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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杜白羽 叶书宏

“双11”破纪录的消费盛况，犹如翻腾

在中国经济大海之上的浪花，大海之下涌

动的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所释放出的强

大内需动力。

这场堪称“全球最大的购物盛事”令

世界侧目。仅从天猫“双 11”交易额和速

度看，突破 100亿元人民币只用了 1分 36
秒，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只用了1小时03
分59秒……有外媒惊叹，中国人的消费意

愿超出预期，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超乎想

象。

透过中国“双11”买动全球的盛况，人

们不仅看到了消费拉动力在中国经济版

图上的崛起，更读懂了中国以系统性思维

激活内需引擎的增益之道。

巨大的消费潜力，源自百姓荷包鼓鼓

的源头活水。消费结构提质升级，为企业

发展催生出海量商机。

随着民生日益改善，中国居民可支配

收入逐年增多。从买便宜到买品质，中国

消费者的“购物车”不断升级换代；从买空

调到买空气净化器、扫地机器人再到可穿

戴设备，映照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

向往。

消费者想买什么，企业就造什么，两

者高效对接，催生出海量商机，推动中国

制造不断创新升级。有趣的创意产品、有

料的高科技新品、有品的个性定制纷纷涌

现，成就一片生机勃勃的市场蓝海。走在

世界前列的电商经济，正在日益促使新消

费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

满足海量消费需求，需要完善的产业

能力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速推

进，激发出更大的内需空间。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全

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

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为百姓满足消费需求

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与此同时，中国

加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供需错

配问题，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

率，释放出更大的内需空间。

“双 11”走过 11年，中国市场也在不

断进化，消费与供给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两

个经济过程，而是通过互联网与制造业的

深度融合，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

将线上消费与现实生产连通，进而实现更

精准的供需匹配，满足人们更加多样化的

高品质消费需求。

数字化变革，让供需对接的效率极大

提升。科技应用创新，为构建中国内需驱

动型经济赋能。

“双11”不仅是中国市场活力的写照，

更是中国消费网络的一次高效能演示。

从多样的电商交易平台，到便捷的电子支

付手段，再到高效的全国物流网络，供给

端到需求端的消费通道在数字化助力下

效率极大提升。从下单到收货，以分钟计

的中国速度令世界惊叹。

科技赋能消费的优势在中国日益凸

显。今年的天猫“双 11”订单峰值超 54万

笔/秒，中国自主研发的飞天云操作系统，

成功支撑了这一全球最大规模的流量洪

峰。“物流天眼”，移动闪付，区块链技术应

用于商品防伪溯源等创新应用，让交易更

加便利和安全。未来，基于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智慧型零售，智能消

费、绿色消费都将成为新趋势，助推中国

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中国市场大门越开越大，为百姓带来

更多的消费选择。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其

中，在共享机遇中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为全球经济提

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美国沃克斯网站

报道说，世界上这场最大的购物活动之所

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消费市

场庞大。西方大品牌以及零售商正抢着

搭上这股促销的风潮。

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

个进口品牌参与了这场经济盛宴，亚马逊

等海外电商积极推出中国市场专享的定

制折扣。此外，这次“双11”同第二届进博

会无缝对接，从展会现场到电商平台，本

届进博会参展品牌中，有 113个新品牌将

入驻天猫国际，借助跨境电商平台实现在

华业务拓展。

从两端施力，拉动消费，优化供给，不

断激发消费潜能；从中间施策，提升效率，

降低成本，让供需对接更加便利精准……

“双11”所折射的，是中国内需为经济带来

的澎湃动力，体现出中国从“世界工厂”到

“全球市场”的深刻转型，彰显出中国市场

的蓬勃生机和中国人驾驭发展的智慧与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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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杜康

