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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

辔头，北市买长鞭。”古人置办一身行头

需要跑遍全城，而今的中国人，只需一部

手机，即可足不出户“买遍全球”。

数据显示，从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情

况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为 64.8%，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3个

百分点，消费保持了持续恢复势头。四

季度消费旺季的到来，尤其是一年一度

的“双十一”，再次将线上线下商品交易

额推上新高峰。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

主引擎的地位愈发稳固。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应“坚

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将全面促

进消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作为重

要举措，凸显出消费在当前乃至中长期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广

阔内需市场潜力如何激发？如何以消费

“小切口”做好扩大内需“大文章”？透过

今年“双十一”的消费新趋势，我们试作

分析。

市场下沉 产业“上新”

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终于赶在‘双十一’前，把村里的快

递超市开起来了。”一大早，快递进村项

目负责人胡明玮驾驶三轮车，将首批 40

余个包裹送到位于大凉山深处的四川省

盐源县黄沙沟村，登记入库后及时通知

村民前来取件。

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某保鲜仓库

内，果农们通过全自动智能分选系统，将

刚摘下的苹果按大小、颜色进行分拣和

包装。

邹城市张庄镇牛角村，快递员薛云

凤将村合作社出产的花椒、茄子、花生油

等依次装车。2 天后，这些农产品就能

送达广东、上海、江苏等地的大型商超。

乡村邮路上，快递服务小站负责人、

农产品分拣员、物流网点管理者的忙碌

身影，是我国消费市场不断下沉、推动乡

村产业振兴的生动注脚。

庞 大 的 人 口 基 数 、日 益 普 及 的 互

联 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不 断 提 高 ……

种种发展新趋势催生了下沉市场快速

增长的消费需求。国家邮政局数据显

示 ，2020 年 我 国 基 本 实 现 快 递 网 点 乡

镇全覆盖，直投到村比例超过 50%。今

年 1 至 8 月 ，农 村 地 区 收 投 量 超 过 280

亿件，同比增长超过 30%。在推进乡村

振 兴 的 大 背 景 下 ，占 我 国 消 费 市 场 总

体 规 模 38% 的 乡（镇）、村 两 级 消 费 市

场，已成为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

的增长极之一。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

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到

2025 年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

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去。其中，电

商和物流是推动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

乡的重要平台。

从“快递下乡”到“快递进村”，实现

一出一进畅通无阻，打通快递物流“最后

一公里”是关键。当前，我国正在实施

“数商兴农”工程。加强电商主体培育、

电商人才培训，提高农产品电商销售比

例；完善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为脱贫地

区农副产品产销对接搭建平台；逐步建

立覆盖生产流通各环节的冷链寄递物流

体系，探索智能快递箱、公共服务站投递

等多种末端服务方式，在山区等交通不

便地区探索无人机应用……系统思维配

合科技创新，快递进村之路越来越短，乡

村发展动能更加强劲。

消费升级 加速“破圈”

“看不见的商品”释放潜力

11 月 1 日 0 时 30 分，新婚不久的王

女士为早已放进购物车的“吸油烟机+

洗碗机+扫地机器人”家电套组付下尾

款 。“ 新 房 刚 刚 装 修 ，添 置 家 电 是‘ 刚

需’。”她说，“更吸引我的，是快递送货上

门、免费安装的便捷配套服务。”

差不多同一时间，全国有无数网络

购物车被清空。品质升级需求集中释

放，直播带货成为重要销售方式，新国货

成为消费新增长点……消费者多样化、

个性化、高品质的商品追求，折射出我国

消费升级的良好势头。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论城

镇还是农村，对大多数家庭而言，耐用型

消费品支出已不再是消费的主要目标，

餐饮、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娱、医疗

保健等服务消费支出，比重逐渐加大。

人们在追求更高品质实物商品的同时，

对优质服务这一“看不见的商品”需求与

日俱增。

“过去，居民消费主要集中在‘吃穿

住用’，今后会向‘安享乐知’转变，即更

加注重安全、享受、娱乐、求知。”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认为，服

务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增长

点，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表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

名义增长 23.4%，快于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7.6 个百分点。今年“双十一”期间，

