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装退货率问题近日冲上热搜。据悉在

双11期间，女装退货率飙至历史高峰，有商家

退货率甚至高达90%。被逼无奈下，部分商家选

择关闭运费险。然而，关闭运费险则导致商家

的销售量进一步下滑，陷入恶性循环。

女装成退货率最高品类

今年“双 11”期间，有女装店在社交平台

透露，发出去的 2000件衣服中，有 1500件被

退回，退货率高达75%。其中，很多退货理由

是拍错尺码或者寄错包裹。据统计，女装已

成为退货率最高的品类，特别是女装直播的

退货率高达 80%，有的商家退货率甚至高达

90%。

江女士是有着十几年经验的服装网购

爱好者，每周都要下单三次左右，但每十件

衣服大概只会留下一件，原因很多，例如尺

码不合适、色调不适合自己、看着好看穿着

难看等。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莫

岱青称，女装的退货率一直居高不下，主要受

到产品质量、尺码大小、货不对板等因素的影

响。高退货率增加了商家的运营成本，还影

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一些商家还指出两

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冲动消费，女装消费者

在直播间等场景下容易冲动消费，购买后发

现并不适合自己，从而退货；其次是退货政

策，电商平台的退货政策宽松，运费险降低了

消费者的退货成本，使得消费者在购买时更

加大胆，退货率随之上升。

女装品类的问题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

夕形成，该品类一直是网购投诉的高发区。

据知名网络消费纠纷调解平台“电诉宝”及网

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年10月

中国电商平台商家投诉数据报告》显示，10
月受理投诉商家的经营类目中，服装服饰占

比最高，为 19.14%，且环比今年第三季度的

6.92%有明显的增长。

除产品问题外，疯狂内卷也是重要原因

之一，多平台的竞争，使得商家不得不让利，

加入满减活动的大军，整个市场的女装供大

于求。

而“双 11”期间退货率高企还有着另一

个特殊原因——凑单，据了解，今年天猫“双

11”，淘宝为 88VIP用户发了几张大额满减消

费券，但是使用门槛最高需达7000元。要凑

够满减门槛，就只能找一些凑单神器来补

齐。单价偏高且支持极速退款的拉夫劳伦，被

一众网友捧成了凑单神器。据悉，该奢侈品

牌在某平台“双11”的GMV（商品交易总额）超

过16亿，但退货率却达到了惊人的95%。

服装网店如何面对“寒冬”

高企的退货率使得网店难以通过销售获

得利润，各项隐性成本的增加更让商家苦不

堪言。

中国服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曹磊表

示，女装退货率的升高，增加了商家的很多隐

性成本，如运费险成本的提升、快递费的增

加、员工的拆包理货成本以及二次包装成本

增加等等。

2023年，电商平台有 82亿件商品被退。

其中，服装品类尤为突出。有媒体披露，森马

服饰的数据显示，在 2020年，其天猫平台的

退货率为31%；今年上半年，其天猫退货率上

升到62%。

退货率及增速放缓高压下，不少服装网

店接连关闭。如 9月份，如涵控股CMO（首

席营销官）、“初代网红”张大奕发长文称，将

无限期延迟吾欢喜的衣橱、裙子君、Jupeven⁃
due 店铺上新，以顺应市场寻找下一个目

标。此外，淘宝神店“郑百万小个子衣橱”宣

布关店，“5 皇冠”店铺“沉入深蓝 LOSV⁃
LUE”宣布闭店，淘宝“红人店”“The Bubble”
闭店清仓等。

据联商网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不

下40家女装网店宣布闭店或停止上新。

面对这样的局面，有专家建议，商家、平

台和消费者需齐心协力，坚守诚信底线，遵循

市场规律，走多方共赢之路，共同维护良好的

电商购物生态。

莫岱青表示，商家应严格把控服装的质

量，从供应链源头抓起，确保每一件出售的

服装都符合质量标准。另外商家可以加强

与消费者的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反馈，

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或许女装界的“寒

冬”已经来临，但绝处亦可逢生，只有真正

深入消费者，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

长三角地区新涌现294家
数字经济独角兽（潜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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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 日前，在嘉兴

市乌镇举办的“长三角一体化数字文明共

建共享——2024 年数字长三角发展大会”

上，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2024 长三角数

字经济独角兽 （潜在）企业影响力研究报

告》显示，2023 年，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

三省一市共涌现 294 家数字经济独角兽

（潜在）企业，占长三角地区独角兽（潜在）

企业总数的 50.1%。其中，独角兽企业 104
家，出现了长鑫科技、小红书及极氪汽车 3
家超级独角兽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 190
家。

