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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十一”布局看国内消费深层次变化 

电商“双十一”购物节即将来临，从各家电商布局的变化可以看到国内消费的变化。“疫情常

态化防控”和“双循环”格局下，恢复性消费平稳释放。2020年“双十一”六大变化透视出“消费

内循环”预期改善，最终还得落实到消费规模的可持续增长。 

一、2020 年“双十一”六大变化透视出“消费内循环”预期改善 

“疫情常态化防控”和“双循环”格局下，恢复性消费平稳释放。2020年“双十一”购物节是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双十一”，也是“双循环”格局下的“双十一”。其特殊点主要体现在六个

方面：时间拉长，节奏有所放缓，产业链供应链得以深度喘息；刚性消费上升，线上“卖房、卖车”

日趋常态化；国货加速崛起；平台更加主动；支付工具升级为数字生活全平台；快递格局生变，物

流竞争牵动着大消费的神经末梢。 

1. 时间节奏变化，产业链供应链得以深度喘息 

“双十一”不限于一天，期间拉长不会磨灭消费热情，减轻生产供应压力。背后的深层次原

因在于疫情过后，生产消费都需要更长时间修复，“双十一”承担着全年消费循环流通的重任。“双

十一”战线拉长，相当于为生产制造、市场流通创造“时间窗口”，给产业链供应链一次深度喘息

的机会，也是给消费者更多时间以充分选择商品，国内消费环境调整改善。 

2020年“双十一”时间拉长，节奏放慢，各方能够从容应对，消费节常态化发展。天猫近日在

上海宣布，2020年天猫“双十一”预售于10月21日开始，“双十一”时间扩展到4天，11月1日至3

日为第一波购物节，11月11日为第二波购物节。比往年多了3天的“双十一”，意味着消费者在11

月1日就可以支付预售商品的尾款，提前10天收到货。消费需求平稳释放，原料采购、生产制造、

市场流通、仓储物流各方的压力都得到缓解。疫情过后，消费的“硬仗”告一段落，各方参与者深

度调理，促进大消费血液循环。 

2．刚性消费上升，深层次原因是人们对于安全感和稳定性的向往 

“双十一”品类边界不断扩宽，“卖房、卖车”是2020年的核心看点，服装、化妆品、数码产

品等弹性消费未必能实现重大突破。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买房、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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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带来的安全感显示稳定性是消费者当下最需要的。疫情过后，消费心理从“冲动感性”更多变

为“审慎理性”。 

以“买房、买车”为代表的刚性消费转向线上的根本原因在于安全感和稳定性，平台扩大电

商成交额（GMV）、开发商担心线上渠道成本上升只是次要原因。在“双十一”期间给予房产和汽

车消费极大的优惠力度，并非号召冲动性消费，也绝不是直播间的偶发行为，而是在大数据洞察下，

更好地将供需双方联系在一起。对于平台来说，动辄几十上百万元的单品销售让互联网巨头非常动

心，这是提高GMV最快的方法。对于开发商来说，传统渠道利润挤压，贝壳一家独大也让开发商对

获取线上渠道日益攀升的成本深感担忧。 

“安居”在疫情加剧不确定性的时代变得更加重要，互联网巨头开启“房产自营”时代。前

段时间，“天猫好房”成立，2020年“双十一”，“天猫好房”将联合房地产业的优秀服务生“易

居”以及开发商，打造史上最大规模的在线房产销售。全国200多个城市的3000多个楼盘将参与到

本次“双十一”活动中，其数量占目前国内主流城市楼盘的40%，单套房的最高优惠可以达到100

万元。 

3．国货加速崛起，消费内循环预期改善 

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新国货品牌在2020年集中发力。“国货潮”显示中国制造实力增强

以及国内消费者对本土品牌认可度的提高，国货崛起表明消费内循环预期改善。“新国货之城”成

为广州、杭州等地的新名片，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国内大循环重要的生产、物流、消费平台。背后的

