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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中国最主要的商业创新，双11可能算是其中之一。在美国知名杂志PM Network评选的世

界上50个最有影响力项目中，天猫双11与阿波罗登月共同入围前十。

一直以来，各个领域的专家都孜孜不倦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创新的意义，包括线上消费、

电商运营、市场营销、社会文化、大众心理……当天猫双11走到第11个年头，我们发现，这个节

日的创新意义已经超越了上述种种，双11本身就是一个承载各种商业创新的平台，可以充当我

们观赏中国各种新商业形态喷薄涌现、蓬勃生长的绝佳场景。

2016年双11，百雀羚凭借《四美不开心》策划开启了国货在年轻人群中的复活；2017年双11，

天猫联合品牌推出了 60 家快闪店，打响了“新零售”的抢滩战役；2018年双11，李佳琦PK马云

卖口红轻松获胜，直播带货从此出圈，成为颠覆传统供应链的新式武器；2019年必然还有新的

传奇，也许是天猫红酒销售第一的那个卖牛肉的兄弟，或者是成立不到三年就要冲30亿销售额

的“完美日记”，还有众多WIS这样全新的品牌可能悄然崛起……

拨开这一桩桩爆款事件的表面现象，借助大数据，我们看到了商业时代的再次演进——天猫双

11正在创造新消费，并引发更深层的革命。

什么是新消费？不是传统消费从线下到线上的简单转移，而是消费在用户、品类、体验三个维

度的全面拓新。

用户的拓新不仅意味着把原有模式不易触达的所有群体都纳入到先进的消费网络中来，也包含

对原有用户群体消费能级的进一步挖掘。过去两年，淘宝天猫新增用户中有超过七成来自于下

沉市场，他们在类似春节一样的群体购物狂欢影响下，越来越深地融入了线上消费人群。而在

原有用户中，更多细分群体逐渐显现，比如引领潮流的新品控。数据显示，2018年新品控人数

超过了7500万，新品控消费占整体消费的比重高达35%，他们成为驱动产品创新的主力。而要

应对这两股新势力，商家需要做好两件事情：降低消费门槛，满足个性化升级需求。在这个大

逻辑之下，大量新爆品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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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用户群体的新现象，品类和产品的花式翻新更为显性。天猫双11的11年数据，清晰记录了

消费品类从基础走向多元的变化，见证了不同消费行业的创新升级。从智能家电到旅游、医美、

健身教练，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买不到。天猫双11也已经成为全年最大的新品上新节点，新品牌、

新产品加速涌现。2019年天猫双11，超过20万个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了超过1000万款折扣商品，

品牌商家还带来100万款新品在天猫双11首发。借助天猫双11这个聚集庞大消费人群的平台，商

家可以大胆尝试新品。直观的变化是，新品研发的时间从2年缩短到6个月，其背后是整个创新

机制的颠覆。

消费体验的创新是近年科技感十足的性感话题，除了商家争相通过3D和AR等技术手段展示商

品的虚拟效果，还出现了直播等颠覆性的模式，不仅一站式完成消费者的围观、咨询、选品、

加购等所有步骤，并且根本上改变了供应链逻辑。网红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消解了设计师和

用户之间的距离，并通过直播间的实时反馈，给制造端更加精准的决策参考，避免了库存的压

力和新品失败的风险。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所谓C2B的定制化模式已然成为现实。

不难发现，天猫双11创造的新消费，也实实在在激发了新供给。它在24小时不断创造消费奇迹

的同时，也集中展示出了供应端的能量、热情、变革与突破。商家敢于大笔投入进行各种创新

尝试，其底气就来源于通过大数据实现对目标用户属性的精准把握，以及柔性化供应链带来的

库存和市场的压力消解。同时，一些新品牌也完全可能通过努力钻研性价比，创新营销玩法，

并运用高效的供应和服务基础设施，最终实现指数级增长和现象级逆袭。而在新消费、新供给

的底层，是由物流、金融科技、云智能等数字商业基础设施搭建的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它

可望为千万商家提供创造奇迹的土壤，进而也推进了全社会向数字经济新价值方向的迈进。

如果说新消费的滔天巨浪真的来了，天猫双11不是弄潮儿，而是造风者。

我们也从这份报告中洞悉天猫双11背后真正的力量：是技术的力量、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力量、

商家求变的力量，是新消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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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消费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总体规模稳步扩大，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过去十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保持在45%以上，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到76.2%，比上年提升17.4个百分点，超过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

43.8个百分点。

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随着互联网数字化与线上消费蓬勃发展，新消费正在对消费总额增量提升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成为引领消费的主导力量之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8年实物商品网上销售额同比上涨25.4%，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速（9%）高出16.4个百分点。 2015年-2018年来，实物商品网上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2018年已达到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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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8年实物商品网上销售额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亿元）

其他（亿元）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说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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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网上零售额（亿元） 同比增幅

线上渠道对消费增量的拉动直观地表现在其明显更高的增长速度。

2015年以来，我国网上零售额每年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至2018年，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超过

9万亿，同比上涨23.9%；其中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在2015年至2017年增幅均超过40%，至

2018年占网上零售额比例达到22%，表明结构升级对消费增长的显著贡献。

开始于2009年11月11日的天猫双11 ，作为全球最大的购物节，其成交额从第一届的5200万元一

路跃升至2019年的2684亿元，是这些年来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的微缩图景，除了真实地贡献了消

费增量，还在24小时内集中展示出了供应端与需求端的能量、热情、变革与突破。

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2018年我国实物与非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对比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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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造和满足新需求

1.2.1 新消费品类创造和满足新需求

新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消费内容的丰富与创新。

天猫双11的24小时，记录和参与了消费品类从基础走向多元的变化，也见证和推动了商品的创

新升级。2009年-2019年，参与天猫双11的品牌数量从最初的27家增加至20万家，覆盖的品类

也从单一的服饰行业扩展到手机数码、家电、汽车、美妆、食品、母婴、图书等全品类。2019

年，参与天猫双11折扣的商品超过1000万款，超过100万款为首次发布的新品。

而随着新消费品类不断涌现，一方面，曾经未被满足的细分人群颗粒化需求逐渐被覆盖，另一

方面，消费品类的创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挖掘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消费需求。在受

众庞大的线上渠道加持下，广泛人群的新消费需求被满足，创造出新的消费增量。

从2014年至2018年，天猫双11主要类别的成交金额占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服饰鞋包一直是大众

线上消费中花费最多的类目，但在2014年-2018年的天猫双11中，这一类目的占比逐年下降，更

多成交金额分配到了家装家饰、家电、美妆和更多细分品类上。这表明近年来的线上消费增量

由更多新品类贡献，也意味着广大消费者更丰富的消费需求被挖掘、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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