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 周清原 ２０23年 11月 6日12�| 公司

“双 11”卷低价有用吗？
◎ 记者 蔡淑敏

今年“双 11”的第一波战绩出炉：

京东 11.11 首周，近 30 个品牌销售

超 10 亿元，近 1.5 万个品牌成交额同比

增长超 5 倍，近 9000 个品牌成交额同比

增长超 10 倍。

天猫“双 11”正式开售当晚，155 个

品牌开卖成交即破亿，首小时 7.19 万个

品牌成交额超去年首日全天。

拼多多 11.11 大促前三天战报显

示，拼多多“百亿补贴”用户规模突破 6.2
亿 ， 一线城市用户订单量同比增长

113%， 四五线城市下单金额同比增长

167%，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今年“双 11”，大家似乎都想要“回

归初心”。 各大电商平台早早就喊出口

号，无论是京东宣称“低价是刻在京东骨

子里的基因”，淘天集团在成立后的第一

个“双 11”将“全网最低价”定为核心目

标，还是热搜上的“‘双 11’全网底价都

在向拼多多看齐”，都显示出了今年“双

11”最大的变化———低价。

不过，“搞气氛” 还是要看主播们。

“双 11”刚开始，李佳琦、疯狂小杨哥、辛

巴就轮番登上微博热搜，“二选一”“底价

协议”“霸王条款” 等争议无一例外地显

示了今年“双 11”价格竞争的白热化程

度。

“双 11”兜兜转转 15 年，比拼低价

的竞争全网蔓延，但问题在于，消费者愿

意买单吗？ 回归初心能得偿所愿吗？

头部主播打响“双 11”

“双 11”走到第 15 年，被不断拉长

的战线，层出不穷的新玩法，预售期、定

金日、 尾款日等种种人造规则让消费者

对“双 11”越来越难提起兴趣，就在消费

者们准备好迎接又一个 “平平无奇”的

“双 11”时，电商平台与品牌和主播就率

先打响第一轮“商战”，让今年“双 11”在

混乱中开场。

今年“双 11”刚刚开局，10 月 24 日，

便有一位京东采销工作人员发朋友圈

“控诉”李佳琦“二选一”，声称收到烘焙

电器品牌海氏的律师函， 被品牌投诉由

于某款海氏烤箱的京东价格低于李佳琦

直播售价， 违反了他们与李佳琦签署的

“底价协议”，并要求赔偿巨额违约金。

电商“二选一”早就是被明确规定禁

止的行为，如今却以“全网最低价”的形

式重现江湖，且又涉及到刚经历了“花西

子事件” 舆论风波的超级头部主播李佳

琦， 一时间激起千层浪， 也打响了今年

“双 11”的第一炮。

面对京东所控诉的“二选一”，主播

和品牌方双双否认， 李佳琦所在公司美

ONE 向媒体回应称，“底价协议”和“二

选一”均为“不实消息”，海氏也发布官方

声明列举了京东方面压迫品牌方的行

为，并向市场监管总局实名举报京东，指

出京东涉嫌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破

坏市场竞争秩序。

伴随着李佳琦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

口浪尖，一份美 ONE 和品牌方的协议被

媒体曝光，协议显示，美 ONE 要求品牌

方在指定范围内给予最大的促销力度，

若违约需要赔偿 200 万元。

就在集结了平台、品牌、主播三方的

“烤箱事件”正发酵之时，又有头部主播

下场了。知名主播大杨哥、小杨哥在直播

间公开喊话李佳琦控价控库存， 导致其

直播间多数大牌被下架。与此同时，知名

打假人王海也发布视频， 称李佳琦直播

间所卖和田玉为假货。此外，大主播辛巴

也发声，称李佳琦成平台竞争的牺牲品。

除了这几大舆论事件，“双 11”开局

以来，还接连发生了“网红低价叫卖学习

机实际贵 1700 元 ” “小杨哥徒弟带货

YSL 被网嘲低俗 ”“辛巴带货慕思床垫

10 亿争议”等事件，各方混战，一出出戏

码接连上演， 让围观的网友和消费者们

不禁感叹：“‘双 11’都乱成一锅粥了。 ”

