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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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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长、力度大、势头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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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何保持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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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电商行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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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双11”16年了，今年有何不同？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邵鲁文 李明辉 王雨萧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
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
要求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
的良好氛围。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多地已出台生
育支持相关措施，包括经济支持、服务支持、时间支
持、文化支持等。

各类支持措施同步推进

首先是经济支持。据国家卫健委介绍，目前全国
已有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20
余个省份按程序将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

今年8月，湖北省宜昌市伍家乡共同村召开党员
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明确规定共同村村民合法生育
二孩、三孩将给予一定金额补助，生育二孩奖励2万
元，生育三孩及以上奖励5万元。

今年 10月，江西省上犹县出台规定，“对生育二
孩、三孩的家庭，生育后且已在我县上户口的分别给
予一次性奖励7000元、13000元”。

其次是服务支持。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优优托
育园的乳儿班里，爬行垫、婴儿床、适龄的玩具、低矮
圆角的家具等一应俱全，5个6至12月龄的宝宝在保
育员的陪伴下玩耍。

杭州市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中心主任洪丽冰说，调
研发现，家长对小月龄婴幼儿托育的需求较高；目前
杭州每千人口托位数4.7个，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江苏省苏州市加快完善“15分钟托育服务圈”，在社区普惠托育点因地制
宜开设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亲子班等班型，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
计时托等多样化服务，就近就便为百姓提供更普惠、更放心的带娃服务。

另外是时间支持。据了解，目前各省份普遍设立15天左右的配偶陪产假，
5至20天的育儿假，各省份产假普遍延长至158天以上。

“产假延长后我有188天，二宝半岁了再上班，身体状态恢复得更好，比生
老大那时候从容多了。”今年4月生完二胎的张女士，对于11月回到工作岗位
没有太多担忧。

还有文化支持。近年来，多地大力推进婚俗改革、深化移风易俗。例如河
北省滦州市大力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低价彩礼、零彩礼、低碳
婚礼等一系列文明新风正悄然兴起。

四川省引导各地建立贯穿婚前、婚后的全链条婚姻家庭辅导体系，积极维
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2023年全省婚姻登记机关开展“幸福婚姻课堂”讲座80
余场，接待婚姻家庭辅导群众 7.57 万人，成功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1.8 万
人次。

一些地方出生人口出现“反弹”

今年7月，在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广东省人口基金会举行的专题座谈
会上，一组数据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座谈会透露，今年1至6月，广东住院分娩
活产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4%，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或有望缓解。

除了广东以外，多地官宣出生人口“反弹”，包括山东青岛、湖北天门、陕西
宝鸡、内蒙古阿拉善盟等地上半年出生人口数量增加。

除了“龙年”生育偏好以外，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地方已经推出的生育支持
政策，不仅涵盖了生育假期的延长、经济补贴的增加，还深入到托育服务的扩
展、医疗保障的完善以及社会文化的引导等多个层面，让生育友好更加可感可
及，提升了育龄群众生育意愿。

今年上半年，杭州市相关部门开展生育支持政策评价，发放5000份访谈问
卷；从问卷调查结果看，老百姓最关注的是补贴和教育。

湖北天门2023年出台的鼓励生育五条措施初见成效，该地出生人数8年
来首次“由降转增”。按照该地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可分别
享受9.63万元、16.51万元补助，补助包括一次性生育奖励、育儿补贴、购房奖
补等。

今年9月1日起，杭州在富阳、临安、桐庐、淳安和建德五区县范围内，为托
育家庭发放托育券，根据月龄不同每月补助600元至1000元不等。仅9月一
个月，已有1294人次成功申领托育券。

杭州市富阳区容大凯奇托育园一名家长李爱萍说：“我外孙女22个月大，
入托补贴是800元一个月，一年下来也给我们省了不少钱。”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研究基地主任米
红认为，延长产假，增设配偶陪产假、父母育儿假，有助于增强家庭凝聚力，减
轻家庭照顾负担；经济补贴的精准投放，直接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提
升了家庭的生育积极性。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表示，倡导新型婚育文化，
有助于社会形成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氛围，提升公众的生育意愿。

进一步细化政策，保证切实落地

受访专家表示，在当前人口生育率偏低的形势下，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
仅需要国家层面打好“组合拳”，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政策，引入多方力量参与，
保证政策切实落地。

不少育龄人群感慨“生不起、养不起”，洪丽冰建议，进一步降低孩子的生
育、教育、养育成本，减轻年轻人的压力和负担；建设安全、方便、人性化的生育
和育儿支持环境，发展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幼服
务等。

对于社会关注的儿童青少年教育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中医
医院副院长陈玮提出，2016年二胎开放后迎来的短暂生育潮入学压力将波浪
式传递至小学、初中，建议相关部门强化入校需求预测，精心设计好入学方案、
调剂方案，并促使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均衡。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全面实施家庭发展计划，探索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就
业、养老、住房、税收和保险体系，逐步探索建立以支持和保障家庭成员充分发
展为目标的综合型家庭福利政策。

