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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大促“618”已经拉开帷幕，电商平

台纷纷抢跑，展开为期超过一个月的促销活

动。具体来看，消费品以旧换新占据了各家

平台促销“C位”，宠物、潮玩、户外运动等相

关消费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业界分析认为，

促销亮点在激活消费市场的同时，也为相关

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

今年的“618”启动更早。记者发现，一些

平台 5月 13日即开启了第一阶段的促销活

动，比去年提前了数日。不少平台还宣布简

化促销规则，更为直接地让利消费者。例如，

2025年“抖音商城 618好物节”于 5月 13日

0点上线，平台推出立减 15%、一件直降等系

列优惠活动。当日，苏宁易购线上平台也全

面启动“万人空巷抢家电 618大促”，推出

“百亿补贴”。5月 16日晚 8点，主打“最便

宜、最简单”的天猫“618”开售，主要促销规

则简化为“官方立减 15%”，无需凑单一件就

能打八五折。

从补贴类别看，消费品以旧换新成为各

平台促销重头戏。苏宁易购推出“国补、百

补、厂补”等多重补贴，大牌家电至高补贴

50%；天猫表示，国补叠加平台优惠，家电家

装、3C数码等品类折扣力度创下历年最大；

京东宣布，将在“618”期间推出“国家补贴×

百亿补贴”频道，消费者购买手机数码、家电

家居等消费品，最高可省 2000元。

在市场端，消费者对于“以旧换新”的

热情持续高涨。“什么值得买”日前发布的

“618”年中大促预售期消费趋势显示，5月

13 日 20 点至 5月 18 日 23 点 59 分，平台

内“以旧换新”相关关键词 GMV（商品交易

总额）同比增长 26.37%，所覆盖的主要品类

如影音播放、生活电器、手机通讯 GMV 分

别同比增长 54.84%、44.38%和 29.08%。天

猫数据显示，“618”开卖首小时，家电、家

装、家居行业整体成交同比翻倍，其中大家

电成交同比增长 4倍，小家电、家装成交同

比增长翻倍。

中国数实融合 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

对记者表示，受益于国家以旧换新政策推

动，消费者对于高效节能、智能互联的产品

需求持续增长，“618”期间各大品牌往往推

出力度空前的促销活动，成为换新升级的最

佳时机，有望为市场增长打开新空间。他还

指出，今年的“618”较往年开始得更早，为期

超过 1个月的促销周期，涵盖“520”和端午

等多个消费节点，有利于更好地激发消费市

场热点。

从前期情况看，除以旧换新涉及品类呈

现明显增势外，今年的“618”大促还有多个

消费热点。上述“什么值得买”趋势数据显

示，大促预售期恰逢“520”消费节点，彩妆和

个护等展现出强劲消费动力。天猫数据显

示，“618”开卖 30分钟，就有 32个单品的成

交额均突破千万元。

另外，宠物、潮玩、运动户外以及服务消

费等也呈现良好增长态势。天猫大促开卖首

小时，653个宠物品牌成交同比翻倍；玩具

潮玩行业增长强劲，4家品牌实现三位数增

长；运动户外高端品牌呈现出更强的增长趋

势。“什么值得买”数据显示，票务、休闲娱

乐、影音播放等兴趣消费相关品类 GMV分

别同比增长 555.90%、55.40%和 54.84%。

对此，洪勇分析，随着国内经济环境趋

于稳定，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更多人愿

意在品质生活、智能科技、运动健康等领域

消费，不仅反映出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

升，也推动相关产业升级。

洪勇表示，“618”大促期间新兴消费模

式和数字化零售渠道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激

发了市场活力。各品类产品的热销，尤其是

高品质、智能化、绿色环保等新兴消费领域

的快速增长，说明我国消费市场具有巨大潜

力和良好前景。“‘618’消费增长将为我国内

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来源：经济参考报

促销时间更长以旧换新力度更大促销规则更简单

“618”大促启幕 三大亮点引燃消费热情

“这几年早餐店、菜市场、修补店陆续多

了，方便又暖心。”家住北京西城区的郑大妈

对记者说。

下楼转角遇见咖啡馆书香，步行百米邂

逅社区食堂烟火，街角花园与健身房串联起

健康半径……近年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已先后开展 4批试点，在全国 210个地区

