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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9年到2023年，电商“双11”购物节已
行至第15年，从最早的淘宝孤独狂欢，到如今
天猫淘宝、京东、拼多多以及抖音、快手等全
网一同参加的电商节日。近期，各大电商平台纷
纷公布了规则与玩法，今年“双11”，“低价”似乎
成了几家电商巨头们的共同主题。都说今年
“双11”商品价格低，是真噱头还是真便宜？

  相比以往复杂的玩法和规则，今年各大电商
平台纷纷打出“低价、便宜”的口号。
　　淘天集团明确将“全网最低价”作为其今年
双11的核心KPI，10月24日晚8时，天猫“双11”
开启预售，1小时内，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的
品牌达1300多个，成交同比超500%的品牌数近
700个。具体到玩法规则上，在跨店满减基础
上，首次大规模推出“官方立减”，预计将有超
过8000万商品降至全年最低价；首次新增了“双
11天天低价”活动；面向淘宝客群体投入10亿元
佣金激励，以帮助商家降低流量成本；面向天猫
品牌商家，提供总额20亿元的经营激励；淘宝直
播联合18位主播、100多家天猫品牌，发放超10
亿元现金红包。
　　京东今年“双11”大促主题定在了“真便
宜，闭眼买”，于10月23日晚8时开启，没有预
售，现货开卖，超8亿商品整个“双11”期间全
程价保，参与百亿补贴的商品数量将达到
“618”时的2倍。京东零售CEO辛利军说：“低
价是刻在京东骨子里的基因。”万亿电商业务的
掌舵人，这一刻像极了直播间卖力吆喝的新主
播，总是想着帮“家人们”把价格打下来。
　　拼多多的活动时间表与去年变化不大，是从
10月20日至11月13日。拼多多方面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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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美妆、洗护、文具、服饰、清洁等国货
商品的增长最为显著。
　　快手称，10月18日至10月30日为预售期，10月
31日至11月3日为尾款期，10月31日至11月11日为
正式周期，在保证低价的同时，针对所有大牌商
品，同步上线正品险。
　　唯品会“双11”特卖自10月20日晚8时开启提
前购，活动将延续至11月14日早10时。
　　小红书表示，在玩法上，为用户提供跨店满减
+直降、主会场领券和直播间红包等三大玩法。
其中主会场领券最高可得1111元无门槛购物
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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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拼”低价。
　　例如唯品会称，摒弃套路，坚持贯彻优惠规则
简化的原则，消费者无需凑单，一件商品即可享受
超值优惠。天猫也表示，标有“官方立减”和“闪电
标”这两个标的商品都无需凑单，一件就打折。
  抖音打出“不凑单”的口号，推出官方立减。
　　此外，今年“双11”电商平台家纷纷上线“买贵
就赔”的服务。淘宝表示，平台上所有百亿补贴商
品承诺“买贵必赔”，如果买贵了，平台将补偿差价
等额红包。
　　今年“双11”各大电商平台还在物流上“比
拼”。例如，京东近日推出即时零售的“三公里
模式”，实现3公里-5公里内“消费者下单、门
店发货、商品小时内送达”的闭环。
　　菜鸟则表示，“双11”继续提供半日达、送
货上门服务，电器家装保证“一次上门，免费送
装”，通过预售极速达模式，部分预售订单甚至
要快于日常。

电商争抢全网最低价

摒弃套路，规则更简单

  回望首届“双11”，2009年11月11日，凭借20余个
品牌、5000万元成交额，通过五折清仓的手段，“双
11”开始了它的造富神话。
  随后，2010年，交易额达到了第一年的17倍；2017
年，11秒破亿元，9小时破千亿元……当数字庞大到
失去感知，人们逐渐用时、分、秒代替天、年，去计算
“双11”的交易额增速。截至去年，仅天猫“双11”就
已经有了超过29万个品牌，商家也早已不再只卖清
仓，而是把这个大促当作跟用户推介全部商品的最
好时机。
  然而，狂欢过后，各种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货不
对板、先涨再降、物流不畅，还有预售、订金、尾款、秒
杀、膨胀金、抢红包等繁琐的规则，遭到消费者的
吐槽。
　　中国新闻网微博10月20日针对“今年‘双11’你
打算囤货吗”发起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不买”和
“看情况”的网友最多。但从往年看，网友向来是“嘴
硬身体诚实”，最终或还是忍不住下单。
　　数据显示，网购依然是消费者青睐的购物方式
之一。据商务部网站20日消息，网络零售拉动消费
效应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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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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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网零对社零增长贡献率达
33.9%。
  今年“双11”最终表现如何，决定权还在消费者
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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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会买账吗

  面对眼花缭乱的“双11”宣传，消费者要理性
消费，合理选购，做一个精明的购买者。
　　选购平台要正规，直播带货有风险 消费者认
准正规平台，优先选择经营时间长、信誉度高、资质
齐全的购物网站及直播平台，下单前了解清楚网页、
直播间推荐的商品来源、功能、质量及价格等情况。
　　优惠促销方式多，各项规则需厘清 选购商品
时，消费者应该仔细阅读商家促销活动规则。提前
关注商品的价格变化，避免落入商家“先涨价再降
价”的消费套路。不要为了凑单而盲目购买不必要
的商品。
　　商品收货重验收，退换时限要把握　消费者下
单后关注物流信息，避免错收和漏收快递。收货时
先查看购买商品的规格、数量、赠品等是否与订单
一致，一旦发现商品或赠品出现问题，尤其是对于
退货理赔条件较为严格的生鲜食品，应尽快与商家
或平台联系，把握好退换货的时限，避免产生不必
要的售后维权纠纷。
　　网购凭证要留存，依法维权有保障　通过网络
购买商品时，消费者要及时向商家索取并妥善保管
支付记录、电子交易码等有效购物凭证。发生消费
纠纷时，要及时与商家、平台协商，协商不成可拨
打12345、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网站、
公众号、手机APP等渠道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本报综合

消费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