服务类商品销售火爆，电商平台纷纷将

业 务 拓 宽 至 线 下 服 务 领 域 ，如 家 居 装

饰、家政服务、旅游酒店预订、汽车保养

维修等，线上线下联动推广销售成为新

趋势。

不可忽视的是，服务消费与实物消

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彼

此联动。在服务消费拉动实物消费升级

的同时，实物消费同样催生和推动服务

性消费。

例如，住房租赁规模的扩大，催生了

专业化、机构化的住房租赁企业，不断丰

富相关服务品种；汽车消费优化升级，能

够促进相关赛事、旅游、改装等领域市场

潜力的释放；应用 VR 设备等智能化实

体产品，能够将无形的服务通过模拟体

验、互动等方式直观呈现给消费者，助推

服务类消费意愿的上升。

不“卡脖子”不“掉链子”

“智造”应对供应链“大考”

“双十一”期间，一家名为“犀牛智

造”的新制造平台接到大笔订单。与传

统制造平台不同的是，这些订单规模小、

交付周期短，且大多来自中小商家。该

平台创新运用“用户直连制造（C2M）”

生产模式，即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组

织生产，去除所有中间流通加价环节，实

现用户到工厂的直连。

网店店主林晓星经营的某男装品

牌 ，是 首 批 与 犀 牛 智 造 合 作 的 商 家 之

一。“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组织生产”

的生产模式让林晓星眼前一亮。“数据分

析就像一支精准的画笔，准确‘画’出消

费者画像、商品特征等。”

双方不断磨合，形成一份相对精准

的销售计划。林晓星介绍，这份计划实

际上只是一份销售大纲，销售过程中还

会根据具体情况，对服装的款式、颜色、

尺码进行动态调整。凭借更有弹性的供

应能力，今年“双十一”林晓星的网店“打

了个胜仗”。

“双十一”既是购物“盛宴”，也是对

产品供应链的大考。消费者的竞争开始

于预售、付尾款的时间节点，而位于供应

链生产端、配送端的从业者，自 9 月份甚

至更早，就开启了备货、资源调集、制定

预案等准备工作。数字化的新技术还应

用于传统产业链改造，以线上聚集的数

据、技术、创意等发掘细分市场的用户需

求，提高整个供应链应对变化的能力。

以服装行业为例，应用云计算、人工

智 能 等 新 技 术 的 新 制 造 平 台 ，将 平 均

1000 件起订、15 天交付的传统流程，缩

短为 100 件起订、7 天交货。中小企业有

了小单量、高效率、高品质的生产选择，

能够更好适应市场需求变动。

供应链的“数智化”发展，同样促进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有效贯

通。专家表示，供需交易效率的提升，不

仅需要需求端的变革，也同样需要供给

端的结构性变革，即通过算法、数据，提

升行业的供应效率，从而提升整个电商

链条的交易效率。

上图：“双十一”期间，山东青岛即墨

区物流快递企业通过大件物流智能无人

仓、智能分拣系统对包裹进行有序分拣，

确保高峰期快递运转顺畅高效。

新华社发

“购物车”驱动“大循环”
—从“双十一”消费新趋势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本报实习记者 张培瑶

