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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琦：
“ 我 现 在 越

来 越 不 在 意 数

据，就是因为我

希望能助力国货

品牌的成长，凭

什么中国文化、

中国品牌就不能

卖到更多的钱？”

金玉成：
“双11期间，

每一个节点都很

关键。整个团队

都在等数据，前2

个小时就像是高

考 的 第 一 门 科

目。”

朱月壮：
“现在，越来

越多的科技力量

加入，双 11 的件

量仍然很大，工

作仍然很忙，心

里却很淡定，每

天虽然累一点，

但忙而不乱、有

条不紊。”

朱小佳：
“ 直 播 出 现

后，双 11 才能算

得上是全民狂欢

节。现在不光得

随 时 切 换 直 播

间，还要列一张

Excel表格。”

朱月壮：到底是什么让“爆仓”成为历史词汇？

双11·快递物流

朱小佳：90后的杀入为何就让消费升了级？

双11·消费者

朱小佳最近在朋友圈感慨：“看着这
些定金尾款，我感觉双11已经过去了，
其实它还没有来。”

朱小佳是位新媒体的“小编”，标
准 90 后，第一笔双 11 订单在 2015 年
才产生。但当年在大学寝室内，她完
全没想到，短短 5 年，整个网络经济生
态圈就能如此翻天覆地：当时自己就
是个被动的“购买者”，现在却成了“消
费升级”的生力军——购买意愿或者
使用心得，在社交网络的自我表达，有
反过来让别人完成了“种草”“拔草”的
过程。

朱小佳2015年第一次下双11订单
时，作为一个护肤品爱好者，双11仅仅
是她补充“刚需”的好时机。她那时的选
择也折射出大学生的消费习惯：侧重功
能与实用，平价大碗，价格在百元之间浮
动。“当时还是学生嘛，主要囤平价化妆
品。”

“直播出现后，双11才能算得上是
全民狂欢节。”她说，那时候，大家最多聊
聊如何“薅羊毛”，这个讨论也仅仅集中
在小小的寝室范围内。她怎么也不会想
到，五年后的双11，有一个叫李佳琦的
男人，会在凌晨隔着屏幕敲锣，让全中国
的淘宝买家不要睡。“以前挺随便的，哪
像现在呀，不光得随时切换直播间，还要
列一张Excel表格。”

5年的时间，她的收入增加了，她也
可以慢慢踏足奢侈品消费——购买那些

“能够接受”的“贵妇级化妆品”。毕竟在
凡事都需思前想后的成人世界里，以最

佳姿态示人总不会错。
100元的定金，3380的尾款，一款被

称为“黑绷带”的面霜成了她双11最大
的一笔支出。“这是我在李佳琦直播间里
抢的。”朱小佳说道。从价格上来看，如
果能凭手速成为李佳琦直播间里的幸运
儿，那么它的价格目前较主流电商平台
要优惠许多。

但仪式感并不来源于购物本身。曾
经排队付款的时代早已过去，朱小佳付
尾款的时候，“没有什么仪式感”，页面支
付刷了一下脸，然后缓冲了一秒，就显示
支付成功。“像是最难的作业写完了。”她
只感到轻松。

这个“节日”让她期待的，是后续。
几天后，一篇“拔草心得”出现在她的个
人主页和商品评价上。她兴致勃勃地向
好奇者描绘自己的使用体验。在线新经
济天生的社群感和凝聚力，使得线上空
间成为消费者展示自己的最佳载体。借
助线上渠道，消费者得以用比以往更直
观、更优惠的方式购买自己心仪的产
品。同时，年轻消费者也更愿意在线上
实现自我表达。

事实上，90后作为主力军推动的消
费新生态，也让在线新经济展示出逐年
递增的发展态势。双11正式打响的11
月1日凌晨，各家平台、品牌方都发出了
喜报：天猫前1小时成交额同比去年净
增106%；苹果、欧莱雅、海尔、雅诗兰黛等
100个品牌成交额突破1亿元；京东超市
10分钟成交额同比增长超700%，京东直
播10秒带货破亿。

一顿猛如虎的买买买操作之后，快
递小哥就成为“剁手族”们接下来几天翘
首以盼的“亲人”。今年46岁的朱月壮，
自从18年前从江苏老家来上海成为顺
丰的一名快递员，至今已做“亲人”做了
18年！“所有的双11，我都经历了。”他
说。

在虹口区东宝兴路上的顺丰网点，
同事们都叫他“老朱”。回顾这些年来经
历的双11，不老的“老朱”感慨万千：“以
前，一到双11就很紧张，因为件量和平
时相比多很多，生怕出什么问题。”

当年，很多快递员最怕的，是双11
“爆仓”，这也曾是快递公司和消费者共
同的痛，但近几年，“爆仓”这个词已经越
来越少出现。对于朱月壮来说，双11虽
然很忙，但自己却越来越淡定了，因为快
递业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

让老朱越来越淡定的科技手段有很
多。今年双11期间，顺丰实现了多式联
运的继续加码，整体快件消化能力超平
日的2倍。除了自有的60架全货机将悉
数服务双11高峰运输外，还增加了无人
机运输模式。同时，顺丰还搭建了围绕
速运业务全景监控功能，在双11收派高
峰期内，针对收件、派件、自动化设备中
转运输、支付业务等各个环节进行实时
监控，快速获取运营情况及服务状态，及
时发现问题、定位问题、上报问题，并进
行故障及异常处理，有效提升运营效率
和质量，为速运业务系统的正常稳定运
转和客户体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这些新科技，最让老朱感觉到便利
的，是他“披挂上阵”时的那些可穿戴设
备。在快件收派环节，顺丰双11批量投
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可穿戴智能设备，支
持高效收派、解放双手、语音签收、地图
导航、语音助手、健康管家等多种功能，
便于快递员通过线上简单操作，快速扫
描客户的扫码寄件单、自寄码、待派件等
条码触发任务，和语音协助，快速完成收
派工作。据介绍，在智能穿戴设备的助
力下，快递员平均每票收件可缩短 12
秒，平均每票派件可缩短16秒。

“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力量加入，
双11的件量仍然很大，工作仍然很忙，
心里却很淡定，每天虽然累一点，但忙而
不乱、有条不紊。”老朱说。

老朱所在网点的主管吕全恩介绍
说，双11之前，网点就已做好了人员、仓
库、车辆等各方面的准备。“为了保障双
11，我们网点增加了6个快递员，达到了
70人，仓库面积也扩大了七八个平方米，
同时还准备了10部备用电动车。”他表
示，双11期间，网点每天的派件处理量
在1.5~2万件，总量比去年约增长30%，

“一方面是今年双11从11月1日开始，
时间拉长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今年
电商平台兴起。”吕主管透露，今年公司
上线的实时监控系统，能够分析出每个
区域的件量，“原来需要人工去摸排一个
区域的件量，现在系统实时能监控到，如
果某个区域突然件量猛增，系统能实时
看到，就可以及时作出调整，非常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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