深层次原因在于疫情过后，出于“效率”和“安全”平衡考虑，生产资源就近配置，加上进口商品

出现产品品质问题，消费者对洋品牌的期待暂时性回落，国货自然成为消费首选。 

“双十一”电商平台扶持是国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天猫

线上国货品牌数量已经达到2018年的两倍，国货品牌线上市场占有率超七成。天猫在2019年、2020

年连续两年发起新国货计划，以集团之力推动新国货突围。没有大平台的鼎力支持，质优价平的国

货可能仍局限于本地市场，孤军奋战，无法走向“双循环”的大舞台。 

4．平台更加主动，消费带动其他齿轮运转 

此次“双十一”，平台主动亲民的服务态度，背后体现的是通过营造更和谐的购物环境，让

“消费马车”跑起来的根本思路。2020年“双十一”，消费者不再需要掐点抢津贴，跨店购物直

接满减，叠加店铺优惠活动，被消费者赞道“套路少了，真诚多了”。往年“双十一”，面对上千



 

5 / 6 

字的优惠规则，面对多组合的跨店满减方案，消费者头疼不已。虽然目前判断消费市场能否扩大为

之尚早，但“内循环”的要义正在于“循环流通”，“消费马车”跑起来带动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

加速运转。平台的主动还只是消费进步的一小步，根本还是在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国民收入。 

5．支付工具升级，撬动本地生活服务市场 

2020年“双十一”的又一看点在于支付工具强化服务心智，全面演变为数字生活大平台，从

数字支付扩大到同城服务，线下消费生机显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习惯，对数字平台的依赖度大大提高，当数字平台的服务伸向线下消费的各个场景时，消费者也随

之适应，直接带动本地生活服务市场的崛起，消费近域化趋势明显。消费者不仅能感受到线上的购

物狂欢，也能感受到线下消费的烟火气，同城生活服务和线上商品一样可以抢、可以囤。 

6．快递格局生变，物流竞争牵动着大消费的神经末梢 

疫情期间，“万物到家”理念盛行，以快递为代表的“隔离经济”迎来高光时刻。物流行业

的价值和地位有所抬升，保障供应链稳定，承担着“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的重任。2020年

“双十一”前夕，极兔快递横空出世，或站队新零售阵营，较高派费挑战传统加盟模式下的末端管

控，各大快递物流公司坐立不安，原本成熟稳定的国内快递业格局生变。阿里、京东之后出现了电

商的“第三极”，未来也许还会有“更多极”，对物流的掌控力是决定零售商整体服务能力的那块

短板。随着消费环境的改变，人们意识到看似稳定的快递物流行业仍有机会。 

二、消费预期改善最终还得落实到消费规模的可持续增长 

2020年各家电商“双十一”布局的变化，实质反映的是国内消费预期的变化，消费循环流通最

终服务于消费规模扩大。消费规模的可持续增长依赖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本质是企业经营环

境和劳动者就业环境改善的问题。近期，自贸区扩容，综合保税区建设加速，直接带动进口消费。 

1．消费规模可持续增长，内在动力是提高居民收入，究其根本还是市场环境改

善的问题 

我国尚未实现“橄榄型”收入结构，这是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根本原因。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

例、提高可支配收入是提升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预期的根本方法，实现路径之一是要素市场

化改革推动创新创业、提高财产性收入。 



 

6 / 6 

收入来源无非是就业和创业，本质上都是市场环境改善的问题。只有当市场活力被唤醒，企业

生存环境得以改善，企业经营才能实现良性发展，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从业人员才能实现收入增长。

而市场环境改善的一个中长期政策支撑面就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五要素分别是土地、劳动力、资本、

技术、数据。疏通要素市场化流通体制机制障碍是改善市场环境的第一步。 

2．自贸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是打开消费规模可持续增长的窗口 

国货消费是现阶段国内消费的一个特征，与跨境电商提供海外购物交易平台本身并不冲突，同

属促进市场循环流通、扩大消费规模的现象。自贸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在税收和贸

易管制方面适度放松、给予优惠，海外购需求扩大，进口企业有利可图，是打开消费规模可持续增

长的政策窗口。 

以海南自贸港为例，在“零关税”和“一线”放开的情况下，海南先按正面清单再按负面清单，

对大多数商品免关税，进口环节税转到零售环节征销售税。这意味着海南进口的跨境电商商品没有

税收负担、没有品目限制、没有额度控制，价格低于内地，种类优于内地，对于岛内居民和国内外

游客的吸引力巨大。电商企业在海南进口商品并销售，盈利空间巨大。湖南、安徽自贸区总体方案

均支持自贸试验区内的综合保税区依法依规适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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