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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11 打造消費狂歡節 

 十三五規劃首重創新 

 環渤海加速協同發展 

 內地財政加碼穩增長 

1. 雙 11打造消費狂歡節 

2015 年天貓雙 11交易額達 912.17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近 60%，接近 2014 年 63%的增幅，

再次刷新單一電商平台單天交易的世界紀錄。 

短評 

進入第七年的雙 11 依然亮點紛呈。一是移動端持續發力，天貓移動端的銷售額高達 620 億

元，佔比首度超越個人電腦 PC端，由前年的 15.1%和去年的 42.6%攀升至 68%。二是農村

淘寶首次加盟；據阿里的資料，全國 8,000 多個村點的農民首次透過農村淘寶服務站的平

台參與雙 11。三是跨境電商是異軍突起。美國梅西百貨、德國最大的超市 Metro 和英國

Sainsbury等零售巨頭均進駐了天貓國際；參與今年雙 11 交易的國家和地區更多達 232 個。

雙 11 還首度將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相結合。阿里巴巴與湖南衛視聯手打造「天貓 2015 雙十

一狂歡夜」文藝晚會，演出明星為各自代言的商家推廣，更透過互動環節提供超低購物折

扣；當晚天貓新增用戶數為平時的逾 20 倍，「娛樂+消費」的營銷策略初戰告捷。「雙 11」

熱度未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傳統品牌越來越重視和善用互聯網；不僅在線上線下實現

同款同價以及優惠通用，線上消費者更會被引導至實體店，以體驗試穿試用、個性化定制、

維修保養等多元的線下服務。雙 11 之後，傳統零售店會否出現有些分析所預期的另一波關

門潮，尚有待觀察，但零售業出現翻天覆地式的洗牌和業態重整已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2. 十三五規劃首重創新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短評 

「十三五」規劃是內地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綱領性文件，釐訂 2016 至 2020 年的

發展目標、基本理念以及政府的工作重點。《建議》開宗名義地提出，「今後五年內地經

濟保持中高速增長，要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到 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

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倍」，揭示了新常態下內地經濟仍需維持合理增速。據此推算，內

地在未來五年的年均增長率將以 6.5%作為政策底線，短期的增長目標有望繼續維持在 7%

左右。鑑於當前內地經濟增長仍面臨較大下行壓力，預料中央會適時加碼宏觀調控力度和

擴大政策放鬆空間，為穩經濟進行短期「托底」。同時，《建議》提出「創新、協調、綠

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以此作為政府下階段制定具體工作部署的方向及思路。其中，

創新被擺放在最靠前位置，《建議》更以最大的篇幅，從培育發展新動力、拓展發展新空

間、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進農業現代化、構建產業新體系、構建發展新體制、創新宏觀

調控方式等七個方面，完整勾劃了經濟創新驅動發展的長效機制。《建議》還強調內地將

更加注重供給端的創新和變革，致力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一系列產業

創新升級方針包括「中國製造 2025」、「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已相繼

進入操作階段。此外，《建議》還宣佈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以應對日趨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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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的人口老齡化挑戰；加上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資源節約綠色經濟、完善對外開放戰略等

策略佈局，均會對內地經濟和社會發展構成既深且遠的影響。 

3. 環渤海加速協同發展 

經國務院批准，國家發改委於 10月 12日發佈《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綱要》。 

短評 

環渤海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山東等 7 個省市，被視作繼長

三角和珠三角之後推動內地經濟增長的「第三極」。近年中央強調透過頂層設計來推動區

域經濟一體化，諸如長江流域經濟帶、珠江和西江經濟帶等各類規劃和政策綱領層出不窮；

《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綱要》的出台，可以說是填補了國家過去推動環渤海經濟圈的政策

「缺位」。《綱要》中提出建立由北京市牽頭的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協調機制，從跨區域

基建合作、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對接轉移、構建開放新格局、統一市場體系以及統籌城鄉

發展等六個方面，明確區域合作的重點任務；環渤海地區合作將會以京津冀為核心，遼中

南和山東半島為兩翼，山西和內蒙古為腹地。這反映了京津冀擔當著探索環渤海區域合作

新模式的「排頭兵」，為區域合作提供直接示範和經驗借鑒；而環渤海地區的其他四省則

可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縱深空間和更為廣闊的經濟腹地。近年內地經濟增速放緩，東北

三省的形勢特別嚴峻，更惹來「東北(經濟板塊)淪陷」之說；中央加快環渤海地區協同發展，

亦是希望藉京津產業轉移以及區域整合來激活較落後地區的經濟轉型。此外，《綱要》還

提到要充分發揮環渤海地區既沿海又沿邊的區位優勢，實施更加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事

實上，環渤海地區亦有條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除了可在陸路方面擔當中蒙俄經濟走

廊的重要節點外，還可以渤海灣港口群為基礎，串聯和網羅中、韓、日的主要港口，甚至

順勢延伸至朝鮮乃至俄羅斯遠東地區，打造東北亞的「海上新絲路」。 

4. 內地財政加碼穩增長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11月 9 日主持座談會時，強調要用好積極財政政策空間，合理加大減

稅力度，擴大有效投資。 

短評 

今年頭三季，內地 GDP 同比增長放緩至 6.9%，短期內面臨的下行壓力仍然沉重。10 月的

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率輕微回落至 5.6%，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僅錄得 9.4%；進出口表現走

弱，分別同比下降 16%和 3.6%；社會零售消費額雖穩中帶升，但 11%的增速遜於去年同期。

去年 11 月以來，人民銀行多次推出「雙降組合拳」，包括 6 次降息和 5次降準。但貨幣政

策卻難以有效引導社會特別是私人部門增加投資，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弱化。截至 10 月底，

內地廣義貨幣供應（M2）提速至 13.5%，但 10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卻劇減至 4,767 億元，

遠低於 9 月的 1.3 萬億；這兩項數字的走勢相背離，反映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受阻，充裕資

金停留在金融體系內「空轉」，未能進入實體經濟。正因如此，財政政策對「穩增長」的

作用趨於上升。雖然 10 月財政收入同比增長繼續放緩至 8.7%，但財政支出卻增長 36.1%，

更是連續第四個月保持在 20%以上。近日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還表示，「3%的赤字率紅線

和 60%的負債率紅線可以在實踐中反思調整」；鑒於目前中央和地方財政赤字率分別維持

在約 1.7%和 0.7%，而政府整體債務佔 GDP 比重則保持在 40%至 60%之間，內地尤其是中

央政府層面仍有進一步增加財政赤字和債務的空間，加大減稅力度和增加有效投資相信將

是未來一段時間推動內地經濟突圍的重要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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