而无论是“烤箱事件”所引发的“二

选一”矛盾，还是随后大小杨哥抖音直播

间加入“战局”声讨竞争对手控价垄断行

为，背后依然是平台之间的竞争。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

表示， 此次李佳琦直播间风波归根结底

还是平台间的斗争， 虽未明确表示要求

品牌“二选一”，但京东此举无异于是“隔

山打牛”， 间接面对阿里扔出一记 “重

弹”。 不论是曝光此事的采销人员，还是

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李佳琦， 都是受到平

台的牵制。

存量竞争下的增长焦虑

事实上，今年“双 11”开幕以来发生

的各种闹剧 ， 以及主流电商平台主动

“卷”起价格竞争，正是当下行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

作为零售电商双巨头， 京东和阿里

今年都在人事、组织、战略等多方面作出

了重要的调整， 尤其是刘强东和马云的

双双回归， 随后两家平台又不约而同地

强调起了“低价”，可以看到，京东上线了

百亿补贴，并且主动“割肉”，自营让步第

三方商家，阿里将“价格力战役”作为未

来持续投资的重点，相比 GMV 的增长，

更看重 DAU 的增长。

巨头转身的原因显而易见， 漫长的

存量竞争时代已经到来。五年前，全国网

上零售额在 2018 年首次突破 9 万亿，同

比增速达到了 23.9%， 虽然零售额逐年

增长，但增速却在放缓，去年的同比增速

已经下降到 4%，首次进入个位数，这意

味着网络零售市场已从高速增长进入缓

慢增长时期。

触顶天花板的同时， 行业竞争格局

早已发生变化。人们谈及电商巨头时，不

再只想起阿里和京东的名字， 消费降级

时，拼多多“真香”了，这一点从“猫狗拼”

的财报中就可以明显看到。 经历了调整

之后的阿里和京东恢复增长， 淘天集团

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12%跑赢大盘，专

注 DAU 的淘宝战斗力显著，月活稳居电

商平台第一位； 接连出招的京东二季度

净利润大幅提升； 而拼多多在今年二季

度营收、 净利润分别增长 66%、47%，表

现再次“炸裂”。

不仅如此，罗永浩、大小杨哥、东方

甄选等直播间爆火的背后 ， 抖音电商

GMV 暴涨， 逐渐向京东和拼多多靠近；

电商也扛起快手增长的大旗， 让快手首

次实现扭亏； 明星董洁和老牌名媛章小

蕙今年火热出圈， 小红书随后宣布转型

“买手制电商”；B 站百万网红“鹦鹉梨”8
月的一场直播完成了 GMV 破 3000 万

元的成绩，也让 B 站直播商业化走进人

们的视野中心。

在新的竞争形势下，今年“双 11”的

玩家中，除了淘天、京东、拼多多三家电

商巨头高喊“全网最低价”外，抖音电商

推出官方立减活动，单品价格直降 15%
起； 小红书宣布投入百亿流量扶持和亿

级补贴， 助力买手、 商家在小红书的发

展 ；B 站也全力备战 ， 通过整合营销 、

APP 端改版及 UP 主直播带货等方式 ，

持续扩展商业化场景。

总结下来，今年“双 11”已经形成了

淘天、京东、拼多多三大巨头，直播电商

抖快，内容平台小红书和 B 站等新老玩

家同台比拼的竞技场， 而价格则成了他

们争夺用户最关键的手段。但问题在于，

平台们越来越卷，消费者们愿意买单吗？

近几年来，“逆向消费”“不买主义”

“疯狂攒钱”成为热潮，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不再盲目抢购和囤货。 今年的“618”

