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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
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我们实施

“互联网+”行动计划，带动全社会兴起了创新创
业热潮，信息经济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不断攀升。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进则
退，慢进亦退。我们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
息“大动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
规划纲要都对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
动计划、大数据战略等作了部署，要切实贯彻落
实好，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
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
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
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
重要观点。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
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
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
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相比城
市，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短板。要
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农村互联网建设步伐，扩大

光纤网、宽带网在农村的有效覆盖。可以做好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发展智能制
造，带动更多人创新创业；可以瞄准农业现代化
主攻方向，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水
平，帮助广大农民增加收入；可以发挥互联网优
势，实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
联网+文化”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
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困难群众用上互联
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让山沟里
的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可以加快推进电子
政务，鼓励各级政府部门打破信息壁垒、提升
服务效率，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解决
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等等。这些
方 面 有 很 多 事 情 可
做，一些互联网企业
已经做了尝试，取得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摘自习近平在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

年4月19日）

缘起

我对购物没兴趣，家里添东置西，主要
靠我爱人。

有天傍晚，一个朋友微信我说:“今年
‘双 11’主会场在浙江杭州，在阿里巴巴西
溪园区总部，你要不要来感受一下？”不就是
全民买东西吗，有啥好感受的？我准备找借
口婉拒。

朋友在阿里巴巴工作，老家山西祁县，
是 《乔家大院》 主人公晋商乔致庸的老乡。
他有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当年晋商“货
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和现在阿里巴
巴做的事类似。

收他邀请是10月30日，第二天似乎鬼使
神差，我竟回复：“帮我报名。”

几个原因让我打定主意。一是我想到，
进博会 11 月 5 日开，10 日闭幕，次日即是

“双11”，太巧了，对比它们应该有意思。二
是今年是第 11 个“双 11”，这个数字有意
思，10年有多大变化值得关注。三是老听人
说，“新消费来了”，到底如何呢，“双 11”
上或有答案。

“扫描邀请函二维码，在线上传个人靓
照，订制专属的工作证。”按要求，我在网上
报了名。

杭州，我又要来了。想想，还有点激
动。这是第三次去杭州。第一次是2012年初
冬，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当时浙江一家世
界500强企业的副总感慨“气象之新”，告诉
我，他主动订阅了 2013 年的 《人民日报》，

“订的是对国家未来的信心”。第二次是2018
年夏，全球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在杭州举
办，我参加报道，顺道去看了良渚古城遗
址，没想到这里一年后申遗成功。从记忆点
看，它们分别是政治、文化话题。

这第三次，则是经济。

到达

我订了高铁票。北京南站出发，1300公
里，4小时32分即到杭州东站。

手机收到信息：受邀者统一入住“菲住
布渴”酒店。阿里巴巴有“花名”文化，我
纳闷，这酒店名是逗趣的吧。按图索骥，到
地方一看，酒店名竟真是“菲住布渴”——

“非住不可”的谐音。
酒店没前台，大厅摆着几台类似自助取

款机的设备。办入住时，刷身份证，人脸识
别，输手机号，再输短信验证码，OK 了。
穿过一个有点时空隧道感的走廊，拐弯上电
梯。电梯内人脸识别，我住四楼，因已登记
信息，能按亮相应楼层按钮。到房间门口，
我发现没带房卡，不过没事，酒店本身就没
房卡，门上有摄像头，扫脸入住。进屋之
后，更神奇一幕出现了，竟然能用语音控制
室内设备，关窗帘、开灯等。这大概是未来
酒店的样子吧。

出酒店不远，就是阿里巴巴西溪园区。
已是11月10日傍晚7时，门口保安个个

脖子上围着红丝巾，很显时髦。一进园区，
像进了一个庙会，到处是激动的人群和面
孔。他们身穿红色 T 恤，一边合影，一边挥
舞着大麦穗高喊，“大卖！大卖！”一个健壮
的小伙，“咚咚咚咚”敲响“定胜鼓”。几个
临时搭建的玻璃房子直播间，正在调试。天
已擦黑，各色灯光亮起来了，射在上下左右
不同方向。园区门口，聚拢不少路人，纷纷
拿手机拍照。当时有个深切感受：不就卖个
货嘛，竟然能搞得这么欢乐，怪不得叫“天
猫‘双11’全球狂欢节”。

在园区转了一圈，又在员工餐厅吃了碗
牛肉面、喝了杯奶茶，然后去媒体中心。

“拭目以待”

媒体中心的活动，晚上 9 时半开始，一
直持续到凌晨1时半。

我早早赶到，看到有人在体验美妆，还
有各种潮货展览。稍加流连，等排队挤进
场，发现偌大会场，灯光绚烂、音效亢奋、

屏幕超大，但只有后面几排有座了。
找座位落定，看到群里有人分享竞猜游

戏：预测天猫“双 11”销售额达到 100 亿
元、1000 亿元、2135 亿元 （这是 2018 年的

“双 11”总成交额） 的具体时间，精确到
秒；估算“双11”全天的总销售额。

询问了几个朋友的消费意愿后，我估
算：00︰01︰28 成交 100 亿元，01︰20︰15
成交过 1000 亿元，16︰48︰31 达 2135 亿元，
全天总成交2668亿元。

10 日晚 23 时 28 分，我把这条预测发到
朋友圈。远在甘肃的朋友留言，“拭目以
待”。还有朋友说，“要是算准了，给你清空
购物车”。我的第一个预测是 1 分 28 秒成交

