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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之变 尽显中国市场“磁石”吸引力

如今的“双 11”，已然是一场线上与
线下“合奏”的盛大交响曲。

“在中国，为中国。”走进第二届进博
会，不少外国参展商打出扎根中国的标
语。感光变色隐形眼镜、“量肤定制”面
膜、可监控体温的“望远镜”……越来越
多来自全球的创意商品和品质尖货“跑”
进中国，或与实体卖场签约，或携手电商
平台线上开售。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有多大？答案不
言自明。

天猫进出口事业群总经理刘鹏介绍，
第二届进博会参展品牌中，有113个新品
牌将入驻天猫国际，首次触达中国市场。
截至目前，共有全球 78 个国家和地区
22000多个海外品牌入驻天猫国际，覆盖
4300多个品类。

“中国近 14亿人的消费市场孕育巨
大创新空间，也为我们推出更多好产品
提供了平台。”澳大利亚智能穿戴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峰说。

新模式开启消费新空间——
11年“双11”，见证消费从线下走到线

上，到如今线上线下“双花并开”的变迁。
苏宁利用社区小店联通线上线下，

打造“1小时场景生活圈”，今年“双11”线
上销售火爆的同时，不少订单来自线下
实体店；在上海龙之梦购物公园，天猫智
慧商圈每天三场“红包雨”，3天页面访问
人数达到6万，打破单个商场红包互动的
历史纪录……

“消费升级趋势下，不同场景之间的
零售界限被打破，线上和线下不再是割
裂的，而是深度融合。”中国贸促会研究
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

新主力激发消费新活力——
这个“双 11”，“小镇青年”再次展示

了强大的购买力。拼多多后台数据显
示，11日上午，长安、五菱宏光、观致、名
爵、宝沃等五家车企参与“双 11”活动的

“国民车型”全部售罄，这些车大多被来
自三四线城市的下沉市场消费者买走。

赵萍表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中等收入群
体蕴藏大量消费新需求……这些都将成
为消费市场平稳发展的坚实保障。

新技术提升消费新动能——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2020

至 2025年间，5G商用将直接带动信息消
费 8.2万亿元。其中智能手机、可穿戴设
备等终端产品的升级换代将释放 4.3 万
亿元信息消费空间。

大海之大，在其辽阔深邃。国际咨询
机构预测，未来 10年，全球每发生 1美元
消费，就有12％来自中国消费者的贡献。

市场在哪里，未来就在哪里。近 14
亿人口和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
体，庞大内需市场支撑起中国经济广
阔的发展空间。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
场，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未来
必将释放更大消费潜力，让中国红利惠
及全球。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双11”11年：
中国迈向消费大国的鲜明印记

互联网＋高铁快运
助电商“闪电”发货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王浩忱 吕娜）记者从中国

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1月 11日 6时42分，郑州
东站G1564次高铁列车准时发出，装载着网民从电商购买
的日用品、服装、五金配件、冷鲜食品等货物，3个半小时就
能到达上海虹桥站，高铁快运助力线上消费“当日达”。

据了解，自 11月 11日起至 20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启动“双 11”电商黄金周快件运输服务，每日
开行高铁快运列车 10趟，推出高铁快运“站到站”“库到
库”、冷链箱运输等物流服务，高铁快运装载的电商货物分
别由郑州发往西安、北京、杭州等城市，届时从北京、广州、
深圳、青岛、兰州等城市的电商货物将准时到达郑州。

运输期间，该集团公司与中铁快运郑州分公司联手开
展电商物流服务，与顺丰、京东等快递企业合作，优化快件
接取送达服务流程，加强货物分拣、货物装箱、货物安检等
重点作业流程的监控。预计将发送高铁快运货物 60吨，
绿色、环保、低碳的铁路现代化物流开启“闪电达”模式。

中国民航局回应桂林航空违规事件

狠抓行业作风
坚守安全底线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 齐中熙）中国民航局
综合司副司长顾晓红11日回应了桂林航空违规事件，要求
各航空公司坚守安全底线。