数字经济是数字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

重要体现，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

引擎。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数据、技

术、模式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催生出一批具

有高科技、高成长、高价值的独角兽及潜

在独角兽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技术、模式

和融合创新，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

表，在加速数字产业化和推动产业数字化转

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城战略咨询副

总经理程淑红在发布《报告》时表示。

《报告》显示，长三角数字经济独角兽

（潜在）企业成为引领数字产业化和推动产

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长三角数字经

济独角兽（潜在）企业中有125家集聚数字产

业化领域，占比42.5%，聚焦芯片、人工智能、

量子科技、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赛道；有169家

在产业数字化领域汇聚，占比 57.5%，深耕数

字出行、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数字工业等八

个数字技术应用赛道。

长三角数字经济独角兽（潜在）企业近

四成新获融资，平均融资额近 7000万美元。

《报告》显示，有 116家长三角数字经济独角

兽（潜在）企业在 2023 年新获融资，新获融

资额超 80亿美元。其中，数字出行、芯片成

为热门赛道，新获融资额分别为 40.8 亿美

元、33.8 亿美元，新获融资额合计占比超九

成。

数字经济是大企业布局的重要方向，

超三成长三角数字经济独角兽（潜在）企业

由大企业孵化而来。据了解，长三角数字

经济独角兽（潜在）企业中，由产业型大企业

和新经济平台型企业孵化而来的企业分别

为 34家和 69家，合计 103家，占数字经济独

角兽（潜在）企业总数的 35%。其中，长三角

地区 15家产业型大企业共孵化出 22家数字

经济独角兽（潜在）企业。

近八成长三角数字经济独角兽（潜在）

企业分布在“沪杭苏宁”。长三角数字经济

独角兽（潜在）企业分布于24座城市，其中上

海 117家、杭州 44家、苏州 38家、南京 28家、

合肥 19 家、无锡 11 家、宁波 8 家、嘉兴 5 家。

参与“乌镇对话”合作机制的20城共涌现219
家数字经济独角兽（潜在）企业。

近八成长三角数字经济独角兽（潜在）

企业拥有授权发明专利。《报告》显示，长

三角数字经济独角兽（潜在）企业中，有 234
家拥有授权发明专利，占比 79.6%。234 家

企业共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7794 件，企均数

量达 33件。芯片赛道成为数字经济独角兽

（潜在）企业创新主阵地，77家企业合计拥有

2131件授权发明专利。“作为新经济发展的

核心力量，数字经济独角兽（潜在）企业凭

借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已成为推

动数字技术突破、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

引擎。”程淑红表示。

近日，中国两大电商平台先后发布最新财报，京东集团发布

的 2024年三季度业绩显示，收入为 26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1%，经营利润为人民币12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9.5%。

阿里巴巴集团发布的2025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该公司

收入 2365.03亿元，同比增长 5%；净利润为 435.47亿元，同比增

长 63%；不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为 365.18亿元，同比下

滑9%。

喜：营收增长均较为稳健

从具体业务来看，第三季度，京东零售营收为 2249.86亿元

（约合320.60亿美元），同比增长6.1%。而阿里巴巴方面，淘天集

团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989.94亿元，同比增长1%，阿里云收入为

296.10亿元，同比增长7%。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主任、高级分析师莫

岱青表示，阿里巴巴和京东的营收增幅都在 5%左右，这一增长

幅度虽然不算特别高，但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仍属稳健。

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北京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则认为，淘天