C2M

用户直连制造

C2M 模式又被称为“短路经济”，

是指现代制造业中由用户驱动生产的

反向生产模式，缩短环节和链条反向

是其典型特征。

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直接通过

平 台 下 单 ， 工 厂 接 收 消 费 者 的 个 性

化 订 单 ， 然 后 根 据 需 求 设 计 、 采

购 、 生 产 、 发 货 。 由 于 “ 短 路 ” 取

消 了 库 存 、 总 销 、 分 销 等 中 间 环

节 ， 用 户 能 够 以 超 低 价 格 购 买 到 高

品质的产品。

去库存、去中间商、以量定产的生

产销售特点，使各方价值最大化，有助

于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OBM

代工厂经营自有品牌

OBM 模式是指生产商自行创立产

品品牌，生产、销售拥有自主品牌的商

品。该模式以品牌影响力为依托，通过

物流体系直接将自产商品送到客户手

中。一方面省去其他中间环节，减少摩

擦成本和代理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提高

客户的品牌体验，让客户感到所购买的

商品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

在 重 大 销 售 节 点 中 采 用 这 种 模

式，大量订单所形成的规模效应使销

售成本和运营成本进一步降低，用户

往 往 可 以 用 更 优 惠 的 价 格 买 到 优 质

商品。

（综合各媒体报道）

电商“战绩”背后的新模式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是福

建 和 宁 夏 共 同 建 设 的 生 态 移 民 点 ，

2020 年 9 月全面脱贫。村内某电商帮

扶车间内，一群“巧媳妇”乘着网络直

播的东风，当起了带货主播。

我是 2012 年从宁夏固原易地搬

迁到闽宁镇的。只有小学学历的我，

以前只是一名家庭主妇。丈夫的务工

所得，是全家唯一的收入。

2019年，原隆村电商帮扶车间的

设立，让我的人生发生改变。成为时

尚的带货主播，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

离开宁夏，第一次看到大海……过去

的 2 年间，我做了许多曾经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

然而，新生活的开启，也经历了不

少困难和挑战。

我在电商帮扶车间的第一份工

作，是处理客户订单信息。我之前

没有接触过电脑，不懂得如何复制

粘贴文本，也不知道如何截图。有

一次，经理发来一个电子表格，让我

录 入 客 户 姓 名 、电 话 号 码 等 信 息 。

我花了 1 小时完成录入，又在发送表

格 时 犯 了 难 。 通 过 经 理 的 远 程 指

导，我才知道怎样在电脑上登录微

信、发送文件。

去 年 4 月 ，我 第 一 次 进 入 直 播

间，当时紧张得出了一身汗，连和观

众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不会表达，

我就把直播词抄下来，一有时间就拿

出来背诵；操作不熟练，就多向团队

的姐妹们请教，大家相互鼓励、共迎

挑战。

现在来到镜头前，我可以很流畅

地说出开场词：大家好，欢迎来到“巧

媳妇”直播间，今天为大家带来了闽宁

特色的枸杞、黄花菜、红枣……

回想 1 年前，直播间第一次参加

“双十一”促销活动，姐妹们集思广益，

在讲述“巧媳妇”生活的今昔对比中推

荐特色产品。经理与员工一起打包货

物、通宵奋战，单周出货量刷新了之前

的销售记录。但由于准备不足，主打

产品临时缺货，快递物流爆仓，也给我

们留下了遗憾。

为了迎接今年的“双十一”，我们

提前备足货源，争分夺秒完成分拣、

打包，还专门设计了特色礼盒。车间

里所有能够利用的空间，都堆满了货

物。

我们还与各大快递公司、电商平

台签订合作协议，在村里新建了电商

物流配送站点，并提前把部分货物运

到前置仓。从原隆村发往北京、上海，

3天左右就能送到消费者手中。

起初，我们只是把宁夏的农产品

卖出去，现在，还兼售福建特产，将两

地产品“打包”销售。通过对产品进

行分类，区分不同的价格档次，为消

费者提供个性化选择。今年，我们还

特别推出了枸杞原浆、蘑菇脆片、青

豆等即食产品“套餐”，受到年轻消费

者的喜爱。这几天，直播间订单都是

1万件起步，即使在平时，每天至少也

有 2000多单。

随着闽宁协作的深入开展，我的

眼界也变得开阔起来。去年年底，借

着去福建参观学习的机会，我这只“海

燕”终于见到了大海。

《山海情》播出后，直播间许多观

众留言：你们的经历真的和电视剧中

的“水花”一样吗？其实，我们“巧媳

妇”直播间的姐妹们，都是“水花”的原

型。我们不怕吃苦，几十吨重的货物

都是自己装卸；我们热爱生活，以后有

机会，希望多出去走走看看。

现在我每天可以拿到 80 元的基

础工资，加上卖货提成，月收入超过

3000 元。前不久，我拿出三分之一的

工资，给女儿报了兴趣班。我想，未来

应该多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这不仅

能帮助孩子成长，也关系着我们闽宁

镇的未来。

（龚品嘉整理）

下图：海燕（左）与同事直播带货。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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