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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红动中国

财经速递

第 11 个“双十一”结束。2009 年的

促销活动变成了 2019 年拿下数千亿元

(人民币，下同)销售额的消费盛宴。“11

岁”的“双十一”见证了 11 个变化。

线下新生
电商与实体店不能共存？现在看似

乎不用太担心。电商收购超市，后者线

下门店在“双十一”爆发，这个故事的主

角是苏宁和家乐福。家乐福中国的 210

家门店迎来了加入苏宁“队伍”后的首

个“双十一”，拿下了单日销售同比增长

413%的历史新高成绩。

下沉市场
“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让电商们

想要把下沉市场纳入版图。今年京东

“双十一”与往年最大的区别是其社交

电商平台京喜的首次参战：“双十一”期

间，京喜收获的新用户中，来自三至六

线下沉新兴市场的新用户占到了京喜

整体新用户的四分之三。

物流提速
中国的包裹快递量超过美、日、欧

等发达经济体总和，而“双十一”则是每

年中国包裹快递的一个峰值期。规模上

去了，速度不能慢下来。苏宁在今年“双

十一”推出了产品“随时”，当天 12 小时

数据显示，“随时”订单最多的 5 座城市

依次为深圳、上海、广州、北京、南京，平

均送达时间仅 22 分钟。

直播带货
直播为电商导流的时代已经到来。

无论是网红，或是品牌的总裁高管，甚至

还有各地的县长们，都以直播间作为阵

地，瞄准了消费者的钱包。天猫数据显示，

今年“双十一”开场仅1小时3分，其平台直

播引导的成交就超过去年“双十一”全天。

助力扶贫
买卖之外，多了社会责任。11 月 11

日，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云山

村，由中国工程院和拼多多合作的澜沧

科技扶贫班迎来了首批身着迷彩军训

服的电商学员。来自全县 20 个乡镇、年

龄从 20 至 50 岁不等的 60 名首批学

员，将在未来半年参加三次集中授课，

从零学习如何开店、如何提高店铺运营

效率等电商知识，并将在拼多多开设属

于自己的网络店铺。

国货发力
经典国货因电商而焕然新生，品质

化、年轻化和数字化的“新国货品牌”，

在“双十一”期间，赢得了更多消费者，

攻占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天猫“双十一”

前 2 小时数据显示，共计 148 个品牌成

交额过亿元，其中国货品牌超 80 个，占

一半以上。

走向国际
中国购物节正在“出海”。支付宝宣

布，亚洲有 11个国家的消费者可在当地

通过本地版“天猫”或本地版“支付宝”参

与中国今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如在东南

亚电商平台 Lazada 上，新加坡、马来西

亚、印尼、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消费者能

看“双十一”晚会等“红包雨”。

消费升级
65 寸电视 8秒破万台、扫地机器人

1分钟出售超过 1万台……这是京东今

年“双十一”的数据。用京东大数据研究

院首席数据官刘晖的话来说，“这是一

场蓄谋已久的消费升级”，因为很多人

在 5月和 7 月就已经把大家电等昂贵、

高品质商品放入购物车，“这说明我们

的客户等待着这个火爆大促的机会提

升自己的消费水平，体验更好的产品和

服务。”

补贴大战
优惠，是让人无法拒绝“剁手”的原

因之一。今年“双十一”，电商平台又掀

起补贴大战。

京东和阿里沿用了常规玩法，即优

惠券、红包、满减、定金抵扣、购物补贴

等优惠活动，阿里在此次活动预计补

贴 500 亿元。苏宁则推出了百亿补贴

计划，在“双十一”期间吸引全球超

500 个大牌加入，累计送出超 5000 万

张优惠券。

抢夺会员
当下，互联网获客成本不断提高，

如何用会员制服务好“老客”“熟客”，提

高其复购率和活跃度成了各大电商的

争夺焦点。京东 PLUS会员业务负责人

孟春慧称，“双十一”期间京东为 PLUS

会员节省了超 100 亿元。其中，节省金

额最高的一位通过 PLUS 权益总共省

了 38900 元；苏宁为 SUPER会员赋予

了新上线的场景精选商城权利，满足共

计 50000 类场景下的购物需求，特别是

SUPER会员在“双十一”期间可享受到

预约抢 1499 元茅台的特权。

科技加持
2684 亿元！2019 年天猫“双十一”

