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 11”发展到现在，我们应该提防

出现什么不好的现象呢？

同学们肯定也对“吃土”啊“白天

打工人、晚上尾款人”啊“剁手”啊这些

说法有所耳闻吧。初听之下是不是觉

得挺好笑的？但是细细想来，是不是

又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不就是买东西

嘛，为什么要把自己买穷，买成负债累

累呢？

从小我们学到的概念不都应该是

有多少钱买多少东西吗？为什么现在

会为了买件衣服买只手机要去寅吃卯

粮呢？越来越多理性的声音在说：要理

性消费，不要消费主义。

什么是消费主义呢？

其实这个概念在 1950 年代的美国

就有了。也是理智的人对当时的社会

发出的提醒。

那时候的美国，正处于二战后的经

济大发展期，一代年轻人盛行“享乐当

下”的理念，超出个人需求、超出个人承

受能力地挥霍物质财富。这背后离不

开商家的推波助澜。

这种现象，如今也仍要警惕。就在

前两天，央视新闻发布了关于消费套路

的提醒。它非常科学地告诉大家，我们

所以为的购物的快乐，很大程度上并不

是真正的快乐，而是下单前“脑补”出来

的快乐，等到东西买完了，那股兴奋劲

也就过了。

所以“双 11”过后，也会出现一波退

货潮，那就是冷静下来后的后悔，甚至

还有的人，只享受下单时的快乐，收了

快递都不想打开。

因此，同学们，如果你们看到家里

快递成堆的话，也要提醒下爸妈按需购

买。

不过，一位南京五年级的小学生

“清空购物车”的想法，倒是很有童趣。

因为他在校做错了事，于是他在

《今天双 11》的作文里写道：“亲爱的石

老师，您就别生我的气了，我一定好好

努力改正错误。相信这个夜晚，您一定

也收获颇丰。等我长大赚钱了，我来帮

你‘清空购物车’，如何？”

长大了，大家也可

以帮妈妈理性地“清

空购物车”，相信大家

都会有这样的心

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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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快递包裹一个个进门，你们注意过

爸爸妈妈都买了些啥吗？

除了给你们买的书和玩具，日用品会占多

数，还会尝试一些新产品。今年的销售大数据显

示：健康、智能家居产品成为消费新风向，刀具、砧

板、消毒机销售同比增长543%，大容量除菌烘干

类洗衣机销售同比增长近200%⋯⋯

其实在今年的“双 11”启动之前，很多业

内人士心里是有点暗暗担心的，担心受欢迎

度、担 心 销 售 数 据 。 毕 竟 今 年 是 特 殊 年 份

嘛，疫情的冲击极大地影响了经济。但事实

是，人们的消费能力并没有因外部原因而减

弱，从商家到消费者，从外贸工厂到田间地

头，从直播生态到物流体系，从国内到海外，

纷纷走出了颇为默契的协同，向世界展现了

中国的消费信心。

最发达的电商平台、最广大的网购人群都

出现在中国，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近些年，中国一

直致力于新科技的发展，对5G、物联网、人工智

能大数据进行了很大投入，很多方面都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别的不说，单说移动支付，全世界没

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的用户基础。所有人都知

道，手机点点，想要的商品便可以到手中。

新科技的发展，构建了中国坚韧的产业链

和供应链。经历过上半年的疫情，同学们一定

很有感触，那就是当我们在家中躲避疫情时，

不仅能通过网上购物来补充日用品的消耗，还

可以做到足不出户购买生鲜食品。

疫情也是检验器，它全面系统地测试了中

国的电商平台，让大家发现了平时不易发现的

很多盲点。所以疫情之后，中国的各大电商平

台迎来了一波新发展，最明显的就是，生鲜平

台得到了大发展，许多人接受并习惯了网上购

买生鲜食品。

中国的消费市场就是这样进一步打开的。

疫情之后，大家都熟悉了一个名词——经

济内循环。

我们国家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是根据当前全球的经济形势而判定的。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得益于外循环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世界获益也是明显的，是一种互利共

赢的状态。但是目前疫情关系，外循环逐步变得

不可控，全球经济发展的未来变得不乐观，这样

的情况下，眼光向内，着力挖掘我们本国的经济

潜力就变得可行且很重要了。

“双 11”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经济的

活力和市场的巨大体量。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中国疫情刚得到控制

的时候，全国都发消费券、促进全民消费。当

时我们的时事开讲还专门探讨了关于消费券

的话题。为什么要促进消费？因为消费处于

生产链、供应链的终端，它的活跃和繁荣会倒

逼上游生产环节加大开工数，提升生产能力，

进一步促进国家工农业的发展。

这就是通过经济内循环来整合国家的内

部力量，从而提升整体实力。

经济内循环要做的就是发展核心产业

链，拉动内需的消费，培育新增就业

岗位等。而“双 11”，其实就是在

实现这些目标。

在疫情期间，曾经有一件事

引得全国几亿人同时在线围观，那

就是建造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时的“云监工”。今年“双 11”又出

现了“云监工”，只不过变成了在线看

机器人分发快递，1亿人次从中看到了中

国经济跳动的脉搏。

视觉中国 供图

扩大内需 理性消费

实际上，从全球范围看，“双11购物

节”已不仅仅是电商促销的一个代名

词，它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消费概念

和现象。

来赞达（菲律宾）公司首席执行官

阿利穆伦说，“双 11”是由中国人创造出

的消费概念，经过多年发展并随着一些

中国产品知名度提高，“双 11”也成为助

推中国品牌走向海外的平台。

“双 11”风靡全球，背后深层次的原

因是中国经济的腾飞，折射出的是中国

在世界上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大国，所以才

会有“遣唐使”，才会有“下西洋”。中国

文化影响了周边各国，也通过两条丝绸

之路，一直延伸到欧洲。

这一场景是不是有些眼熟？

像极了当下中国的供应链，把中国

产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世界各

地，让“made in China”更好地服务世

界。

不仅仅输出去，通过这种消费形

式，我们还能买到世界各地的商品。中

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让中国迅速地融入

了世界物流体系；中国制造出海的同

时，也让全球先进的管理理念、科技理

念更好地进入了中国。在近期刚结束

的进博会中，我们就看到，哪怕是今年

这样交流不顺畅的时期，全球间商业流

动也显示出蓬勃的生机。

在全球疫情仍然非常严峻的情况

下，中国的这一波购物节又给我们的生

活添加了不少色彩和安慰。

在很多国家，第二波疫情席卷，许

多地区又开始二次封城，这势必让原本

就紧张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工厂没法

开工，商店没法开张。买东西不方便，

还担心货源紧缺。

这样的日子我们深有体会。而此

时的“双 11”则适时地给全球消费带

来了暖流。除了进一步激活内需，也

带动了中国商品在海外热销，不仅让

中国经济加快动起来，也让世界贸易

动起来。

在欧洲等地，今年线下消费受到疫

情影响，网络购物成为生活必需。“双

11”期间开通的菜鸟号-阿拉山口专列

上搭载了 20 万名欧洲消费者网购的中

国商品，主要都是健身、家居、日用商

品。圆通快递则开通了一系列通往东

南亚地区的空中物流航线，助力东南亚

经济尽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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