂欢
——“双11”七年记

2013 年，浙江宁波
一 家 电 商 公 司 正 备 战

“双11”。 资料图片

2015年“双 11”当天
京东商城的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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