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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狂欢”不再稀缺，年轻人消费趋于理性

走了13年的“双十一”正在降温？

从2009年算起，“双十

一”电商促销活动已经走过

了13个年头。

每年的成交额仍在提

升，平台与商家依旧乐此不

疲，但与往年相比，今年的

“双十一”人气已经有所降

温，没有铺天盖地的促销短

信，户外广告、朋友圈广告

也明显减少。从消费者的

观感来说，不仅越来越审美

疲劳，更有套路年年翻新。

■记者 王玮伟 /文 周诚/图 “双十一”当天，合肥某商家线下促销，吸引许多市民前往购买商品

“双十一”商家通过游戏互动进行促销活动

电子商品成为许多市民“双十一”购买的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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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促销信息少了，
今年“双十一”略显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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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光棍节”到全民的购物狂欢节 ，作为线

上最大的消费购物节，“双十一”成为反映消费景气度的

重要窗口，对提振内需、集中释放消费潜力的意义不言

而喻。然而，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双十一”让人觉得有

点冷清：手机里的促销短信少了，朋友圈的广告也不多、

各平台的战报也十分克制。

11月10日晚7点，“双十一”前夕，在合肥政务区某

商场内，尽管商家也在开展“双十一”促销活动，但现场

人气并不旺，活动氛围也不浓厚。某品牌服装店店员告

诉记者，今年“双十一”活动整体比较平淡，加上恰逢工

作日等原因，没有想象中的火爆。

“若不是同事提醒，差点忘记‘双十一’促销活动。”

市民高女士说，每到购物节，各种五花八门的营销短信

肯定少不了，“双十一”期间更是短信、朋友圈都被各类

促销信息轮番轰炸。今年的“双十一”没有铺天盖地的

广告，“买买买”的氛围也差了不少。

从各平台反馈数据来看，京东4小时卖出1.9亿件商

品，天猫1小时内40个品牌成交额突破1亿。记者发

现，与往年零点过后，即时成交情况便在大屏上滚动显

示不同的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不少平台公布的“双十

一”数据都比较笼统。这注定是个不一样的“双十一”。

商家套路多，
先涨后降假优惠

价格是市场竞争的利器。 每到“双十一”促销节，

线上线下市场皆笼罩在“全年最低”“限时抢购”“0元

秒杀”等宣传广告当中，给消费者形成“买到即赚到”的

心理预期。但实际上，一些商家“双十一”促销价格未

必真实惠。

市民苏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遭遇商家“先涨价后降

价”假优惠情况。“现在商家套路太深了，‘双十一’期间

竟比平时价格还高，这种先涨后降的假优惠特别坑人。”

原来，苏先生几个月前网购一款电脑液晶显示器，当时

的成交价为1099元，今年“双十一”期间，同款的商品价

格竟然上涨至1299元。

除了部分商品存在“先涨后降”的假优惠外，有些商

家打着“双十一”促销的由头，实则价格与此前相同，根

本没有降。“今年9月份网购一款价值799元的电饭煲，

‘双十一’期间，准备买一款送给父母，结果该商品页面

标注促销特惠，但价格还是799元，与此前毫无变化。”

合肥市民王女士说，商家打着“双十一”促销由头，却并

未让消费者享受实惠。

来自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监测显示，通过消协组

织多年的价格监测和消费者投诉来看，一些商家“双

十一”促销价格未必真实惠，有的商家使用的是“先

涨后降”的套路，有的商家设置各种花式“买赠”，实

际到手价格与平时并无差别，甚至还可能会是全年

最贵。

对此，中消协提醒消费者不可迷信“双十一”的所谓

“价格优势”，购买前最好能提前了解价格走势，做到心

中有数，除非是长期跟踪考察的商品，否则千万不要相

信低价宣传而盲目跟风下单。

“双十一”促销战线拉长，
直播带货分走流量

从2020年开始，部分网购平台把“双十一”的预售

时间提前了20天，狂欢季变得越长，按理说消费者应该

开心才对，为什么有些人却不以为然？

“现在‘双十一’活动的战线越来越长，还有太多的

营销活动把客户搞得审美疲劳，往年一个‘双十一’，如

今逢节都是营销活动，‘双十一’结束有‘双十二’、春节、

五一劳动节等。每个节日都被商家拿来炒作，久而久

之，大家也不买账了。”一位有8年网购经验的宝妈说，

面对已经出现了13次的“双十一”，消费者热情逐渐褪

去，越来越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售卖期战线拉长让消费者审美疲劳，在直播带

货浪潮的席卷下，也使得消费趋势呈现新变化。“通

常直播间的优惠力度会比平台大，平时在直播间买

到的商品已经挺优惠了，没必要在‘双十一’凑热

闹。”合肥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自从直播带货盛行

后，她几乎每天晚上必看直播带货。“现在直播带货

的一些头部主播，他们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会提前

预告每日的直播商品，可以让消费者针对自己需要

买的商品重点看，比每年一次的‘双十一’范围广、力

度大、更新快。”

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注意力更聚焦于直播，直

播带货模式也成为“双十一”各家店铺的标配。相比于

传统的促销商品页，视频模式能在短时间内高效率输出

商品信息，让消费者更快获取。

不过，也有不少消费者依然有着通过图文而非视

频等方式了解“双十一”商品信息的习惯，毕竟图文商

品信息随时可以查看，比定时直播更符合“上班族”的

消费节奏。

政策高压来袭，
规范平台企业促销经营

在消费者越来越理性的同时，政府也针对“双十一”

期间各大平台存在的不规范行为进行监管整治。

今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开始正式实施。

其中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滥用人脸识别技术、

大数据杀熟等。“双十一”前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向全

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下发《关于规范

“双十一”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示》。中国消费者

协会也结合近几年“双十一”消费维权舆情及消费者的

投诉情况，梳理出六点事项提请广大消费者注意。这些

新政和工作提示都有的放矢，也从侧面印证了相关问题

具有一定普遍性。

“双十一”期间，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提前组织

开展全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情况监督检

查工作，对全省136家电商平台企业开展全面“体检”。

按照要求，从发布虚假违法广告、知识产权侵权及销售

不合格产品、未依法履行平台责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等11个方面50项事项开展自查整改。切实把监管要

求转化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思想指引和行为规范，促进电

商平台企业依法合规健康发展。

安徽省消保委相关负责人认为，规范网络交易秩

序,是“双十一”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不仅要纠正

种种偏差和乱象，回到促进理性消费、健康消费正轨上

来，还应该通过持续创新，不断适应消费者需求的新趋

势、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