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已成为“电商重镇”，

在今年“双11”表现得更加明

显。“上海方阵”在参与“双11”

时，不仅规模跃上新台阶，而且

模式多样，“百花齐放”。

传统货架电商拼多多，在

“体量”上可以与淘宝天猫、京

东比拼；抖音电商等直播电商，

风头正劲。除了这两家，上海

电商阵营中，还有两种较明显

的力量：一种是以得物、梦饷为

代表的新型电商，深耕特色领

域；另一种是以小红书、哔哩哔

哩（B站）为代表的互联网平

台，由内容平台切入电商领域。

得物的“法宝”是吸引年轻

人，作为新一代潮流网购社区，

得物App对中国2.6亿95后人

群的渗透率超70%，且仍在高

速增长，而这些95后人群的消

费力是行业平均值的近5倍。

梦饷科技则创造了“B-b-C”的

商品分发智能解决方案，其中

的“b”是超百万的商品分发者

（店主）；梦饷科技链接了上游

的品牌商家和下游的商品分发

者，用不同类型的商品分发者

匹配商家不同生命周期商品，

这种商品分发模式能够借助商

品分发者的私域流量高效撬动

C端流量。

今年“双11”，B站和小红

书也首次入场，为促消费带来

新增量。B站App端底部的原

“会员购”入口暂时更名为“双

11”，在玩法上也更加开放，坚

持“大开环”战略，将B站流量

导向电商平台，不仅与淘宝天

猫、京东、拼多多三家头部电商

平台打通商品库，更有针对性

地进行深度合作。比如，今年

B站与拼多多同城联动，双方

完善了程序化广告对接，并将

继续深化UP主合作，与拼多多

合作的UP主数量预计年同比

增长将超过100%。

小红书也开启了“2023年

小红书‘双11’买买节”，这也是8

月底小红书电商对外公布发展

策略后，首次全面发力“双11”，

“双11”期间平台将投入百亿流

量扶持和亿级补贴，助力买手、

商家在小红书的发展。

有分析人士认为，经过长

时间的积累，这些以内容输出

为特色的上海本土互联网企业

都已经有了稳定的用户群体，

会产生大量的增量消费需求，

以“双11”为契机进入电商领

域是一个较好的时机。数据显

示，过去一年半时间，小红书电

商买手和主理人规模增长27

倍，拉动销售的商家数增长10

倍，购买用户数增长12倍；

2023年上半年，B站直播带货

场次同比增长700%，产生了众

多如宝剑嫂、鹦鹉梨、Mr迷瞪

等UP主直播带货的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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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全球购物狂欢节”宣传广告霸屏魔都徐家汇地铁站 图 IC

▲ 申通快递上海转运中心

内，分拣员在忙着处理“双  ”

快件 采访对象 供图

今天是2023年“双11”的
“正日子”，这场电商全平台都
倾全力参与的年度最大规模网
购促销活动，今年已走到第十
五个年头。今年的关键词无疑
是“全网最低价”——当每个电
商平台都说自己是“全网最低
价”时，这个“最低价”还存在
吗？消费者能快速、方便地找
到“最低价”吗？
回顾将要落幕的2023年

“双11”，会发现变化年年有，“双
11”仍走在不断进化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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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奥数题”
比拼不凑单模式
和往年的熬夜等优惠、拼单凑

满减、规则云里雾里不同，今年多

个电商平台宣布拒绝套路，直接拼

低价，包括淘宝天猫、京东、拼多

多、抖音、快手在内的各大电商平

台纷纷释放了拼低价的决心，与往

年的“奥数题”模式渐行渐远，而改

为“一件打折”的不凑单模式。

其中，天猫“双11”在跨店满

300减50的基础之上，今年首次大

规模推出官方直降、立减，不用凑

单，一件就打折，预计将有超过

8000万件商品降至全年最低价。

京东则提供跨店每满299元减

50元福利，还可叠加20元补贴。在

此背景下，今年参加京东“双11”的

商家数量也再破纪录，较去年同期

增长超1.5倍。其中，参与京东百

亿补贴的商品较今年“618”实现2

倍提升，“9.9包邮”、秒杀频道的低

价商品数量也大幅扩容。

拼多多主打“天天真低价”，百

亿补贴将首次上线“单件立减”玩

法，首批参加“单件立减”活动的品

牌商品就超过2万款。具体来说，拼

多多百亿补贴对于参与此次“单件

立减”活动的商品，将额外发放官方

补贴，让消费者不凑单、不做算术

题。与去年大促相比，今年百亿补

贴的品牌商品池预计同比增长

110%，国货商品的增长最为显著。

从流量时代
转换为“留量”时代
消费者网购，都希望“货真价

实”和“物美价廉”，更何况“双11”