“毋庸置疑，桂林航空女乘客进入飞机驾驶舱事件的涉
事机长规章和安全意识淡漠，枉顾安全职责，违规允许不具
备资格的无关人员在航空器运行过程中进入到驾驶舱这样
的安全生产重地，甚至坐到飞机操作位置上拍照留念，这种
行为直接违反了相关规章规定，对飞行安全造成了潜在危
险，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是典型的故意违章行为，民
航局将实事求是地根据事件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定对所在
航空公司以及涉事人员作出相应处理。”顾晓红表示。

顾晓红称，民航局一直高度重视包括飞行员在内的专
业人员资质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引导
并要求航空公司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着力强化三基建
设，狠抓行业作风，坚守安全底线。

日前，桂林航空对网传有非机组成员进入驾驶舱拍照
一事作出回应，并给予涉事机长终身停飞、相关机组成员停
飞12个月等相关责任人员处罚。

深圳取消普通商品
住房标准价格上限
据新华社深圳11月11日电（记者 赵瑞希）记者 11日

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深圳调整了普通商品住房
标准，取消了原先要求的价格上限，这将使得部分二手房交
易无须缴纳买卖差额5％的增值税。

2015年 9月公布的《关于深圳市 2015年享受优惠政
策普通住房价格标准的通告》规定，享受优惠政策的普通住
房，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
1.0（含本数）以上；单套住房套内建筑面积 120（含本数）平
方米以下或者单套住房建筑面积 144（含本数）平方米以
下；实际成交价低于规定的所在区域普通住房价格标准（不
同区域的上限介于200万元至490万元之间）。

记者从深圳市税务局了解到，当前深圳市现行的买卖
二手房增值税税收政策为：个人将购买不足 2年的住房对
外销售的，按照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
2年以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以销售收入减
去购买住房价款后的差额按照 5％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个人将购买 2年以上（含 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
征增值税。

这意味着，新普通商品住房认定标准出台后，宗地容积
率1.0以上且房屋建筑面积144平方米以下，持有满两年的住
宅，将不受成交价格限制，无须缴纳买卖差额5％的增值税。

直播创造千直播创造千亿增量市场亿增量市场

10 日晚 7 点到凌晨 2 点，某网红
主播穿着红色T恤为“双11”做最后的
冲 刺 直 播 。“Oh My God”“ 买
它！”……直播共有3683.25万观看量，
点赞达到 6509.7 万。他一共推荐了
55款商品，其中大部分为品牌美妆，还
有白鹅绒枕头、颈椎按摩仪等。“双11”
开场 56分钟，另一名网红主播淘宝直
播观看量达3968.6万。

凌晨开始，天猫“双 11”接连打破
纪录：两小时内，148个品牌跻身亿元
俱乐部，淘宝直播9小时引导成交已破
百亿元。除了网红，今年的网购直播还
出现了厂长团、总裁团、外国友人团等主
播阵容。“双11”期间，淘宝直播平台上
有上千名“洋主播”用十几种语言向全球
各地24小时不间断直播，“村播”场次已
超过15万场，有1.5万名农村主播在全
国各贫困县、贫困村开起直播。

2018年，淘宝直播带货能力已超
千亿元。今年“双11”，仅在预售阶段，

淘宝就有 1.7万个品牌开启直播，多个
品牌单品预售成交破亿元，其中更有6
分钟破亿元、1 秒 55 台汽车的战绩。
越来越多商家将品牌直播视为今年

“双11”最亮增长点。

直播卖货为什么这么火直播卖货为什么这么火？？
“跟明星、模特相比，主播的形象

更接近普通人，他们的推荐更具带入
感。身材好、脸蛋漂亮的人穿什么都
好，但我想知道的是，像我这样梨形身
材、收入一般的消费者能穿搭出什么
样的真实效果。”北京的黄小姐说。

直播销售的商品价格确实便宜
吗？一位头部网红经纪人表示，关键
在于批发模式。面对主播巨大的吸引
力和销量，商家愿意给出最低价，由此
形成粉丝、商家、主播的共赢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专家
朱克力说，直播带货价格低，一方面是
因为品牌方为了推广做活动降价；另
一方面是网红为继续增加流量，从推
广费中拿出一部分补贴给产品，让消

费者享受优惠。
直播经营公司金久星商务总监来

斌告诉记者，网红主播主要靠收取佣
金比例获利。扣除平台费用后，卖一
件 100 元的商品，网红主播大概拿到
手有七八元。一场直播有几百万元的
流水，仅一件商品就可以赚 10 多万
元，几十件商品加起来收入相当可观。