和“双 11”，相比往年的种草贴，“不买清

单”肉眼可见地增加了。 在社交平台上，

有用户晒出了自己满满的衣柜表示

“‘双 11’根本不需要买衣服”，还有用户

晒出了去年“双 11”至今还没用完的生

活用品。

显然， 当百亿补贴越来越常态化之

后， 大大小小的购物节隔三差五频繁上

演，“低价”这个武器在“双 11”还能否发

挥如“杀手锏”般的作用，就需要打个问

号了。

◎ 记者 蔡淑敏

今年以来， 快递业继续保持活跃态

势， 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1-9
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151.1 亿件，同比增长 13.6%。 其中，快

递业务量(不包含邮政集团包裹业务)累

计完成 931.2 亿件，同比增长 16.4%。

然而， 快递公司今年的股价整体表

现不佳，A 股上市快递公司中， 韵达、顺

丰、圆通年内股价跌幅均超过了 30%。

从 A 股快递公司最新披露的三季

报来看，在淡季情况下，或多或少都出现

了一些不及预期的表现， 有的增收不增

利，有的增利不增收，似乎难以实现营、

利两全。 而随着“双 11”旺季的到来，快

递公司将在今年剩下的两个月进行业绩

冲刺。

圆通、申通、德邦增收不增利

A 股快递公司中， 圆通率先披露财

报， 虽然刚刚出色地完成了杭州亚运会

的物流保障工作，但其业绩表现并没有

达到预期。

财报数据显示， 圆通第三季度营业

收入 137.59 亿元， 同比微增 0.0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8 亿元，

同比下降 19.98%。 综合前三季度来看，

营 业 收 入 407.5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98%， 归母净利润 26.59 亿元， 下降

4.06%； 扣非归母净利润 25.42 亿元，下

降 4.81%。

圆通上一次出现单季度净利润增速

为负是在 2021 年的第三季度，也就是说

时隔两年，圆通再次出现净利润下滑。从

现金流表现来看，截至三季度末，圆通经

营现金流为 38.1 亿元，去年同期现金流

为 49.78 亿元，下降 24%。

今年 6 月，圆通通过了 3 亿-5 亿元

的股份回购方案， 最新公告显示， 截至

10 月 31 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回购股份 2095.23 万股， 占公司总

股 本 的 0.61% ， 累 计 回 购 总 金 额 为

3.0568 亿元。

今年快递业务量一直高速增长的申

通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02.5 亿元，

同比增长 12.43%， 但净利润仅 274.14
万元，大幅下降 87.73%，扣非后净亏损

800 万元；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93.36 亿元，同比增长 21.8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 亿元，同比

增长 4.77%。

申通在 2022 年全面启动三年百亿

产能提升项目， 公司管理层也多次对外

表示坚定长期主义。 三季度， 申通实施

了积极的价格策略， 单票快递价格约为

2.12 元，同比下降 12.6%、环比减少 0.13
元，业务量同比提升 26%，增速为通达

系中最高， 公司三季度市占率也提升至

13.7%，代价则是短期利润承压，公司负

债率也创新高至 61.87%。

相比之下， 德邦虽然三季度也是增

收不增利， 但净利润下滑幅度并未突破

两位数。 财报数据显示， 第三季度德邦

营业收入 97.50 亿元， 调整后同比增长

21.64%， 净利润 2.28 亿元， 同比下降

6.5%； 前三季德邦营业收入 254.43 亿

元， 同比增长 11.51%， 净利润 4.71 亿

元，同比增长 44.47%。

第三季度， 德邦快递业务营收同比

下降 8.73%， 而得益于京东物流将原独

立运营的快运业务的中转、 运输环节交

由德邦快递操作， 德邦快运业务营收同

比大幅增长 87.87%。 德邦最新公告显

示，公司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约 20 亿元， 增加后 2023 年预计金额

合计约 50 亿元， 从具体关联方来看，大

幅增加与京东的关联交易。

顺丰、韵达增利不增收

无论是第三季度还是前三季度，顺

丰均实现了增利不增收。财报数据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 顺丰营收 646.46 亿元，

