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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倚老卖老
老字号才能不“老”

11 月 12 日零时，2023 年“双十
一”收官，天猫、京东默契度十足，双
双未公布成交数据。据新京报报道，
来自天猫的成绩报告显示：用户规模

和商家规模显著增长，规模优势进一步扩大，带动
订单量和成交总额全面增长。同期，京东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11月11日23时59分，2023年京东

“双十一”成交额、订单量、用户数齐创新高。
与此同时，今年相对更迅速公布的却是各自

平台相关中小微电商的“双十一”战绩。比如，天
猫截至11月11日零时，共有402个品牌成交破亿，
其中有243个是国货品牌，3.8万个品牌成交同比
增长超过100%；而截至11月11日23时59分，2023
年京东累计超过 60 个品牌销售破 10 亿元，近
20000个品牌成交额同比增长超3倍，新商家成交
单量环比增长超5倍。

没有销售额、没有成交量，往年“双十一”零时
收官后的狂欢时刻，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事实上，像
这样没有具体数字的“双十一”销售战报，并非今年
才有。从2021年“双十一”开始，天猫和京东等国内

电商巨头已连续3年不再发布各自的总交易量。
与以往多年同期动辄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

元乃至更多的“喜报式”成交额实时播报相比，从表
面来看，少了些购物节热闹的气氛，增加的却是与
中小电商共成长的氛围，这却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从本质上讲，电商平台不管是公布“双十一”总体
的成交额，还是公布中小微电商的“双十一”战绩，都是
对电商平台建设和经营成效的一种反映和折射。

而细分看，公布平台总战绩总体更凸显的是
平台的成就，而公布中小电商或行业经营者战绩，
是从一个侧面强调平台内中小微电商的成长，同
时也让以往平台独大的垄断氛围去魅。这无疑是
一个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与时俱进的转折，具有
标志意义。

众所周知，我国平台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一个明显证明就是各大电商平台每年“双十一”
战绩呈几何级数增长，同时也带动了众多中小微电
商的发展。但近年来部分电商平台走上了实施“二
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模式的垄断之路，一定程度
上破坏了公平的市场发展环境，阻碍了中小微电商

等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了

对电商平台等垄断的查处力度，一些平台企业因
违法垄断行为被处以巨额罚款。此后，电商平台
公然实施垄断的行为得到了较好的遏制，市场公
平竞争、大小电商平等发展的共识和氛围得到进
一步强化。

今年“双十一”，各大电商平台公布中小微电
商“双十一”战绩，同时也是对此前平台投入大量
资源，开启对中小型商家扶持的成果展示。可见，
一个“双十一”战绩公布方式的小变化，背后反映
的其实是电商和平台发展生态根本改变的大趋
势，折射的是国家治理网络环境和促进网络经济
健康发展的巨大成效。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网络购物市场竞
争逐步从粗放发展转向深耕细作，各大电商平台
为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支持，也是为
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商品选择、更好的价格服务，
这同样有助于挖掘新的消费潜力、激发电商生态
活力。 据《新京报》

“双十一”收官：平台与中小电商共成长

有的老字号名气再响，终究也逃
不脱被摘牌的命运。近日，商务部联
合 5 部门公布了中华老字号复核结
果，将长期经营不善的 55 个品牌移

出中华老字号名录，其中包括著名的重庆冠生园、
上海老半斋、北京华女、雪花等品牌，引发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数十个中华老字号顷刻间失去光环，着实令
人遗憾。据了解，此次对已有的中华老字号进行
全面复核，目的是建立实施“有进有出”的动态管
理机制。

一块老字号牌匾就是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字招
牌。能赢得这块招牌，至少代表了一个品牌经受
了时间和品质的双重检验。一些百年老店更是蕴
含了数代人的苦心经营，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
淀。可如今，一些老字号“摆烂躺平”，提起它的质
量和服务，让公众感觉一言难尽。有些网友则直
言不讳：又贵又难吃，早该摘牌了！

不可否认，一些承载着回忆和历史的百年老店
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可实际上，导致老字号口碑下
滑的原因是复杂的。可能是经营管理模式陈旧、缺
乏创新意识，也可能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其他因素。
对消费者而言，一些老字号屡屡被诟病，其中最常
见的原因恐怕是店大欺客、倚老卖老、过度索取，把
众多消费者的情怀和信赖一点一点消磨殆尽。

对已名不副实的老字号撤销其名号，虽然遗
憾，但其实是顺理成章之事。近年来，建立健全老
字号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已经成为
业内共识。就在今年年初，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
联合印发了《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要
求强化示范创建、动态管理，把老字号的创新活力
释放出来。对老字号进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
理，就是在保护老字号“金字招牌”的成色。

事实上，随着老字号的触网与国货潮的到来，
很多老字号也迎来了又一次辉煌。刚刚过去的“双
11”，国货在天猫平台迎来“爆发”：85个国货品牌开
卖即破亿元，超70000个国货品牌首日成交翻倍。
这无疑是一次提醒：老字号要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存
活下来，还是要结合当下新技术，打通新的宣传营
销渠道，制造出更多独特的产品，以迎合当下消费
者更加多元的需求。 （据《钱江晚报》陈江）

“我国全年GDP增速5%的预期目标有望顺
利实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
长潘功胜在2023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我国经
济增长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今
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5.2%，全年5%的预期
目标有望顺利实现。

“将推动解决‘一院一卡、多卡并存、互不通
用’等就医的堵点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7日
表示，我国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居民在就诊过程
中使用任何一种身份证件都能实现“一卡通用”

的能力，下一步将推动电子健康卡与其他卡、码
协同应用，进一步解决“一院一卡、多卡并存、互
不通用”等就医的堵点问题。

“十年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
长到50.2万亿元。”

——2023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于 11
月8日开幕，当天下午举行的蓝皮书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夏学平
介绍，从 2012 年到 2022 年，十年间，中国数字经
济规模从 11 万亿元增长到 50.2 万亿元，在互联
网应用、网民数量、人工智能发展等多方面领跑
全球。 据《太原晚报》

值得鼓励的消费创新
“把酒店当食堂，不用在吃饭

的问题上‘内耗’了。”11月7日，
是吴女士在青岛某五星级酒店吃
自助餐的第 69 天。据吴女士介
绍，她花 12888 元办了一张自助
餐年卡，可吃一日三餐。公司到
酒店只需两三分钟，对她来说很
方便，也解决了每天为吃发愁的
烦恼。她算了下：如果工作日一
日三餐吃，平均每顿饭价格在18
元左右，而平时随便吃一份外卖
三四十元。

据报道，通过推出自助餐年
卡服务，酒店可以吸引更多的年
轻人前来消费，从而增加销售额
和现金流。酒店自助餐年卡销售
服务对于酒店和有需求的客户来
说可以实现双赢，是一种可持续
的商业模式，也是值得鼓励的消
费创新。

（据《湖南日报》王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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