直播带货将走向何方直播带货将走向何方？？
业内专家认为，直播带货不是电

视购物的简单升级，其受众更年轻、交
互性也更强，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

“直播带货的高峰期应该还没到，未
来市场发展或将持续加速。”中国电子商
务协会高级专家庄帅认为，“电商＋直
播”将成为连接人、货、场的重要模式。

业内人士认为，平台需要加强监
管，通过收取保证金、罚款、停播、封号
等措施对网红主播加强约束，完善审
核、考核机制，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消
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直播！“双11”最“爆”增长点!
今年“双11”最炫目的角色，毫无

疑问是数十万直播间的带货主播们。
11月11日，近10万个直播间的

天猫主播热火朝天地卖货。淘宝数据
显示，今年天猫“双11”的20万个品
牌和商家中，有一半都自己开起了直
播间，直播场次相比去年翻番。

直播带货在“双11”全面爆发，成
为各大电商重点营销板块，淘宝、京
东、快手、抖音、蘑菇街、网易考拉等纷
纷加入这一新的电商赛道。

1至10月新能源汽车
产量同比增长11.7％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 高亢 张辛欣）记者 11

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19年 1月至 10月，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量 98.3 万辆，同比增长 11.7％，行业运行存在
压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 10月，汽车产销
总体继续回升，但回升的幅度仍较低。当月汽车产销229.5
万辆和 228.4万辆，环比增长3.9％和 0.6％。其中乘用车市
场消费需求没有明显改善，商用车在加快更新淘汰及投资
拉动的作用下，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2019年 1至 10
月，汽车产销 2044.4万辆和 2065.2万辆，产销降幅比 1至 9
月收窄。

郑州领衔全省
“双11”消费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昨日，记者从天猫
获悉，“双11”开场1小时，河南人就爆发出“杠杠的”消费
力。11月 11日凌晨 1:40，天猫“双11”交易规模约1250
亿元，此时发布的河南省购买量，排名国内第八位。排在
前面的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北京、四川。

记者发现受河南人喜爱的商品，包括面部护理套装、
羽绒服、裤子、手机、空调，消费前五位的城市是郑州、洛
阳、新乡、南阳、信阳。

在2019年京东全球好物节，河南省累计下单金额同
比涨幅居全国第四。从下单量看，该省销量排名前五的
城市是：洛阳、郑州、焦作、许昌、新乡。从下单金额看，郑
州、洛阳、驻马店、新乡、信阳排名前五。此外，河南省新
用户增长全国排名1位，其中郑州市活跃用户最多，全国
排名第5位。

今年前三季度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8％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11日发布数据，前三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816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8％，扣除价格因素影响，
实际增长8％，实际增速比全国农村快1.6个百分点。

从收入来源看，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3159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12.2％；人均经营净收入
2308元，增长6.8％；人均转移净收入2569元，增长12.7％；
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10.1％。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首席统计师吴伟介绍，
2019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今年以来，各地区
各部门脱贫攻坚责任进一步压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进度加快，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全面启动，东西
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强力推进，资金投入和监管力度
不断加大。

聚焦“双11”

购物之变
消费升级映射百姓美好生活

11年，中国百姓手中的“购物车”更多从线下
走到线上，形式与内容之变，成为消费新时代的
鲜明印记。

曾经，上世纪 80年代的家庭少不了采购“三
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随着老百姓“钱
包”鼓起来，当“三大件”逐渐成为普通中国家庭的
标配，一些着眼于生活细节、增添幸福感的“小电
器”逐渐成为新的刚需。

以天猫“双 11”成交额为例，2009年最受欢
迎的家庭“三小件”是取暖机、电暖手器和加湿
器；2017年则被新“三小件”——扫地机器人、空
气净化器和吸尘器所取代；今年“双 11”，蒸汽拖
把、空气炸锅、除螨仪等品质电器成为消费者