同比下滑 6.42%， 归母净利润为 20.88
亿元，同比增长 6.56%，扣非后净利润为

18.41 亿元，同比增长 7.29%；前三季度

顺丰实现营收 1890.12 亿元， 同比下滑

5.09%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2.64 亿元，同比增长 40.08%。

对于营收的下滑， 顺丰在财报中解

释称， 供应链及国际业务主要受到国际

空海运需求及价格均同比下行的影响，

第三季度供应链及国际业务收入同比下

降 32.69%，但环比第二季度实现温和回

升。

另外， 顺丰在第三季度业务量达成

28.24 亿票。 速运物流业务不含丰网的

收入及业务量分别同比增长 7.43%和

13.39%。

同样增利不增收的还有韵达。 财报

数据显示， 韵达第三季度营收为 112.6
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 123.96 亿元下降

9.15%；净利为 2.96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1.95 亿元增长 51.46%； 扣非后净利为

1.8 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 1.64 亿元增长

10.19%。

前三季度，韵达实现营收 328.35 亿

元 ， 较 上 年 同 期 的 352.46 亿 元 降

6.84%；净利为 11.64 亿元，较上年同期

的 7.46 亿元增长 56%； 扣非后净利为

9.7 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 6.97 亿元增长

39.1%。

值得关注的是，从单季度业绩来看，

韵达增利不增收的情况已经维持了四个

季度。

快递专家赵小敏表示， 三季度快递

公司财务指标低于市场预期， 主要是淡

季情况下， 有些公司自身的策略和对市

场的精准度判断可能出现一定的偏差。

如今全年业绩冲刺仅剩两个月，“双 11”

旺季叠加年底业绩冲刺， 也为接下来行

业竞争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快递股价普遍下跌

相比业绩层面的不同表现， 在资本

市场层面， 股价下跌却似乎成了今年快

递公司的“主旋律”。

截至 11 月 3 日收盘，A 股上市的五

大快递相关公司年内股价均呈下跌状

态，从跌幅来看，申通年内下跌 9.68%，

是唯一一家仍在 10%以内的，其他四家

跌幅均超过两位数 ， 德邦年内跌幅为

27.08%，其余三家均跌超 30%，韵达跌

幅最大达到了 35.51%。

从行业竞争层面来看， 在维持了短

暂的平稳态势之后， 今年各家快递公司

单票收入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根

据顺丰、韵达、申通、圆通披露的 9 月经

营数据， 韵达和申通当月单票收入分别

为 2.29 元 、2.11 元 ， 下滑幅度均超过

10%， 圆通 9 月单票收入下滑 7.32%至

2.34 元。

赵小敏表示，极兔在港交所上市后，

紧接着会是顺丰、菜鸟在港交所挂牌，这

些都将为快递行业带来新的竞争变量，

不过一个确定的趋势是， 今年快递行业

无论是加盟制还是直营模式， 都已经迎

来了整个行业分化的开始， 明年全面分

化会进一步加速， 快递行业的集中度会

进一步提升， 快递行业的整体趋势就是

并购整合。

各家快递公司也都对未来的行业竞

争和公司接下来的发展进行了表态。 谈

及明年的行业格局和价格趋势， 圆通管

理层在投资者调研会议上表示， 快递行

业竞争格局将逐渐清晰， 未来行业竞争

格局将进一步分化， 市场价格预计将相

对平稳且保有合理弹性的趋势。

对于四季度的业务量展望， 韵达管

理层表示，第四季度，快递行业进入传统

旺季，特别是“双十一”“双十二”等活动，

公司对今年第四季度快递行业增长保持

乐观的看法。

另外， 多家公司对成本费用发表观

点。 顺丰管理层表示，在成本方面，去年

公司已采取诸多降本增效举措， 包括跨

业务部门的多网融通、营运模式变革、持

续通过科技手段提升收转运派运营环节

的效率，有效降低成本。

韵达管理层称，2023 年， 公司成本

费用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特别是第三季

度公司单票核心运营成本及单票费用

已基本恢复到了 2021 年全年的水平 。

圆通管理层则认为 ，长期而言 ，公司单

票成本未来仍有下降空间，公司将持续

深化各项降本增效核心举措，深挖成本

降幅空间。

快递股营利难两全

张力 摄

张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