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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战线拉长，年中大促打持久战

随着6月18日的临近，电商的年中大促也将迎

来集中爆发期，而事实上，“618”的热度从5月底就已

经开始升温。

作为“618”促销主场的京东，今年从5月25日就

进入了提前预热阶段，之后，从6月1日到6月20日

都是打折季。在去年“618”活动重点还只是6月18

日—20日三天时间的天猫，今年其预热和促销时间

则和京东一致，都是27天。相比京东、天猫，苏宁易

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5月15日起就正式启动

年中促销，6月20日结束，共37天，堪称“史上最长”。

同时，记者搜索各大电商网页看到，今年各电商

年中促销“套路”减少了许多，去年双十一被不少消

费者诟病的“烧脑”算法优惠不再有，消费者只需要

看活动价即可，优惠幅度一目了然。

“实在”的促销也引来了各家“开门红”。京东大

数据显示，6月1日，“超级秒杀日”开场仅1小时，累

计下单金额已达 50 亿，同比增长超过 130%，截至 6

月1日下午14:03，“超级秒杀日”累计下单金额就已

经超越去年同期全天；天猫方面当日也发布数据，6

月1日零时过后仅13分钟，服饰行业的成交额就超

过去年全天；而根据苏宁6月1日的首日数据显示，

苏宁全渠道销售业绩增长 163%。可想而知，随着

“618”的临近，“底牌”不断亮出，电商大战还将继续

升级。

分析：多线布局，线上线下“共振”

除了在线上进行竞争，记者注意到，今年各电商

的促销形式呈现出线上线下全面开花的状态。

“这款音箱扫一下标签，就可以看到线上销售

评价、价格等等信息。”在位于石家庄乐汇城的京东

之家，销售人员指着一款产品告诉记者，在“618”期

间，当消费者在京东APP选购商品时，页面不仅会自

动推荐出离消费者最近的京东之家地址，还可以在

线上领取京东之家专属优惠券，在店内消费时可直

接抵扣。

据了解，在本次“618”购物节期间，京东携手超

过50万家线下门店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商品和服

务，其中不仅包含大量线下超市、便利店、京东之家、

京东家电专卖店等，也有沃尔玛、屈臣氏、良品铺子

等大量品牌店面。

同样，今年苏宁的年中大促也首次开展了全业

态联合营销，不仅多业态实现积分互通，而且促销活

动也实行“全业态”，其中既包含了苏宁易购云店、苏

宁易购直营店等连锁电器零售门店、也加入了苏宁

小店、苏鲜生精品超市等新型智慧零售业态。在石

家庄的一家苏宁小店，记者看到，买一送一、部分产

品“五折”、营销爆款……各种促销和线上同步。

消费者在线下门店里消费，同样能享受“618”优

惠，这也激发了线下商业的消费热情。“如果能在线

下看一看实物，体验一下产品的性能，还能享受线上

同价，我们也愿意跑一趟到线下门店来买。”采访中，

这种说法得到不少消费者的认同。

深入：“黑科技”提升网购体验

在历次的电商促销节中，物流和售后服务都饱

受诟病，因此，今年电商在提升网购服务体验上也不

遗余力。

特别是走到第15年的“京东618”，今年不谈促

销节奏，而是主攻“黑科技”。据悉，L4级无人驾驶重

型卡车、续航1000公里的无人大飞机、由机器人炒菜

服务的餐厅、全面助推智能硬件发展的Alpha平台、帮

助线下店和品牌商显著提升运营水平的智慧供应链、

具备情感的人工智能图像和语音技术……这些创新

技术和模式将全面对外开放，赋能零售行业。另外，

包括人工智能客服等，都将在京东河北区域投入使

用；“618”前夕，河北省部分京东物流仓库还进行了扩

容升级，以应对临时的物流高峰期。

同样，在线下的布局，各电商也是“科技感”满

满。消费者离店结算时，简单刷脸就能完成结算；通

过大屏和监控统计客流量，利用重力感应统计商品

受欢迎程度，依托京东大数据进行区域门店选址

……这是记者在京东之家线下体验门店看到的其中

一部分智能系统，而像这样具有智能系统的产品，店

内还有上百种。

“线下体验店的优势就在于能让消费者拥有沉

浸式的体验。”对此，京东商城线下零售拓展部、京东

之家拓展部总经理饶振振介绍说，基于线上线下一

体化的理念，京东之家和京东专卖店实现了线上线

下流量互通互联、供应链高效兼容、以客户为中心场

景化体验、数字化全渠道管理等等。

观点：布局线下，电商抢占“体验”先机

对此，专家分析指出，互联网巨头向线下延伸的

做法，正反映出消费者对场景、体验的日趋重视。尤

其是年轻人这一消费市场主力人群，他们认为体验为

王，对品牌呈现的商品和服务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

从线上线下互通来看，无论线上线下会员互通，

还是未来试妆镜、虚拟试衣间等新技术在线下的“试

水”，在电商平台运用数据、技术、金融、物流等方面

的资源向线下实体店输出，帮助其实行互联网改造，

升级“零售业”的过程中，线上线下的关系才真正有

可能从“剑拔弩张”转向“皆大欢喜”。

据新华社电 记者11日从

深交所了解到，深交所和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根据指数编制

规则，对深证成指、深证100、中

小板指、创业板指等深证系列指

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本次

样本股调整将于 2018 年 7 月的

第一个交易日正式实施。

其中，深证成指更换 48 只

样本股，调入华大基因、深南电

路等股票，调出*ST 华信、洪涛

股份等股票；深证 100 更换 10

只样本股，调入紫光国微、华大

基因等股票，调出中国宝安、国

海证券等股票；中小板指更换

10只样本股，调入三钢闽光、领

益智造等股票，调出*ST 华信、

万马股份等股票；创业板指更

换 5 只样本股，调入上海钢联、

美亚柏科等股票，调出苏交科、

天舟文化等股票。

经过本次调整，深证成指对

深市A股的总市值覆盖率和自

由流通市值覆盖率分别达到

63%和64%，市场代表性进一步

提升。深证成指中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样本股权重占比分别

为42:40:18，贴近深交所多层次

市场实际板块分布。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样本股调整后，深市核心指数

的产业分布和行业结构进一步

凸显深圳市场对于新兴产业和

新经济的服务能力。深证成指、

深证 100 和中小板指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样本股权重分别达到

56%、59%和62%，创业板指的相

应比例更是高达 80%。从行业

分布来看，信息技术继续保持深

证成指第一大行业的地位，权重

为23%；深证100前三大行业为

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和金融地

产，权重占比分别为 22%、21%

和15%；中小板指与创业板指的

第一大权重均为信息技术，权重

占比分别为33%和38%。

黑科技比拼，多线布局

“618”电商促销战
引发线上线下“共振”

随着“618”年中大促来临，商家们又打起了市场抢夺战。在无界零售的背景下，今年的打法与往年呈

现出不同的态势，既不是单纯的网上比价，也不仅仅是“店电博弈”。在O2O融合的商业大趋势下，线上线

下全渠道的融合、大数据、高科技的运用比拼成为主流。
本报记者 李春炜

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等指数
调整样本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