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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因为有四个 1
而被称为光棍节，这多少有些
无厘头的意思，也有些调侃的
意味在其中。

但在2009年以前，知道这个
节日的人以学生居多，因为传言
它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从南京的
大学校园里传播出来的。即便
如此，过这个节的人也并不多。

但时光推移至 2009 年，经
2010年、2011年再到今年，不过
三四年，这个日子竟然举国尽
知，并摇身一变成为一场中国电
商行业的超级盛宴，成千上万的
民众在这一天上网疯狂购物！

原本是一个有些无厘头的
日子，却被数以万计的民众关
注，我们不禁想问，它是如何被
造出来的？

记者 程国平 李丽君
见习记者 赵柳影/文 记者 马健/图

光棍节大促销来
自淘宝高管闲聊

如果我们非要深挖其中的成因，也
许就想复杂了。可能它只是 2009 年某
一天淘宝商城管理层的一次闲聊，就促
成了这个节。

这么说，你会大跌眼镜吗？
但记者昨日从阿里公关部了解到

的事实的确如此。
“2009 年的某一天，管理层在办公

室里闲聊，有人提出选择 11 月 11 日来
做这个活动。大家都觉得这个日子不
错，就开始执行了。”

2009年的光棍节促销活动，淘宝商
城上有27个品牌参加，整个商城的交易
只有5000万，但这个数据远远超出了商
城负责人的预期，而且让业内大跌眼镜
的是，仅杰克·琼斯一个品牌，在11月11
日的销售额就超过了500万。这让参加
活动的品牌都大吃一惊。

那一年，光棍节在全国的影响并不
大，电商中只有淘宝一家唱了独角戏。

初尝甜头，2010年，淘宝商城的“光
棍节”活动在 9 月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
造势，并动员更多商家参与。而且淘宝
还拿出几千万元做推广，包括在央视上
广告。这一年，淘宝商城的光棍节促销
震惊业内，单日交易额 9.36亿元。这个
数据超过了当年十一黄金周北京商业
企业的零售总额。

那一天，2009年光棍节的销售大王
杰克·琼斯销售额突破 2000 万，销售额
过百万的商户有80多家。

那一天，全国数家银行的网银系统
瘫痪，之后的数日，整个中国的第三方
物流基本处在爆仓状态。

谁也没预料到市场反应如此热烈，
最眼红的当数淘宝以外的电商了，所以
到了 2011 年的光棍节，从当年 10 月末
开始，电商界就肉搏不断，10月31日，苏
宁图书频道更是以一场“零元购书”活
动，来昭告自己的诞生。

2011年 11月 11日，世纪光棍节，这
一天写下了中国电商业的传奇：京东一
折抢购；当当一折团购、限时秒杀；淘宝
商城全场五折全国包邮，24辆汽车五折
秒杀；麦考林全线一五折起；1号店百万
让利……当日，淘宝商城支付宝交易额
突破33.6亿元。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
新经济模式威力无穷

如果按照淘宝的说法，似乎让国人疯狂
的光棍节就是在那一次偶然的闲聊中被轻
易地造出来了。

然而它背后深藏着的是这样一个逻辑：
相对于传统商业生态系统来说，电商作为一
个新的、庞大的市场正不可阻止地强势崛
起，它传播的快速与影响力不是传统商业所
能比拟的。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长期
关注传统商业，这几年，他也将目光投向无处
不在的电子商务。在他看来，一个节日在短
短3年就促成整个电商行业和网购人群的“默
契”和认同，是缘于互联网本身的娱乐性、互
动性和传播性强这样的特点。就这点来说，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威力无穷。

马云更是在多个场合陈述过他的观点：
电商新的营销方式方法、新的商业流程、新
的商业生态系统，对于传统商业生态系统将
会开展一次革命性的颠覆。“就像狮子吃掉
森林里的羊这种生态的规律，就像电话机、
传真机会取代大批信件一样，这是必然趋
势，（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已经
有点狮子的味道。”

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想到更多的可能
是，从十一国庆节一直延续到12月25日，长
达两个多月的时间，商家们没有任何可以搞
促销的噱头，因此，“光棍节”的诞生是顺势
而为。

案例：曾经的造节运动
成功的“爸爸节”

对于商家来说，有噱头，就会有促销；有促销，就
意味着有人气，因此，造节成了一种很好的宣传造势
的手法。而11月11日的“光棍节”并非是商家们的第
一次造节，早在1995前后，当时全国极负盛名的亚细
亚商场就曾成功地创造了8月8日的“爸爸节”，时至
今日，仍有不少传统商家在这一天以此为噱头，大搞
男装促销。

