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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双11

为何改变？
热度下降 拉长周期成电商新策略

今年“双11”，电商们无一例外地都把战线拉得
更长了。

抖音最先抢跑，把时间提前至10月8日；天猫、
淘宝预售从10月14日开始，同比提前10天；京东则
从10月14日晚8点现货开卖，同比提前了9天。

提前开启的“双11”，显然不是简单的日历调整。
有头部电商高管此前表示，促销时间之所以

变长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平台发现消费者喜欢并
擅长在线上合并品类购买，集中品类下单并享受
整体优惠，这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品牌商希望年
底大促能触达更多消费者，这也需要一定的触达
周期。

电商行业经历了从1.0时代的互联网货架到2.0
时代的人找货，再到如今3.0时代货找人的快速演
变。消费市场的快速变革给“双11”带来了新挑战。

比如，百亿补贴促销活动成为常态，消费者对于
价格的敏感度有所降低。仅仅用低价来驱动“双
11”，在吸引力方面显得有些不足。

今年上半年的“618”购物节就是一个例子。在此
期间，各大电商平台都推出了“低价”“仅退款”等法宝，
但业绩却不进反退。星图数据显示，2024年“618”期
间全网销售总额为7428亿元，同比下滑近7%。

“电商购物节热度逐年下滑，交易额增长艰难已
成为不争的事实。”重庆工商大学应用经济学主任李
然说，电商平台首要目标肯定是扩大销售额，因此自
然想要拉长战线尽可能吃更多“双11”流量，甚至提
前抢跑，抢到第一波销量的红利。

对谁有利？
时间变长 利好中腰部规模以上商家

“自9月起，就陆续有电商平台召开商家大会、伙
伴大会，大家基本就知道时间会变长。”王宏友是一
家天猫食品类中腰部以上规模的商家负责人，他认
为，拉长促销周期对中腰部商家的影响是正向的。

“平台所有的玩法流量都可以通过花钱买到资源，
促销时间短，更多流量就会聚集到投放能力更强的头部
商家。”王宏友认为，周期长、玩法多就不一样了，头部商
家的份额会被分流，大家都有机会去分食蛋糕。

王宏友举了个例子：今年，他们从10月14日就
开始在天猫上做新品预售，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展示商
品，同时还给备货提供了更长的周期。就目前天猫店
铺的数据看，王宏友“双11”预售成交率达70%以上。

另一方面，今年“双11”因为周期长，各大平台都
将促销分成了好几个阶段。“说白了就是增强用户黏
性，让消费者在第一轮预售买完后，还能指望‘第二
轮会不会更便宜’。”王宏友透露，今年“双11”还有返
场，预计整个大促要持续到11月20日左右。

不过，将促销季从周变为月，再到更长，意味着
平台商家参加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多，价格也要长期
保持低价，这也让一些小商家吃不消。

“如果在大促期间只有低价而没有足够的销量，就
存在店铺整体利润下降的风险。”一家淘宝文具店的老
板肖先生表示，为避免风险，他今年索性没参加“双
11”。今年“618”活动，自5月20日启动一直延续了近
一个月，肖先生的店铺参与活动后流量没有大涨，总体
销量尽管略有上涨，但客单价低、促销毛利空间变小，
最后利润不增反降。

走过16个年头的电商购物节，从一天变成一个月

电商购物节战线越拉越长，为何？
存量时代主动“拆墙”
电商平台“想通”了

今年“双11”前夕，电商平台巨头们仿佛突然“想通”了
——9月27日，淘宝宣布，当日起消费者在淘宝上购物时，
可以使用微信支付；10月16日，京东宣布，物流全面接入淘
宝天猫平台，平台商家能够选择京东物流作为服务商。

长期以来，支付工具与快递物流都是中国电商行业的
两大基础设施，原本彼此间“高墙林立”的中国互联网巨头
们，现在为何突然“拆墙”了？

在淘宝购物可用京东物流

今年“双11”刚开始两天，一则消息引起轩然大波。
10月16日，京东物流官方公众号发文，宣布与淘天集团

达成合作，京东物流将全面接入淘宝天猫平台，平台商家将能
够选择京东物流作为服务商。

此前，淘宝、天猫商家可选择的物流承运商主要有菜鸟
以及“通达系”、极兔、顺丰、邮政等，唯独不包括京东物流。

“互联互通当然是好事，尤其是对物流运输时效性要求
很高的产品来说。”一家在淘宝卖了多年水产的老板表示，
京东物流接入后，顺丰不再一家独大，物流价格自然会被慢
慢打下来。