刚刚经历了“双11”，快递这两天陆陆

续续送到了家。满心欢喜拆开层层包裹

的商品时，很多人也忧心，这些快递包装

垃圾最后都去了哪里？快递行业“绿”到

什么程度了？

快递包装垃圾处理仍
是难题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数据显

示，“双11”当天，仅天猫的订单就达12.92
亿件。事实上，从 2012年的 56.9亿件，到

2018年的超 500亿件，近些年我国快递单

量快速增长。业内人士预测，2019年快递

单量更将突破600亿件。快速增长的快递

单量背后，是快递包装垃圾的爆发性增

加。

快递包装主要以瓦楞纸箱和塑料袋

为主。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等机构近日

联合发布的关于中国快递包装废弃物产

生特征与管理现状的报告，通过从业者估

算以及抽样称重，纸箱类包装废弃物只有

不到 5%被重复使用，更多的纸箱是被回

收，约占80%。

然而从环境角度，业内人士更建议纸

箱重复利用，而非回收。回收的话，纸箱的

处置链条会变长，纸箱粉碎成纸浆重新生

产的过程中，仍然会带来大量的碳排放。

快递的塑料包装垃圾，目前来看，主

要是塑料薄膜、填充料和透明胶带。根据

上述报告，分别约占塑料包装的60%、18%
和 9%。这些塑料包装价值低、回收难度

大，更多是作为生活垃圾被焚烧或者填

埋。然而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各类电商平

台卖家，都存在过度包装的倾向。

此外，中华环保联合会国际合作部副

部长倪垚认为，一些快递包装中使用的塑

料薄膜质量堪忧。“这些薄膜约 70%是由

再生料直接再生，呈现灰色或黑色；约

25%由再生料和少量原生料混合生产，一

般呈现黄绿色。由于包装材料多由商家

自主进货，他们倾向于选购价格较低的包

材，再生料来源不明，生产过程中可能造

成环境污染，也可能对接触该类材料的消

费者和快递员的健康产生影响。”

快递行业全面“变绿”
不容易

事实上，随着快递物流行业的“绿色

化”引起社会关注，目前包装、配送、回收

等各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举措。

如“四通一达”等快递企业在快递收

发点设置了回收箱，鼓励居民将完好的纸

箱送回，促进循环使用；两联电子面单正

在替代原有的四联手写单，中国快递协会

副秘书长杨骏介绍，目前行业内电子面单

普及率超过 90%，用纸比原来节省至少

40%；给胶带“瘦身”，缩减胶带宽度；以大

颗粒气体填充物代替小颗粒填充物；推出

“可降解”包装袋等。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仍存在一定

难度，还需要快递企业、电商平台与商家、

消费者等多方共同参与。

——用户配合意愿低。以纸箱的循

环使用为例，深圳大学在快递的收存点设

置了回收箱，鼓励学生现场拆快递，但出

于方便或隐私等方面考虑，高峰期一小时

内取件人数约170人，仅有7个现场拆解。

——快递网点回收存储不便。有快

递公司表示，快递站点空间窄小，没办法

储存大量回收再利用的纸箱；此外，电商

平台及快递公司对纸箱回收再利用尚无

明确的激励政策，站点缺乏回收动力。

塑料类的快递包装，则面临更大的循

环使用难题。据菜鸟介绍，目前“一些末

端网点也对填充物进行回收”，但这些填

充物更占空间，无疑增加了存储难度。此

外，由于塑料的回收价值低，绝大多数包

装塑料无法进入回收通道，与其他生活垃

圾一起，被焚烧或者填埋。

——过度包装常见。商家和消费者

多有“多层包装才能保证产品的安全无

损”的心理。目前来看，快递公司、电商平

台对商家的包装方式均无特定的要求。

——可降解塑料袋成本高，降解效果

待验证。菜鸟绿色行动负责人牛智敬表

示，环保快递袋的市场价格，约为普通快

递袋价格的 1.5倍到 2倍。上海市绿化市

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则认为，市面上的

可降解塑料质量参差不齐，工艺颇多，能

否完全降解存疑。

盼“强制性标准”“新
业态探索”双管齐下

针对这些快递行业“变绿”的瓶颈，业

内人士建议细化行业标准的同时，利用市

场化手段探索快递的新业态。

倪垚认为，目前国内针对减少过度包

装、提高回收和再利用率等政策法规，“均

以倡导为主，缺乏相应强制或激励性政

策，造成电商平台、快递公司包装绿色化

革新动力不足。”

快递公司也认为推广绿色包装，需要

在全行业同时强制推进，“目前国内快递

行业竞争激烈，利润摊薄，使用绿色包装

意味着企业成本增加。除非整个行业统

一推进，单独某家企业难以承受市场压

力。”牛智敬说。

倪垚认为，“当前阶段我们暂无快递

行业包装环保标准，不少快递袋来源不

明，生产过程污染严重。”没有无用的垃

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清华大学循环

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认为，“包

装材料明确行业标准，将有效降低收集整

理的难度和成本。”

