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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多前，当整个网络向公众开放、万维网诞生之际，谁都不会想到如今的互联网消费能够成

为一个如此庞大的市场。而从现在开始的20多年后，一个新的体现万物智慧互联并大规模网状

协作的经济体即将诞生，成为全球经济中规模巨大且不可被忽视的力量。

如今，我们正处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正在成为中国经济

增长新的驱动力，同时也开始成为窥探中国经济的一条通路。

而一年一度的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以下简称“双11”），展现的是真实消费需求和购买力的

集中爆发，体现的是商业、商品和商人跨境跨领域和跨经济实体的自然流动。这份年鉴，希望

通过过去八年的双11数据，全景展现这一消费狂欢盛宴的发展史，同时见证新经济体的诞生。

一、新零售：洞察中国经济的一种维度

1.1 新经济体的基础：庞大且活跃的网民

据互联网数据统计机构Internet World Stats，截至2016年6月，全球网民数已经达到了36亿，

占全球人口的49.2%。其中，中国的网民人数登顶世界达到7.2亿人，几乎是排名二、三的印

度（4.6亿）和美国（2.9亿）的网民人数之和。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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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4 1.2 1.0 1.0 0.9 0.7 0.7

中国 印度 美国 巴西 日本 俄罗斯 尼日利亚 印度尼西亚 德国 墨西哥

图1-1 截至2016年6月网民数Top10国家

网民数（亿人）

来源：Internet World Stats 制图：DT财经 CB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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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在中国的渗透率颇高，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2015年信息经济报告》指出，中国的网民

人数渗透率达到了52.3%，高于全球平均3.1个百分点，且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5.6%）。并

且，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间也不断加长。2016年上半年，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间达到

26.5小时，相比2015年上升了0.3小时。

注：除2016年外其余年份为全年平均值

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制图：DT财经 CB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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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010-2016中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小时）

1.2 新经济体诞生的土壤在中国

庞大且活跃的网民是新经济体蓬勃发展的基础。

整体网络环境的优化和支付体系的完善，推动了中国网络购物用户、网上支付用户及手机上网

用户数量的不断攀升。伴随移动通讯网络环境的不断完善和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及，移动互联

网消费也正在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6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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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10-2016中国网民主要网络商务应用增长情况

网络购物用户（亿人） 网上支付用户（亿人） 手机网民（亿人）

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制图：DT财经 CBNData

2



从支付实力来看，当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自2012年以来GDP保持在7左右的增速，现阶段

2015年GDP增速在6.9，整体经济发展平稳。人均可支配收入连年攀高 ，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5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66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7.4%。超过同期6.9%的GDP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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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07-2014GDP规模及增速（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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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CBNData

13,788 
15,781 17,175 

19,109 
21,810 

24,585 
26,955 

28,844 

4,140 4,761 5,153 5,919 6,977 7,917 8,896 
10,489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图1-5 2007-2014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DT财经 CB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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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察中国和美国零售电商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堪比李约瑟难题：

美国对电商模式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为什么最重大的电商蓬勃却没有发生在美国，

而是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得以实现？

相比美国1995年和1998年分别上线的电商公司亚马逊以及线上支付工具PayPal，中国的线上

零售起步较晚，阿里巴巴1999年方成立，淘宝网的流行则要到2003年。

尽管中国电商起步更晚，但各项指标显示，中国电商已经超过了美国走在了世界前列。在线上

零售渗透率方面，据彭博社报道，截至2015年，美国电商销售额占零售额比例仅有7.2%，而

中国这一比例高达12.9%。

而作为中国电商界起步最早规模最大的标志性公司，阿里巴巴在全球零售电商行业市场份额占

比达到27%，位列第一。

来源：Internet Retailer《全球1000强报告：全球电商零售的革新》 制图：DT财经 CB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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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2015年全球前十电商公司占零售电商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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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eMarketer预测，2015年中国电商销售额占到了全球线上零售规模的43%，这一比重有望

在2016年达到47%，并在2020年达到全球占比60%。

相比之下，美国零售电商发展滞缓，根据eMarketer预测，2015-2020年间，它在全球线上零

售销售额占比可能将从22%一路下滑到17%。

43% 47% 51% 54% 57% 60%

22% 21% 19% 18% 18% 17%

35% 32% 30% 28% 26% 2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图1-7 2015-2020中国VS美国全球线上零售销售额占比预测

中国* 美国** 其他

注：数据包含通过网络支付的产品和服务，不考虑支付方式；不包括旅游和项目门票；*不包括香港**从2016年5月开始预测

来源：eMarketer，2016年8月 制图：DT财经 CBNData

中美的差距，与实体零售包括基础设施和服务等实力，以及线上消费支付、物流等电商能力相

关。

从实体零售看，中国的基础设施显然落后于美国。根据美国房地产咨询公司高纬环球数据，即

便在商业地产不断开发的近些年，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人均购物中心面积主要在0.1-0.6平方米

之间（2013年），这一数据在购物天堂香港是1.4平方米，而在美国更达到了2.2平方米。

在亚马逊刚上线的1995年，美国实体零售巨头沃尔玛已有近30年历史（1962年），在全美已

有1300多个门店，且主要分布在人口超4000的小镇。

对美国来说，电商是对实体零售的补充；而在中国，电商的崛起则是对零售行业的一场彻底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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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7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