米红认为，构建生育支持体系需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鼓励企业、社会组织
等参与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建
立有效的政策反馈与调整机制，及时收集公众、专家等各方意见，对政策进行
动态调整和优化。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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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平台”双轮驱动激发消
费活力，从“井喷式买买买”到“消费
更有松弛感”，更多实体商家加速入
局……走过16年的“双11”，成为观
察消费新动向和经济脉动的一扇重
要窗口。

以旧换新激活消费动能

“家里空调用了很多年，这次‘双
11’促销补贴加上国家以旧换新政
策，价格非常合适。”在天津一家京东
MALL超级体验店内，市民高先生选
购了一台标价4800元的空调，叠加
多重补贴后，到手价仅3600多元。

四川、上海、湖北等地对补贴品

类进行扩容，新增洗碗机、蒸烤箱、空
气净化器等产品；浙江、安徽、河南等
地将大部分家装厨卫和居家适老化
改造产品纳入补贴政策范围；京东、
天猫、苏宁等多个平台开展家电以旧
换新优惠活动……

今年“双11”首次叠加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平台优惠和政策补贴双
轮驱动，有效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双
11”期间，京东平台500多个家电家
居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苏
宁易购门店客流增长超六成，以旧换
新销售额增长247%。

以旧换新热，是当下消费市场显
现暖意的缩影。中国商业联合会数

据显示，11月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
为51.0%，零售业三大分类指数均处
于扩张区间。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
示，10月线下消费热度指数同比增
长8.2%，较上月提升2.9个百分点。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
务首席专家李鸣涛认为，近期，各地
促消费政策不断加码，消费券品类也
不断拓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场景
搭建成为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将持
续驱动相关领域消费增长。

“购物车”折射消费之变

走过16年的“双11”，已然成为
观察消费变化的一扇重要窗口。

从“井喷式”到“松弛感”——
从过去11日当天“百米冲刺”，到

如今约1个月的“马拉松长跑”，曾经
狂热的购物节逐渐回归松弛和理性。

“现在消费者更看重质价比，而
不是单纯追求低价。我们根据年轻
人喜好设计的益生菌牙膏和便携袋
装漱口水，今年‘双11’成为店铺销
售‘爆款’。”口腔护理品牌参半负责
人说，不断满足和创造消费者需求，
才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

“悦己消费”渐成潮流——
多个电商平台数据显示，骑行、

露营、观演等悦己类、体验类消费受
到年轻人青睐。远离“人从众”，“小
城热”“反向旅游”成为热词。

这个“双11”，不少年轻消费者
涌进直播间，计划“从自己熟悉的地
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看看”。“我们推
出的旅游专场直播，下单主力群体就
是25岁至35岁的年轻人。”“交个朋
友”直播间运营负责人说。

国货国潮“乘风出海”——
今年“双11”，新加坡、泰国、日

本等地加入淘宝天猫境外“包邮区”，

京东全球售新增马来西亚、泰国两大包
邮站点。包邮效应下，海外“爆单”加
速。大促刚开始，仅参与淘宝天猫跨境
包邮的商家中就有近7万家成交额翻
倍增长。

专家表示，中国制造全球“圈粉”，得
益于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境外“包邮区”
再扩围，是中外企业将“供应链”进一步
转化为“共赢链”的良好机遇。

实体商业抢滩“双11”

日前，在北京朝阳区一家大型超市
内，记者看到多个商品被打上“优质好
价”的标签。“最近‘双11’搞活动，好多
东西折后比网上还优惠。”消费者吴女
士说。

近年来，实体商超通过优化供应链降
低成本，在价格上具备了竞争优势。和电
商相比，实体商超的即时性和服务性，也
给了消费者更多选择和体验。

“提前预约了免费试妆服务，导购
手法很棒，挨个给我试口红色号，对比
之后买到了心仪的产品。”在银泰百货
杭州武林店，市民赵女士告诉记者，相
比网购，自己更喜欢在线下挑选商品的
真实体验感。

抢抓“双11”等重要节点，各地推
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上海举行“进博首
发新潮流”系列活动，众多新锐品牌带来
首发新品；重庆推动“渝味360碗”美食
进商圈、街区、景区，拓展餐饮消费新场
景；天津推出28条城市City Walk路
线，满足游客游览和消费需求……

“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因地制宜
开展促消费活动，同时积极推进首发
经济，丰富服务消费供给，创新服务消
费场景，促进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李
刚说。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政策催热消费市场 实体商业加速入局
——透视“双11”消费新动向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魏一骏

“双11”16年了。 （新华社发）

新亮点。 （新华社发）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儿童支原体肺炎处于散发流行中。针对公
众关切，国家疾控局组织疾控和医学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专家指出，
儿童青少年免疫系统还不健全，更容易发生呼吸道传染病。建议家校共同
做好儿童支原体肺炎预防工作。 （新华社发）

家 校 联 手 共 预 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