有业内人士建议，将绿色包装作为快

递企业从事快递经营的准入条件之一，推

动绿色信息披露和消费端绿色选择。

此外，清华美院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

计实验室协调人钟芳建议，建立包装材料

回收机制和循环使用体系，鼓励探索新的

快递业态。钟芳介绍，国外一些企业已经

有了一些尝试，如宝洁、雀巢、百事等快消

品牌与循环电子商务平台 Loop合作，除

了上门送货，Loop还上门回收用完的包装

瓶，经专门的清洁后实现容器循环。

新华社上海11月13日电

“双11”过后，很多人忧心，这些快递包装垃圾最后都去了哪里？快递行业“绿”到什么程度了？有业内人士建议，将绿色包装作为

快递企业从事快递经营的准入条件之一，推动绿色信息披露和消费端绿色选择。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新华社记者 傅云威

初冬时节，北方寒流南下，中国消

费市场却一片火热。

从第二届进博会到今年的“双十

一”，从线下到线上，从官方到民间——

“双轮”驱动的中国消费热潮奔腾涌动，

令人振奋，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暖

意和深刻启示。

在进博会现场，千品竞现，万商云

集，各种肤色的人们穿梭其中，共襄“盛

市”，累计意向成交 711.3 亿美元，彰显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双十一”当天，单在天猫平台，全

天交易额就达到创纪录的2684 亿元人

民币。彭博社估计，当天有约5亿各国

消费者参与了这场“盛宴”。“双十一”还

带热了多国市场，凸显中国市场的强大

活力。

支撑火爆行情的，绝不是虚焰尾

火，而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韧性增强、

消费升级的扎实内功。在外部风险加

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去年中

国居民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的贡献率达76.2%。内生增长的愿景业

已变为现实，这是政策、市场、技术应用

等多重因素发生“化学反应”的合力结

果，与外界的公允评估彼此印证。

世界经济论坛10 月初发布的2019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市

场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创新能力、信

息技术应用等指标上得分靠前。其中，

中国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表现甚至

超过了25个经合组织成员。

核心技术研发是创新，应用和模式

迭代同样是创新。不论是进博会还是

“双十一”购物节，都是中国人从 0 到 1

的创造性成果，相关创新技术应用和服

务平台搭建，均极大拉近了供求双方，

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交易效率，为

各国商家带来红利。

第二届进博会上，泰国、俄罗斯等

10 个国家宣布进驻天猫开设国家旗舰

店。众多海外参展商线下踊跃参加进

博会，线上积极投入中国电商平台，日

益形成“双轮驱动”“互补共进”的局面。

泰山不拒细壤，江河不择细流。中

国的消费热潮也是消费升级和消费下

沉并举的结果。二者如同一个硬币的

两面，契合了互联网消费市场的草根性

和包容性。

天猫和拼多多等平台数据显示，下

沉市场今年异军突起，主导了众多细分

销售领域。不仅如此，中国商家推出的

预售定金、玩游戏赢奖券、“网红”直播

等营销手段也大行其道，为境外电商积

极借鉴。对此，菲律宾主要网购平台

“来赞达”（菲律宾）公司首席执行官阿

利穆伦认为，借助消费新业态，中国商

家不仅输出了品牌，也输出了消费概念

和消费体验，这有助于菲律宾等国释放

消费潜能。

线上线下交易火旺，境内境外红利

奔涌。正如《澳大利亚人报》等外媒所

言，“双十一”是中国的节日，也是属于

世界的节日。这场策源自中国的消费

热潮，正向饱受消费不振、通缩隐忧之

苦的世界经济释放财源和暖流。

中国消费热潮不仅创造了全球红

利，也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决策层“开放”

和“放开”的治理智慧。正是决策层应

时而谋，顺势而为，放手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创造了一派

草根力量勃兴的繁荣景象。而今，得益

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举措，中国经

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消费

领域的新动向为外界洞察中国繁荣秘

诀提供了契机。

中国模式固难单纯复制，但具体领

域的治理实践、操作规律和应用场景，

却值得外界汲取。参透并理解中国消

费热潮背后的中国创新、中国治理、中

国制度，无疑有助于各国找到打开繁荣

宝藏的“金钥匙”。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超乎想象
——从“双11”买动全球读懂中国经济驱动力

“双11”过后 快递包装去了哪儿？

期盼突破快递行业“变绿”瓶颈

中国消费热潮的
全球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