从最初诞生时就以“打折、低价”来

吸引消费者，所以今年“双11”，各

大电商平台把“低价”作为最大“卖

点”来宣传，有人说“是回到最初的

模样”，有人则认为“实在没什么可

作为卖点了”。

其背后，是电商市场的竞争格

局发生变化的事实。除了淘宝天

猫、京东、拼多多“三巨头”，近年来

抖音、快手等直播电商崛起，美团、

饿了么从餐饮外卖切入全品类的

即时零售，小红书、微信视频号、唯

品会、得物、梦饷等其他平台也分

走了“一杯羹”，电商领域竞争越来

越激烈。

平台的竞争已从增量市场转

向存量市场。淘天集团CEO戴珊

就曾表示，电商行业已从流量时代

转换为“留量”时代，这种转换倒逼

电商平台把经营重心从获取新用

户（流量）调整为留住老用户（留

量）。当然，留住老用户的同时，如

果还能抢走同行的用户那就更好

了。因此，低价竞争也自然被重新

推上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京东零售CEO辛利军近日表

示，从趋势看，消费者也更加理性，

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低价是

京东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京东会在

供应链里“挤水分”，让利给用户和

合作伙伴。

找“最低价”
有时并不那么容易
“‘全网最低价’或许是一个伪

命题。”有电商行业人士直言不讳，

“首先，大多数品牌都会要求各大平

台统一报价，因为单一平台最低价

会扰乱品牌自己的价格体系；其次，

消费者想比价也不容易。”

不做“奥数题”了，但有些平台

或商家又玩起了“文字游戏”。比如

有的“全网最低价”，只能保证在特

定时段，该商品才有“全网最低价”

的优势。同一件商品在同一个平台

不同日期的价格都不一样，消费者

若非全程跟踪，很难知道哪个时间

点或哪场促销中价格最便宜。

消费者刘女士想买一款高端手

机，但找到的“最低价”仅限某几天

的“10:08—10:18”和“18:08—18:18”

两个时段才有，“设好闹钟去抢购，

感觉备货极少，别说10分钟内抢

购，我以最快的速度下单，十几秒之

后完成操作，但结果是‘很遗憾，您

没有抢购成功’，抢了几次都没有抢

到，这种‘最低价’有什么意义？”

此外，“先涨价再促销”在历年

“双11”中一直被诟病，如今随着

“双11”启动时间越来越早，在长达

数周的活动周期中，商品的“原价”

到底是哪个，别说消费者搞不清，平

台也会以各种促销方式模糊。

职业摄影师费先生想趁“双11”

买一款移动硬盘，“我看中了一款原

价899元的移动硬盘，‘双11’可以

优惠30元；我又去翻了翻订单记

录，就是同一个平台、同一家店铺、

同一款商品，去年6月我买的时候

到手价是699元，瞬间感觉‘不香’

了，‘双11’还没有平时便宜！”

除了价格战
平台还在比拼什么
对于平台、商家、品牌而言，“双

11”依然是全年最大的确定性增长

机会。而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每

年“双11”最终还是忍不住下单。所

以，今年已走到第15个年头的“双

11”，仍走在不断进化的道路上。

一方面，网购依然是消费者青

睐的购物方式之一。据商务部网站

消息，前三季度，全国网上年货节、

双品网购节共举办系列活动100余

场，充分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月，全国网

上零售额10.8万亿元，增长11.6%，

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4.8

个百分点，实物网上零售对社会消

费品零售增长贡献率达33.9%。

另一方面，各电商平台关于价

格力的竞争远不止于今年“双11”，

也远不止于今年，价格战将长期持

续。同时，消费者对性价比和体验将

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低价固然

可以吸引消费者，但如何留下消费者

仍要依靠商品品质和服务质量。

这也意味着，各大电商平台需

要进一步比拼供应链能力，以提升

平台商品的品质与丰富度、服务的

质量以及平台的议价能力等。今年

“双11”各电商平台除了围绕低价比

拼，也在试图秀出供应链肌肉。譬

如京东推出的“现货开卖”，本质上

是再次展现了供应链底气，尤其是

覆盖范围广、快递时效强的物流系

统；淘宝天猫则联合菜鸟集团通过

半日达、送货上门、预售极速达等模

式与服务保障“双11”物流。

“预售”是近几年大部分电商平

台的标配“玩法”，它起到了拉长购

物季、化解物流压力、品牌按需生产

等作用，但也有不少消费者开始对

预售产生反感，认为“浪费时间”“前

后价格不一”“付了定金忘记付尾款

后续操作麻烦”等。今年京东同时

有预售和现货开卖，算是开了一个

好头，说不定明年“双11”，随着数字

技术和物流能力提升，预售会越来

越少，现货开卖会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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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第

一产业智慧物流园区，分拣“小黄

人”机器人在精准配送各类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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