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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阿里巴巴：一个互联网新零售生态的诞生

• 超5亿年度活跃用户，3.77万亿商品成交额……从购物到支付，从物

流到社交……对于消费者、品牌商家而言，阿里巴巴早已从一家单纯

的连接商家和消费者的电商平台成长为新零售时代的商业基础设施

提供者。

• 从目前结果来看，阿里巴巴已形成以电商为核心的互联网综合商业

生态；按照名义GDP来计算，相当于世界排名第21位的经济体。

• 从影响力来看，它与社会结合的这种广度和深度，让其受益者不单

只是商业领域的参与者，其外部性早已渗透到整个社会。

• 源于阿里巴巴平台又远远超越平台，以阿里巴巴搭建的商业基础和

商业服务为共同纽带，万物智慧互联，并大规模网状协作的新零售

生态正在诞生。

注：阿里平台数据截止2017年5月18日，GDP为2016年各国名义GDP，美元比人民币汇率按
照2017年5月18日的1:6.88计算

数据来源：CNNIC，国家统计局，IMF

超5亿 年度活跃用户 3.77 万亿GMV
占中国零售总额的11%在中国网民内渗透率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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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猫：正在成为全球品牌实现新零售转型
的主阵地

• 作为阿里巴巴品牌的主阵地，天猫通过打通线上线下全新消费场景，

借力大数据技术的个性化推荐和全域营销实力，重构了人、货、场

这些商业元素，真正帮助品牌触达消费者，实现品牌的新零售转型。

• 新中产崛起的背景之下，中国消费者对于全球好货和品质消费产生

了极大的诉求。而天猫通过强大的平台聚集力和专业的大数据推荐，

全方位满足了消费升级诉求，并重构了新零售背景下的全新消费体

验， 为中国消费者定义了下一步的品质消费。

天猫聚集国内外知名品牌：

福布斯全球最具价值品牌百强中，80%消费品品牌已经来到天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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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正在成为引领中国品质消费的主引擎

国际品牌 知名大牌 品牌旗舰店

1.2万+ 18万 8.9万

注：截至2017年3月31日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1.3 天猫商业力量的三大升级应用：驱动消费
升级、助推国货升级、辅助品牌升级

• 触达新消费群体、创新新升级产品、利用新全域消费场景，天猫用

自身力量助力包括国货在内的全球品牌开展新零售转型。

• 借大数据读懂消费者的升级诉求，再通过个性化推荐让全球品质商

品抵达消费者的购物车，天猫成为了驱动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成为驱动消费升级新引擎

• 大数据读懂健康等升级诉求

• 臻选全球品质好物，满足个性化诉求

• 全渠道提升购物体验

助推国货注入新血液

• 通过IP定制创新产品升级

• 新渠道、新产品触达新消费群体

协助品牌拥抱新零售

• 重塑品牌营销策略

• 大数据等商业能力、资源帮助品牌实
现新零售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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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年轻消费者引领消费升级方向

• 波士顿咨询与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消费新趋势：三大动力

塑造中国消费新客群》中提到，新世代年轻人的全新消费习惯是当

下中国消费三大新兴力量之一。

• 天猫线上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个结论：数据显示，80后/90后已经成

为了线上的核心消费人群，他们贡献的销售额占比接近七成，其中

90后的消费增速显著超过其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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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天猫80后/90后消费占比上升一级类目

• 服务/美妆/健康食品/智能设备/游玩等典型消费升级品类在80/90

后支出中的占比正在提升，年轻一代消费结构的升级正走在前端。

数据来源：阿里巴巴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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