在仅退款优化、商家运营及扶持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京

东在服饰品类、采销直播、新商家扶持和下沉市场的拓展同样做

了不少的投入，这些均有助于二者的营收和利润增长。

在用户数方面，三季度淘天订单量实现同比双位数增长、驱

动线上GMV增长，88VIP会员同比双位数增长至 4600万；而京

东活跃用户数和用户购物频次连续三个季度同比保持两位数的

增长。

莫岱青表示，淘天集团聚焦“用户为先、AI 驱动”的战略，三

季度持续投入用户体验提升，通过丰富产品供给、优化营商环境

等措施，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频次和满意度。京东也更加关注

用户，通过不断优化包邮、免费上门退换货、送货上门等通用性

服务商家覆盖率，提高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忧：各有各的苦

两大电商平台的整体营收虽然都在保持增长，但也各有隐

忧，京东集团主要体现出收入结构单一，财报显示，京东集团零

售业务为该公司贡献了8成的营收。而阿里巴巴则是有多个业

务处于亏损状态。

通过两大平台财报可以看出，虽然京东在营收规模上高于

阿里巴巴，但其净利润却与阿里巴巴有较大差距。

莫岱青也认为，阿里核心业务包括电商、云计算和国际业

务。而京东的核心业务是电商，尽管其也在积极拓展新业务领

域，如生鲜电商、医药电商等，但相对于阿里巴巴的多元化业务

布局，其业务结构可能较为单一。这种业务体量上的差别，对净

利润的增长或许产生了一定影响。

庄帅也表示，作为开放平台模式，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更

轻，盈利结构更丰富，一直以来阿里的大部分时间盈利增长都较

为可观。

不过，阿里巴巴仍存在多个业务的亏损问题。

莫岱青表示，目前只有淘天集团、云智能集团、菜鸟集团在

盈利，其余板块如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本地生活集团以及大

文娱集团均处于亏损状态。特别是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虽

然收入同比增长29%，但亏损同比扩大657%，而且淘天集团作为

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之一，其经调整EBITA（息税折旧及摊销前

盈利）也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5%。

阿里巴巴财报显示，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经调整EBITA为亏

损人民币 29.05亿元，去年同期为亏损人民币 3.84亿元，本地生

活亏损3.9亿元。

近日，在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

会期间，《数字长三角发展报告（2024）》正式

发布。

《报告》显示，2023 年，长三角数字经

济 增 加 值 突 破 12 万 亿 元 ，占 三 省 一 市

GDP 总量的 40%以上，约占全国数字经济

增加值的 30%。《报告》指出，长三角地区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数字经济

发展起步早、基础好。作为我国集成电

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的主要集聚地，

长三角率先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

信息、人形机器人、元宇宙等未来产业，

推 动 前 沿 科 技 与 区 域 经 济 深 度 融 合 。

2024 年，长三角地区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

72 万个，算力规模指数达 165，较上年增

长显著。2023 年新增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16 个，占全国总数的近 1/3。

《报告》显示，长三角地区研发创新投入

占全国总量的30%左右，正加快建设上海、合

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43 万件，占全国总量的

26.8%。 孙立彬

2023年长三角数字经济增加值
突破1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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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货飙升退货飙升 服装电商陷入困境服装电商陷入困境

从 2024 年 8 月开始，浙江省

嘉兴市南湖区邮政快递公司正式

开启智能无人物流配送。智能网

联无人运输车每天批量穿梭于供

配中心和各快递驿站之间，最高

时速为 40 公里，续航能力在 140
公里左右，每辆车一天可配送快

递3-4次。

图为 11月 28日，满载着快递

包裹的无人运输车从浙江省嘉兴

市南湖区供配中心出发，沿着预

先设定的运输线路，奔向沿途各

个快递驿站。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中国两大电商平台
财报中的喜和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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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行业大数据
解决方案市场份额报告发布

本报讯 近日，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中国电力行

业大数据解决方案市场份额，2023》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电

力行业大数据平台+应用解决方案市场超过 18 亿元，同比呈

现增长趋势。实时数据处理、流数据处理、大语言模型、基于

AI 的其他应用以及电力行业中日益精细化管理的趋势是此

市场的关键驱动力。生成式 AI 驱动大数据平台是此市场的

新机会点。

IDC 研究发现电力行业大数据市场的两大趋势：一方面，

随着电力行业数字化精细化管理的升级，数据量也呈指数级

增长，且呈现高并发状态，这使得电力行业更加依赖以数据驱

动为主的智能决策；另一方面，电能是唯一不能进行长时存储

的交易品，实时性极强，所以电力行业在安全保供方面的要求

极高，人工智能算法及以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可以为行业减

少大量非计划停机时间，提高供电效率。生成式 AI 技术也在

逐步向电力行业蔓延，预测未来电力行业大数据市场仍有较

大增长空间。

IDC建议技术供应商：

一是客户需求处于稳定的窗口期。一线生产企业仍然存在

数据质量不高、数据完整性一致性程度低、数据存储架构混乱、

大数据或AI方面人才不足等问题，需要专业大数据厂商与客户

一起深入场景进行共建。

二是客户需要长期稳定的大数据服务。用户需要厂商的产

品性能稳定且有很强的可扩展性，以应对未来可能成指数型增

长的海量数据接入及处理能力，同时支撑后续平台的线性扩展。

三是适应电力大数据行业逐渐激烈的厂商竞争态势。大

部分专业大数据厂商在电力行业的专业技能经验不足，电力

行业最终用户对数据安全的要求和对停机风险厌恶极高，厂

商需要在这两点上表现出差异化优势，以应对行业垂类下的

友商间竞争。 孙立彬AI制图：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