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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业最庞大的消费狂欢“双11”度过了它的第13个年头。

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发布今年“双11”的销售业绩：天猫“双11”总交易额达到5403

亿元，同比增长8.45%；京东“双11”累计下单金额超3491亿元，其中，43276个商家成

交额同比增长超200%。

和往年比不变的是，销售额再创历史新高，电商在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方面

的强大引擎作用依然显现。和往年比变化的是，“双11”的“战线”拉得更长，消费者

的购买行为趋向理性，升级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增多，短信轰炸、价格欺诈等不规范

行为有所收敛，平台竞争更显公平有序。

从狂欢到理性电商进入发展新阶段
13年间，我们见证了“双11”的成长。2009年，阿里巴巴首次举办线上“双11”，

成交额仅为5200万元。到2021年，天猫“双11”总成交额达到5403亿元。随着参与

的平台越来越多，“双11”已演变成电商业最大的促销盛会，整体成交规模不断创下

历史新高。

“双11”交易额的持续增长，是我国电商市场飞速成长的缩影。商务部发布的数

据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从2015年的21.8万亿元增至2020年的

37.2万亿元，我国已连续8年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

今年“双11”，没有了往年喜报式的成交战报，各大平台也没有像此前那样频繁

更新实时交易额。尽管最终销售总额依然创历史新高，但增速实际上已趋于平缓。

2021年，天猫“双11”交易额同比增长8.45%，而这个增速在2020年为26%。不难看

出，商家和消费者对“双11”的热情在下降，消费者对“报复式”集中消费显得审美疲

劳，商家也在忙于备货和比拼中略显疲惫，各种“新玩法”也不温不火。

这说明“双11”正从狂欢回归理性。一方面，电商促销日趋“常态化”，一些直播电

商“包揽”了部分“全年最低价”，“双11”的集中购买和促销被渐渐冲淡。另一方面，受

疫情影响，电商行业渗透率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对电商平台的定位和认识逐渐深化，

消费者更关心的是购物体验和权益保障，“买个便宜”的网购冲动减少，盲目趁低价购

买不合适再退货，不仅浪费个人精力，也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不再集中“透支”

社会购买力和供给能力，让电商平台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才是长久之计。

“双11”理性回归的背后，是电商市场走过了行业扩张期，进入到规范健康的发

展新阶段。今年以来，监管部门频频出手，“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得到整治，

违规企业收到“垄断罚单”。今年“双11”前夕，工信部要求电商平台不得未经消费者

同意擅自发送营销短信。与此同时，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生鲜电商等电子商务新业

态新模式日趋完善；电子商务成为扶贫助农新抓手，2020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是

2015年的5.1倍；电子商务成为创新创业、灵活就业、普惠就业新渠道，2020年相关从

业人数超过6000万，比2015年增加2700余万，年均增长13%，电商正在更广的领域

发挥着提振经济、促进公平、带动就业等重要作用。

持续发挥电商引领作用打造高品质数字化生活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电子商

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出巨大的引领作用。

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凸显，在全社会整体消费下降的情况下，电子商务

却实现逆势增长。今年前三季度，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2%的情况

下，全国网上零售额却保持同比增长9.7%的增速。

电商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对于经

历了加速扩张“洗礼”的电商平台来说，回归理性，谋求健康有序的持久发展，是继续

发挥引领作用的关键。长远来看，电商未来的比拼绝不是谁能在“双11”玩更多的花

样，更不是用“销售套路”来迷惑消费者，而是应该放眼更大的市场，更好地发挥电商

在补充社会供给、满足消费需求、促进均衡发展上的作用，为全社会打造高品质的数字化生活。

要持续丰富线上服务供给，提升文旅、医疗、教育等线上服务，提升百姓的数字生活水平；将服务进一

步延伸到实体经济无法触及的偏远地区，让乡村百姓也能享受数字化生活，并为农产品销售提供更多便

利。此外，推动数字技术与电子商务融合，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也带动产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

《“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电子商务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企业核心竞争

力大幅增强，网络零售持续引领消费增长，高品质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可以预见，在电子商

务的持续引领下，一幅高品质的数字化生活新画卷将缓缓展开。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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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据介绍，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为4.9%，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本地户籍

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9%，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8%。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得益于经济持续恢复。据介绍，前三季

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经济总

量的扩大必然带来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就业扩大。农村劳

动力外出务工规模基本稳定，脱贫劳动力务工总量持续增加，9月

底达到3103万人，超过去年规模。 来源：人民网

前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

俄罗斯西伯利亚国立医科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简单而

可靠的早期迹象，可凭此诊断出一种致命的心脏病——缺血性心肌

病（ICMP）。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IJC心脏及脉管系统》杂志上。

研究人员称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便于实验室评估ICMP症状

的方法，这使得在患者发病前就可以检测到心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

化的病理。ICMP之前存在的诊断标志仅是心力衰竭和心脏扩张。

西伯利亚国立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教研室教授斯韦特兰娜·

丘马科娃解释称，心肌中的巨噬细胞是由特殊的血细胞和单核白

细胞组成的，在ICMP 中研究单核细胞是首创，共分离出四种类

型，之后又研究了影响M1/M2巨噬细胞发展的分子。结果表明，

在白细胞间介素-10过量的情况下，所谓的非经典单核细胞不足

可作为导致缺血性心肌病过程的明确指示。她认为，为了诊断疾

病，医生只需要从患者的静脉中取血，通过分析特殊标记物将查明

是否存在疾病。

科学家表示，如果在大部分心肌退化前检测到病理，就有可能

大大减缓或阻止疾病的发展，这可以通过及时的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和强化代谢治疗提高心肌细胞对血液中氧气的吸收来实现。

来源《科技日报》

俄罗斯发现评估
缺血性心肌病新法

工信部日前下发的《“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高速泛在、集成互联、智能

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为支撑制造强国、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夯实发展基础。为此，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累计

投资将由2020年的2.5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7万亿元。

规划提出，在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

基础上，“十四五”时期力争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独立组网网

络，力争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到26个，实现城市和乡镇全面覆

盖、行政村基本覆盖、重点应用场景深度覆盖，其中行政村5G通达

率预计达到80%。 来源：人民网

到2025年行政村5G通达率将达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