落地生根，并在 15个地区全域推进。

家门口的“小商圈”，消费潜力有多大？

先算一家一户的小账，有研究显示，城市居

民一半以上的日常消费支出，都集中在社

区周边 1公里范围内，也就是步行 15分钟

的距离。

再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大账。住房城乡

建设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9.4 亿人生活

在城镇。比照国际经验和发展规律，我国

城镇化率仍会继续提高。根据城乡居民年

均消费支出差距测算，城镇化率每增长 1

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新增 2000 多亿元的

消费需求。

推动建设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

仅是惠民生、暖民心的重要举措，也是促

进消费的重要抓手。这项工作始于 2021

年 5 月商务部等 12 部门出台的《关于推

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

提出在全国选择条件成熟的城市开展便

民生活圈试点。

2023 年 7 月，商务部等 13 部门印发

《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23-2025）》，要求将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打造成保障和改善民生、恢复

和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今年正是三年行动

的收官之年。

5月 2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持续推

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再次强调要构建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近日发布的新版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提出“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将对养老设施、卫生服务

设施、菜市场（生鲜超市）等步行 5分钟或 15

分钟覆盖情况进行定期体检评估。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一头连着社区

居民，一头连着个体户、小企业，正在让城市

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

结合城市更新，盘活闲置资源，内蒙古

乌海市、黑龙江佳木斯市、上海静安区等地

充分利用社区周边闲置用地、厂房、楼宇等，

改造成社区商业中心、便民驿站、菜市场、超

市等便民服务设施。

精准补建网点，拓展服务功能，天津河

西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江苏徐州市等地

鼓励便民商业主体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商业业态创新、管理创新

和服务创新。

让社区商业更有温度、更繁荣，江苏无

锡市、湖南长沙市、重庆九龙坡区等地搭建

各类服务站、服务区，为环卫工、快递员、志

愿者提供饮水充电服务和免费休憩空间。

北京西城区、山东济宁市等还积极探索

“老幼共托”模式，推动幼儿园转型，提供老

年人活动场地，丰富老年人课程，将普惠托

育点嵌入养老服务驿站，优化空间设置和代

际互动活动设计，让老幼两代人在同一空间

共享照护服务。

15分钟不只是时间的标志和尺度，更是

一把衡量城市生活便捷度与幸福感的标尺。

目前，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已经

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 2024年 11月底，我国

已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4321个，服务社

区居民近 1.07亿人。

目前，第二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

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将利用 2年左

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市、县主城区社

区全覆盖。

来源：人民网

“小商圈”畅通“微循环”

加快实施提振消费专项

行动，升级商品消费，扩大服

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加快

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鼓

励升级流通设施，加快发展

数智供应链，推进电商高质

量发展；加快推进内外贸一

体化，帮扶企业有效应对外部

冲击……在 5月 22日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何咏前回答《经济参考

报》记者提问时，透露了下一

步做强国内市场、提振消费的

多重举措安排。

此前，国务院于 5 月 15

日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

推进会，强调“把发展的战略

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

上”“要深挖潜力提振消费”。

何咏前表示，商务部将

认真贯彻落实有关会议精

神，突出“加快”、强化“提

升”、立足“有效”，更好发挥

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

作用，做强国内大循环，坚定

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

各种不确定性。

在具体举措方面，何咏前

表示，首先，加快实施提振消

费专项行动，不断增强国内

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升级商

品消费，实施消费品以旧换

新，组织开展汽车流通消费

改革试点，利用好进博会、消

博会等平台促进消费。扩大

服务消费，围绕“对外开放、

对内放开”，稳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试点示范，深入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

动，扩大健康、养老、托幼、家政等服务多元

化供给。培育新型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

经济，促进健康消费，发展数字消费、绿色

消费。创新消费场景，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办好“购在中国”系列活动；落实好

离境退税优化政策，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同时，加快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不

断夯实国内大循环的成长基础。鼓励升级流

通设施，扩大商贸流通试点城市范围，逐步

构建以示范步行街或商圈为引领、特色商业

街区为支撑、便民生活圈为基础的城市商业

格局，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鼓励批发零

售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数智供应链，提升

商贸流通企业上下游协同水平，推动商贸

物流标准化发展，支持再生资源回收和二

手商品流通。推进电商高质量发展，实施好

品质电商培育行动，发展特色产业电商平

台，组织开展产业电商专场对接，营造电商

良好生态。

此外，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帮扶企

业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积极帮助外贸企业拓

内销，扎实推动各项政策惠及更广大外贸企

业。办好外贸优品中华行，组织协会、商超、

电商平台与外贸企业对接采购，推动汽车、

家电、家装等更多外贸企业加入“以旧换

新”。深化内外贸一体化试点，提升企业两个

市场经营能力，更好应对外部风险挑战。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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