额过百亿。11 日 0 时终于到了，我紧张起
来。时间每过一秒，大屏幕上自动更新销售
数据。

最后 1 分 36 秒成交额达 100 亿元，比我
估算的迟了 8 秒。我把数据第一时间传回单
位，然后在 0 时 5 分更新朋友圈：“误差：8
秒。”我的第二个估测是 1 小时 20 分 15 秒成
交额过 1000 亿元，但实际上 1 小时 3 分 59 秒
就达到这个数据——比去年快了43分钟。随
后，在 1 时 26 分 7 秒交易额达到 1207 亿元，
超过2016年全天。

等数据的间隙，一个“85后”年轻人出
现在大屏幕前。他叫蒋凡，是淘宝和天猫的
总裁。他分析说，这是一届体现新消费力量

的天猫“双 11”，新的消费人口、新的消费
供给、新的消费场景和行为大量涌现。当
晚，我还听到一个观点：“人”“货”“场”是
消费 3 要素。新的人——“00 后”加入购
物；新的货——参加“双 11”折扣商品总数
超过 1000 万件，首发新品超过 100 万件；新
的场景——超过10万商家开通直播。它们共
同组成新消费。

将近凌晨 2 时，媒体中心散场。回到酒
店，又看到一些商家晒出战绩：耐克 1分 45秒
成交破亿元；苹果官方旗舰店 10 分钟成交额
超去年全天 7 倍；戴森电动拖把 10 分钟成交
超过去年全天，成为新品翘楚；泡泡玛特龙
家升迷你系列盲盒 9 秒钟售罄55000个。

“忘掉屏幕上的数字吧”

11月 11日白天，除了等数据，园区 9号
馆不可不去。

一进 9 号馆，便是一块硕大显示屏，能
动态展示杭州一些写字楼的实时交易情况，
甚至每条街道的外卖送货情况。再往里走，
是一个浓缩的阿里巴巴发展史的展馆。

这里有：阿里巴巴最早创业时的办公场
所、创始人1999年在长城的合影油画、在美
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场景、公司的业务全貌、
最新研发的应用、电商扶贫情况等。有一块
区域，展示全国城市实时堵车情况，我进去
那会儿，全国最堵的城市，竟然不是北上广
深，而是山东临沂。

走出展馆，是一幅有“彩蛋”的“清
明上河图”。仔细看，你会发现上面暗藏玄
机：身着古装的马云，背着行囊过马路，
行囊上写着英语单词“老师”和汉字“马”；一
棵松树下有个老人，是松下兴之助；宋朝人
打扮的乔布斯，当街摆摊卖起了手机……

下午，我还去体验了“天猫国际”办公
区，整体装修得像飞机舱，各种外国货品琳
琅满目，化妆品明显最受同行者欢迎。参观
的当儿，我收到数据：11 日 16 时 31 分 12
秒，成交额达到 2018 年全天总量 2135 亿元。
这比我预估的时间早了17分钟。

和前一天一样，精彩主要在晚上。我吸
取教训，11日晚提前排队，终于在第三排中
间找到座位。先是一些节目，然后是阿里巴
巴高管先演讲后送礼物。他们结合各自工
作，管农业扶贫的送大葱，管技术的送芯
片，管天猫国际的送外国货……

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个叫伊博的非洲人来
到现场，他“东北话十级”，和一个中国姑娘现
场直播卖货。当时我脑海中闪过一个思索：一
个索马里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会一口流
利东北话，背后付出多少努力？同样，一项新
的应用——电子商务，传入中国、生根发芽、逐
渐壮大，中国人付出多少努力？

最紧张的瞬间到了：24 时，“双 11”全
天成交额公布——2684亿元！屏幕上打出一
行字：“所有不可想象，终将化作寻常，我们
相信‘相信’，一切都是新的。”

接下来是众人狂欢和数据解读。2684亿
元成交额，显示的是消费的力量。而 10 年
前，首届天猫“双11”销售额为0.5亿元。

最后，大屏幕上闪过一首诗：
“忘掉屏幕上的数字吧
看看身边的灯火
数数心里的年轮
我感谢的，每一个亲爱的人啊
热闹的世界和内心的静好
本来就是双生的姐妹”
离场时，又近凌晨 2 时。回头来看，我

从估算中收获了乐趣。
凌晨 7 点多，我坐上了返京的 G20 次

高铁。

插曲

我哥嫂在新加坡工作。
“双 11”前夕，他们要了我的收货地

址，说要抢购批货，请我代收，让即将去帮
他们带孩子的父母捎过去。陆陆续续，我一
共收到 8 件快递。拆开一看，有学生书包、
电子玩具、婴儿理发器、化妆品、耳式体温
计、牛肉干、新疆大枣等。

打开视频，我向他们逐个展示“战利
品”。我问为啥要在“双 11”抢货？他们
说 ， 有 些 货 在 新 加 坡 买 不 到 ， 有 的 能 买
到 ， 价 格 是 国 内 的 两 三 倍 。 在 新 加 坡 理
发，光剪不洗不吹一次 10 新币 （人民币 50
元），而国内买个婴儿理发器不到百元人
民币。

他们还让我买点冰糖葫芦捎给侄子，说
当地没有。我爸妈这些年在新加坡帮哥嫂带
孩子，几乎转遍这个地域不大的岛国。他们
也说，逛来逛去，确实没见过卖冰糖葫芦的，就
见过一回卖棉花糖的，在海底世界楼下，5 新
币一个。小孩零食的种类比国内少多了。

在北京，这太容易了。随便去个超市，
就帮他买到了。

让亿万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我在杭州体验“双11”
本报记者 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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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天猫“双11”24小时成交额。 本报记者 陈振凯摄

11月13日，“双11”过后，广东省江门鹤山普洛斯物流园一片繁忙景象。 黄继明摄 （人民视觉）

新纪录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