“当时‘父亲节’的概念还不是很流行，几乎没人
过这个节日，我们就想着既然有个‘母亲节’，何不借
助8月8日的谐音，创造一个‘爸爸节’，促进一下男
装的销售。”当时在亚细亚工作的马先生说，那个时
候，大家还都不知道什么是电子商务，而传统商家促
销的手法也很单一，大都是送礼品，并不像现在既有
打折，又有返券、折现等，种类繁多。

然而，即便是如此简单的针对男装的促销，在当
时，也造成了非常轰动的效果。“‘爸爸节’促销连续搞
了有三四年，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消费者参与，顾客能
围着商场排好几圈，场面还是很震撼的。”马先生回忆
说，当时的“爸爸节”算是除了春节以外，商场比较大
的一次促销活动。

失败的“男人节”
然而，造节运动并非都是成功的，8月3日的“男

人节”就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典型。
从2003年开始，要求设立“男人节”的呼声日渐

高涨，要求者们建议和“妇女节”对应，8月 3日要过
“男人节”。 随后，这个节日开始在网上悄悄流行，
并逐渐深入到线下生活。在这一天，不少男同胞收
到了“男人节快乐”的祝福短信，上海还有几家知名
公司给男性员工放一天假，庆祝他们的“8·3 男人
节”，同时，有超过七成网友表示支持“男人节”。

不过，对于向来爱找噱头搞促销的商家们来说，
“男人节”，他们好像并不感冒。“起初，刚有‘男人节’
这个概念时，我们也想过炒作，不过经过调查发现知
道这个节日的人并不多，主要在年轻人当中，并且8
月有了‘爸爸节’，再炒作‘男人节’有些重复。”一位
商场工作人员孙女士说，据她了解，曾经也有商家炒
作过“男人节”，不过效果并不理想，也就作罢，久而
久之，这个节日也就被商家所遗忘了。

猜想：还有哪些日子
可能被造节？

“光棍节”可以说是造节运动的巨大成功。
那除了“光棍节”，还有其他月份、其他

日期可以用来被造节吗？昨日，记者对一年
12个月的各种节进行了盘点（见表格），发现
7月份仍是个空白月。

“我觉得7月份如果被炒作的话，很有可
能是7月2日，谐音‘妻儿节’，让老爸多出点
钱，供全家人消费，也不错。”市民尚女士说。

不过，在网友“曾经的曾经”看来，如果7
月份要造节，非7月7日莫属。“农历7月7是
中国的情人节，可以借助这个好的寓意，继续
挖掘，把阳历 7月 7日定义为‘爱情节’来造
节，我觉得挺靠谱。”

然而，在调查中，记者发现，虽说 7月没
有节日促销，可夏末大促销让不少消费者记
忆犹新。“每年的7月份都是夏末促销，五折、
三折的力度也不小，我觉得在这个月份要造
节，还不如直接选个日子就叫做‘夏末促销
节’。”市民赵女士说。

商家促销节日表
1 月：元旦 2 月：春节 3 月：妇

女节、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4
月：五一促销的序幕 5 月：劳动节
6 月：儿童节、端午节 8 月：“爸爸”
节 9 月：教师节、中秋节 10 月：国
庆节 11月：光棍节 12月：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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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真实惠为目的的促销就是耍流氓
光棍节获得整个电商行业和网购人群的认同只用了短短3年

“1111”是怎么炼成“￥￥￥￥”的？
专家说，“光棍节热”缘于互联网本身的娱乐性、互动性和传播性强

购物高峰付款系统出问题
对于那些早早地就将要购买的商品放进购物车，准备活动一开始就下单付款

的网友来说，大促销的开始却成了噩梦的开始。不少网友发现，当自己在11日零
时之后，将需要购买的东西拍好，准备下单付款时却发现，系统总是提示“××银
行付款的人数太多，继续等待或选择其他的付款方式”。连续刷新了十几次，付款
依然不成功。记者了解到，在11月11日零时41分左右，天猫双十一由于流量巨
大，导致招行系统拥堵无法登录，随后中招的是工行。

虚假促销会不会还有？
事实上，随着很多传统的流通企业全力进军电商领域，中国电商之间的竞争

日趋激烈。今年8月份，京东商城和苏宁易购等参与的电商价格战一度成为舆论
焦点。由于“涉嫌虚构原价、欺诈消费者”，相关部门对其进行了处罚，因此，今年

“光棍节”电商促销活动会否又存在“猫腻”，备受各界瞩目。
国美网上商城总经理韩德鹏称，国美商城对虚假促销零容忍。天猫商城副总

裁王煜磊则表示：“我们绝对不会容忍‘挂羊头卖狗肉’，不希望电商虚假营销在
11月11日重演。”双十一促销延伸到了线下实体店，某商场内的一家鞋店在光棍节全场四八折，比网上的五折还要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