的成交额定格于此，在它背后有朵

“云”。阿里云扛住全球最大规模流量洪

峰，今年的订单创建峰值更是高达 54.4

万笔 / 秒，是 2009年第一次“双十一”的

1360倍。蚂蚁金服副总裁蒋国飞透露，区

块链已全面参加今年天猫“双十一”，在正

品溯源、原创“卖家秀”保护、服务小商户

贷款等领域发挥作用。 （夏宾）

11 月 2 日至 4日，第 35 届东

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

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本次会

议关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以下简称“RCEP”）的谈判备受

关注。据印度电报网报道，RCEP

发表联合声明称，除印度以外的

15 个成员国已结束全部 20 个章

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市

场准入的谈判。

强力牵制保护主义

RCEP 由东盟 10 国于 2012

年发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印度 6个对话伙伴国

共同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

非关税壁垒，建立一个 16 国统一

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成员国积极谋求伙伴

关系。据泰国《曼谷邮报》报道，东

盟轮值主席国泰国总理巴育在第

35 届东盟峰会开幕式致辞中承

诺，“与所有人为友，不与人为

敌”，东盟将继续秉承这一做法。

据彭博社报道，11 月 4 日，巴育

再次表示对协定完成所取得的

“重大进展”感到“非常满意”。

根据韩国广播公司电视台

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表

声明，强调东盟应该尽快签署

RCEP。据彭博社报道，新西兰

总理阿德恩在东盟峰会上的讲

话也谈到了达成 RCEP 的必要

性。

法新社称，东盟峰会上回荡

着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话音。日

本共同社分析认为，正是出于对

贸易保护主义的警惕，16 国促成

RCEP 的热情自去年以来迅速高

涨。如果 RCEP 成功签订，将催

生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

将成为对贸易保护主义强有力的

牵制力量。

印度表示暂不加入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暂不会

加入RCEP。据《经济时报》分析，

印度在 RCEP 谈判中持保守态

度是因为其希望保护国内工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合组

织与东亚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沈

铭辉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印

度国内对于贸易投资自由化偏向

保守态度。另外，双边谈判涉及印

度敏感产品目录较多，导致印度

的态度更为谨慎。

沈铭辉认为，协定的达成需

要各国协调国内利益，降低国内

反对声音，同时在谈判中把握尺

度，找到利益平衡点。最重要的则

是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决断力和推

动力。

对于印度暂不加入 RCEP

的决定，其他与会国家给予关注，

并普遍表示将共同努力解决印度

的关切。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

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表示：“我

的理解是印度将继续进行讨论和

谈判。”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

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期盼

印度这个有巨大潜力的经济体，

最终能“全面参与协定”。

协定将破贸易障碍

据英国《卫报》报道，RCEP

发表的联合声明称，RCEP 将极

大促进该地区未来的经济增长前

景，并为全球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同时将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强大

支撑，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据新西兰媒体沃克斯报道，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认为，“在动荡

加剧以及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放

缓之际，RCEP 将为区域经济提

供重要的推动力。”

“虽然暂时未达成协议，但

参与国已经在核心议题上完成

了实质性的谈判，依然高度期待

2020 年签署协定。”沈铭辉表

示：“在世界经济前景不明、贸易

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RCEP

协议的签订将成为一个维护自

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也将成为推

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心剂。在区

域经济层面上，RCEP 将消除各

国间的贸易障碍，简化通关规

则，实施更便利的措施，使东亚

区域内各国之间的贸易更畅

通。”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入选国家

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第一批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厦门市生物医药产

业成功入选，这是全国首批入选的 16 个生

物医药领域产业集群之一。

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猛，“十二

五”以来，厦门市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工

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超过 25%，2018 年产值

574.66 亿元；2019 年预计产值 660 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 800 亿元。

厦门高端装备及智能制造

展示交易中心项目“登陆”

进博会

11 月 8 日，厦门高端装备及智能制造

展示交易中心项目推介会在国家会展中心

举行，吸引了众多境内外客商参会。

会上，主办方向嘉宾们全方位推介了厦

门经济特区、厦门自贸片区以及机电平台高

质量发展成果和招商引资新机遇，重点展示

了平台“保税 +”、“金融 +”、“会展 +”、“互

联网 +”等特色运营模式的创新，详细解读

了平台专项优惠扶持政策，并与多家高端装

备品牌企业达成共识，现场签署战略合作项

目。

厦门八富豪登上福布斯

2019年度中国富豪榜

11 月 7日，福布斯发布 2019 年度中国

富豪榜，400 位中国富豪登上这份顶级财富

榜单，厦门有八位富豪登上榜单。

三安光电的林秀成家族以 159.8 亿元

财富成为厦门首富；紧随其后的是禹洲集团

的林龙安家族，身家 115.3 亿元；厦门恒兴

集团的柯希平家族以 106.1 亿元财富排在

厦门富豪榜第三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