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总第 209 期） 

1515  

综合论坛 

网络语境下消费社会迷思——以“双十一晚会”为例 
◆王  彪 

（扬州大学  225000） 

 
摘要：在当下的信息社会语境下，互联网成为各商业集团争先恐后入驻

的平台，“阿里巴巴”集团利用互联网理念开辟电商模式，成为国内网络

购物的领头羊；更于 2009 年引进国外的双十一光棍节，转身变为全民狂

欢的购物节。随着媒介融合态势的发展，于 2015 年起，“阿里巴巴”联

合传统电视媒体携手打造“双十一晚会”，这一“媒介事件”将天猫淘宝

营业额推至近千亿，从而成为电商营销行业的神话。本文试图分析“双

十一晚会”对电商购物的推动，思考媒介技术的发展和融合对网络购物

的促进作用，以揭露当下信息社会中“消费社会”景象更甚的现状，从

而笔者提出用理性消费来应对企业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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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晚会”与网络消费社会 
“双十一晚会”起源于“阿里巴巴”与传统电视媒体联合策

划的营销事件。双十一网购狂欢节自 2009 年 11 月 11 日取得较
大影响后，便成为天猫淘宝举办大规模促销的固定日期。英国《每
日电邮报》发文评论说：“忘掉小小的黑色星期五吧，双 11 才是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线上购物节！” 2016 年开始，天猫再次联合
传统电视媒体——浙江卫视举办“双十一晚会”，明星阵容更加
不同凡响，国内、国际巨星云集，声势波及海内外，当天交易额
超 1207 亿元，覆盖 235 个国家和地区。 

双十一交易额之多，覆盖范围之大，都彰显出当下社会消费
主义的热潮。而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联合举办“双十一晚会”
的这两年，交易额更是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足以说明媒介在消
费主义的狂欢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双十一晚会”这一巨型“媒
介事件”成为电商营销的催化剂，不断推动着网络语境下消费社
会的发展强盛。 

网络消费社会的特征 
主流观点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双十一

的汹涌客流和极为庞大的单日成交量显示了老百姓较强的消费
意愿和较高的消费能力，这对拉动内需无疑是个积极信号，透露
出我国网上消费的巨大潜力。这种观念印证了“消费社会”的核
心，消费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鼓励消费是当务之急，
从而使得消费主义成为社会的主导理念。 

事实上，“消费主义”观念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会导致非理
性消费、盲目消费、从众消费现象的增多。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
到，很多时候网购的商品都并非不可或缺，买回来后就一直闲置，
害怕麻烦而不选择退货或出售，造成很多非理性的消费。消费者
的非理性，最终受益的是企业家和供货商。通过“双十一晚会”
这样的大型促销活动，企业家和供货商都能赚得盆满钵满，至于
消费者出于什么原因购买，于他们而言无关紧要。“双十一晚会”
用“内容即广告”和“名人效应”的形式达成如此庞大的交易额，
是深得企业家和供货商追捧的明智之举。 

通过分析网络消费社会下“双十一晚会”的特征可以看出，
由利益集团精心策划的“媒介事件”，借助媒介融合趋势与广告
宣传渠道的提升，可实现利益集团与大众媒体的合谋，通过媒介
广泛的传播效果诱导消费者进行非理性消费，从而助长了“消费
社会”的景象。人们逐渐形成对消费主义主流观念的认同，固化
了阶层区隔，从而成为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力军，
却也在无形中成为利益集团控制和操纵的大众。其中，消费者的
盲目消费、非理性消费现象尤为突出。 

网络消费社会的成因 
双十一原本只是天猫淘宝的促销日，于 2009 年推出后确实

取得不错的成果，但由于营销力度和网民数量的局限，营业额增
长速度较迟缓。近两年随着“T2O”模式的兴起，双十一与传统
电视媒体结合，接连取得傲人的销售业绩。有学者提出，天猫“双

十一晚会”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创造了媒介仪式的“春晚效应”
（所谓“春晚效应”是指在收视率、市场份额以及社会影响力方
面可以与春晚媲美或者营造了类于“春晚”收视氛围的节目）。
“双十一晚会”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归纳其原因，大体与政
策、市场、技术、符号象征与炫耀性消费、群体从众心理等因素
密切相关。 

（一）媒介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应是双十一购物节持续壮大的根本原因。自从中国

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
深入人心，国家积极鼓励一切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合法手段。随
着西方国家纷纷进入信息社会，中国也于 1994 年正式接入互联
网，国内首批依靠互联网技术创业的公司开始兴起，从门户网站
到社交网站，从 Web 1.0 到 Web2.0。经过一系列市场洗牌后，如
今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统称“BAT”）占
据着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新世纪以来，我国陆续兴起了“三
网融合”的热潮，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想通过融合的方式实
现共同发展，但由于中国的三网分别属于工信部和广电总局管
理，所以“三网融合”进展缓慢。直到 2014 年 8 月，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推动互联网
与传统媒体的深度融合。“三网融合”也发展成为互联网与传统
媒体的“媒介融合”，传统媒体互联网化成为维持自身持续运转
和提升竞争力的症结。 

（二）群体从众心理 
很多学者认为，由于网络社会具有匿名性、流通性、去中心

化等特征，出现从众行为的几率较低。但网络社会的很多行为依
然摆脱不了现实生活的影响，有研究指出，大学生是最容易产生
从众行为的群体，相对于室友没有参加“双十一”购物的大学生
来说，室友的参加会使得大学生参加“双十一”的概率提高至少
36%；没有网购经验的大学生在面临同龄人压力影响时容易改变
参与意愿低的初衷，甚至比有网购经验的大学生参加“双十一”
的概率高出 30%-40%。⑩上述研究表明，在大学生这一网络购
物的主力军当中，从众消费的现象非常显著。当社会普遍接纳消
费主义理念并认为消费理所当然时，从众消费甚至可以不加思
索。 

结语 
在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双十一晚会”结合

了政策、市场、技术、消费者心理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它的成功
是必然且长久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双十一晚会”助长了网络
语境下消费社会的现状，激发了人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推动网
购狂欢的消费主义理念的盛行，对社会价值观念产生很多不利影
响。更为重要的是，“双十一晚会”是利益集团盈利和控制消费
者的工具，消费者在与利益集团的斗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看
似拥有主动选择权的消费者实际依旧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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