“新宠”。
小小“购物车”就像一台微型录像机，记录着

中国消费的时代变迁。
——从“买全国好货”到“扫全球尖货”
这几年，中国人的“购物车”国际范越来

越足。
今年“双 11”预售阶段，在考拉海购平台，

母 婴 和 个 人 洗 护 用 品 销 售 同 比 增 长 分 别 达
137％和 163％，数码、保健、家居等销售增长
接近 100％；第二届进博会上，西班牙“巨无
霸”蓝鳍金枪鱼、意大利橄榄油等进口好货纷
纷亮相。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表示，国际化是
苏宁未来十年的战略重点。苏宁正通过加强与
海外品牌合作、扩大原产地直采规模等动作，加
速将海外优质商品引入国内，让中国消费者“足
不出户买遍全球”。

——流水线产品“变身”定制商品
过去的“双 11”，商家卖什么，消费者就买

什么；如今的“双 11”，消费者要什么，企业就
造什么。

浙江慈溪商家余雪峰告诉记者，在健康、轻
食的观念影响下，企业瞄准年轻消费者诉求，反
向定制了一款三明治早餐机，1小时便卖出 2500
多件。

“再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中国消费者群体
了。”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报告如此判
断。个性化消费需求颠覆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
逻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催生中国制造“七十
二变”，柔性生产、反向定制成为新潮流。

——“花式服务”引领“新消费时代”
今年“双 11”，天猫上线了包括上门美容服

务、奢侈品养护、家电拆洗等超过 55 种服务消
费，居然之家和红星美凯龙带来“家装外卖”上门
服务，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用户，15公里范围
内可以像点外卖一样“下单”家具。

不可辜负的美食、说走就走的旅行、精彩纷
呈的演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在全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
50.6％，超过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不断涌
现的各类“花式服务”，引领中国进入“新消费
时代”。

走过 11年，如今中国人的“购物车”里，商品
与服务“比翼”，“洋货”和国潮“齐飞”……透过“买
什么”“怎么买”的变迁，不断提质升级的消费，正
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交易之变 效率提升让消费体验更舒心

“望穿秋水盼包裹”曾是每个“双 11”
买家的共同记忆。

北京市民李妍还记得，2009 年“双
11”，自己下单了一条裙子，“苦等”十几
天才终于到货。而今年“双 11”，李妍在
苏宁下单了一台小家电，当天就“带着热
气”送到她手中。

技术带来体验之变，物流的提升见
证中国运输效率之变。

为应对“双 11”这 场 快 递 界 的“ 春
运 ”，今 年 各 家 快 递 纷 纷亮出“撒手
锏”——

顺丰实施全流程智能化管理；中通快
递投入可实现动态转向等功能的高运力
卡车；申通快递上线AI智能客服机器人；

圆通速递设立 60余个城配及建包中心，
简化中转和操作流程；韵达快递的“韵镖
侠”App让快件搭上信息“快车”……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介绍，2015年，
快递小哥人均处理包裹量不到 1 万件。
2019年，这个数字是1.69万件。这意味着
快递业的劳动生产率5年内提高了70％。

越来越多的乡村百姓也在加入“买
买买”行列——农村快递网点覆盖率达
到 95.22％，依托邮政网络，即使是最偏
远的农村也可辗转通达快递。

飞速发展的物流技术、越织越密的
物流网络让快递“爆仓”成为历史。“双
11”也从最初下单后焦灼等待，到隔日
达、当天达、1小时达……“人在家中坐，

货从八方来”成为每个中国消费者看得
见、摸得着的“小确幸”。

技术带来的改变不只是物流。
从过去支付仅靠手动插拔 U 盾完

成，到如今“摇摇头”“点点手”就能秒级
支付……技术更迭带来支付手段的革新，
让人们享受着更便捷、无感的支付体验。

如今，移动支付早已融入日常，变成
线上商业模式不可或缺的一环，支付过
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也成为构建社会信
用体系的重要来源。

大数据定向推送、区块链技术应用
于商品防伪溯源、AI智能客服……技术

“超进化”创造了全新的购物体验，让中
国消费者买得更舒心。

14小时21分27秒，2000亿元——11日，天猫“双11”促销一启动，成交
额屡创新高，巨大消费热潮扑面而来。

自2009年第一个“双11”诞生，“双11”11年的嬗变，见证中国迈向消费
大国的坚定步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师生在校园临时快递取件点领取快递（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