对消费者而言，有更多物流选择当然更是好事。“物流越
快越好，有时候同样一个东西，在京东买就会比天猫、淘宝物
流快一些。”消费者吴女士说。

那么，接入淘宝、天猫10多天的京东物流，目前被平台
商家广泛使用了吗？不过，经询问20多家天猫、淘宝店铺
客服，基本都表示暂时不支持京东物流。

“商家可能还有控制成本、稳定价格等方面的考虑。”一位
互联网电商从业人员称，目前淘宝天猫主流还是菜鸟系，京东
物流业增量还需要慢慢看。

在淘宝购物能用微信支付

除了物流互联互通，电商巨头在支付领域也“想通”了。
今年“双11”开始前，淘宝宣布，9月27日起，消费者在

淘宝上购物时，可以使用微信支付。经实测发现，在淘宝
App购物结算时，需要多点一下“更多支付方式”，就可以
跳转到微信页面支付。

在此之前，淘宝、天猫的支付方式除了支付宝，还包
括信用卡、网上银行、找人代付、账户余额等，唯独缺了
微信支付。

此消息一出，令在淘宝卖老年食品的商家刘顺开心不
已。在淘宝开店7年，他总会遇到有买家想用微信来支
付。“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但平台一直都不支持
微信支付方式，我们商家想赚这个钱也没有办法。”刘顺透
露，今年“双11”启动以来，他店里的老年消费者比例较去
年同比增长了20%左右。

根据腾讯财报显示，截至2024年 6月30日，微信及
WeChat合并月活账户数达13.71亿，支付宝平均月活为
8.93亿。而微信支付则凭借微信“国民通讯应用”的优势，
领先抢滩了老年人群体和下沉市场。

“支付打通是我们双方合作的第一步，我们还会不断加
深后面的一些合作，包括在流量等方面。”阿里巴巴集团相
关负责人曾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互联互通是大势所趋。

存量时代
以合作谋求新发展空间

无论是淘宝天猫全面接入微信支付，还是阿里、京东开
放物流，都是在长时间互相“屏蔽”后的“握手言和”。互联
网巨头们为何在此时主动“拆墙”？

“增量时代，大家选择‘跑马圈地’很好理解，因为想以
此去打造闭环用户生态，从而抢占市场。”重庆工商大学应
用经济学主任李然分析，随着互联网流量增长见顶，行业已
经进入存量时代。

到了存量市场中，平台想要获得更多生意，仅靠单打
独斗已经很难再突破。只有实现平台之间的互融互通，
才能找到破局之道。“比如对淘宝来说，接入微信支付意味
着抢占更多下沉市场，以及挽回流失的老年人消费群体。”
李然说。

另一方面，拼多多异军突起，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内
容电商等新业态火爆，竞争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2023 年，阿里巴巴、京东电商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
41%、14%，较2022年分别减少3个、2个百分点，京东电商在
行业内“第二把交椅”的位置去年被拼多多反超，去年后者
的市场份额已高达18%。

“在此背景之下，平台间握手言和，共同重新寻找业务
增量，也是回应消费市场的变化。”李然说，“互联互通”合作
谋求新发展空间，将逐步成为互联网大厂的共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邱小雅

纵深

作为观察消费市场的重要窗口，2024年“双11”已拉开序幕。从2009年至今，走过
16个年头的电商购物节还能讲出哪些新故事？

“上周点开各大电商平台才发现‘双11’都开始了，有些猝不及防。”作为最早一批
网购消费者，重庆市民陈爽亲眼见证了这场购物节是如何从一天变成一个月的。

2024年“双11”，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打出“史上最长”的标签。10月14日晚上8点，淘宝、京
东、拼多多等电商启动了“双11”，比去年提前了10天左右，紧随其后的还有小红书、快手等平台。

这场如期举行的促销活动，从“百米冲刺”到“马拉松长跑”，时间为何越变越长？商家、消费
者感受如何？

重庆90后上班族周双双近期经常点开看手机就
会被推送的信息吸引，然后跳转到淘宝、抖音、京东
等平台逛上几圈。“今年购物节来得比往年更早，平
台各种精准营销推送还是起到了催化作用。”

和周双双有类似感受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购物
节入局时间变长后，不少人都表示，对“双11”的感知
比前两年要强烈一些。

“过去‘双11’要熬夜购物、疯狂凑单，时间变长
之后，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东西有些犹豫，等过段时间
想好再去买，还是同样的大促价，给大家留足了购物
思考时间。”消费者杨宏说。

不过，也有消费者认为，“双11”变长的刺激作用

并不大。市民王女士说：“就像出门吃饭，本来半个
小时就能吃饱，结果有人非要你再多吃两个小时，最
终吃下去的东西也不会翻倍。”

实际上，无论是平台还是商家，都想通过这场“马
拉松式”的购物节刺激消费者。

就目前公布的数据看，淘宝、天猫方面，多个品
牌实现爆发增长，李佳琦直播间更是实力不减；京东
则不仅守住了自己的优势类目，还在服饰、美妆护肤
等类目实现了高速增长；抖音电商在10月8日至12
日这4天里，超过3000万成交的场次高达21场。

这场号称“史上最长‘双11’”最终效果如何，还
尚待时间检验。

焦点 效果如何 尚待时间检验

京东“双11”启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