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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 叮咚买菜送菜小哥
忙碌的身影， 成了上海街头一道独
特的风景， 正是有了他们对于生鲜
菜品的 “摆渡”， 让上海市民能够
安心地 “闷在家里” 抗击病毒。 而
“宅家闷” 催生 “云买菜”， 也带来
了公司新客户高达 75%的自然增
长， 让人惊呼生鲜电商的 “春天”

来了。 今年春节， 叮咚买菜的订单
量是去年的 300%， 在新冠肺炎疫
情猖獗的 2 月份 ， 公司营收突破
12 亿元。

同样， 防控疫情 “盒区房” 的
待遇让市民像拥有口罩一样， 多了
一份抗击病毒的底气 。 受疫情影
响 ， 不少行业关闭门店 、 裁减员
工、 苦熬 “寒冬”， 盒马鲜生不仅
首创 “共享员工” 伸出援手， 更在
2 月份向全国发出英雄帖， 招募 3

万员工。 进入复工复产期， 公司新
一轮开店计划也开始启动 ， 3 月
28 日， 位于虹口区的上滨生活广
场店仅用十天时间就开张营业， 创
造了新店开张的 “上海速度”。

受疫情影响， 全国大量农产品
积压 ， 2 月 10 日 ， 拼多多上线
“抗疫助农” 专区， 补贴 5 亿元力
保农户收入， 用户通过 APP， 则可
以最优惠价格购买产地直发的水果
和蔬菜。 2 月 19 日， 拼多多 “农
货产销对接” 活动首日开启， 市长
县长齐直播 ， 一天售出百万斤农
货。 3 月 2 日， 60 万人围观砀山
县长炖 “雪梨”， 拼多多启动 “市
县长助农直播” 加速农货上行。

……

类似的例子 ， 还可以举出不
少 ， 而它们 ，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 上海本土互联网电商企业。

或许谁也不曾想到， 一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 让原本淹没在各行各
业众多优秀企业中， 不引人注意的
上海互联网电商企业突然走到了大
家的面前。 人们不由惊呼， 原来上
海有那么多优秀的电商企业， 同时
也不得不感谢， 抗疫中的经济生活
多亏了互联网电商的助攻。

那这些在危机中逆势飞扬的互
联网电商企业， 又是怎么突然冒出
来的呢？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这是上
海持续提升的营商环境、 不断夯实
的信息化基础、 日益丰富的创新资
源和需求强大的消费驱动力， 长期
积累的结果， 也是这座城市谋定而
后动的成果。 多年来， 上海的电商
企业， 其服务领域渗透到城市生活
的方方面面， 为这座国际消费城市
的美好生活构建了一个大消费概念
的电商生态。 所以说， 是上海电商
行业多年来的厚积薄发， 促成了这
次危机中的逆势飞扬。

特殊时期， 电子商务充分发挥
其技术、 网络和平台优势， 成为抗
疫保供中的重要力量， 从侧面体现

出电子商务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巨大作用 。 特殊时刻 ， 危中见
机， 上海电商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但特殊时期不可能长久 ， 回归平
常， 比拼的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比拼的是企业的良性运营。 所以，

怎么抓住这次逆势飞扬的机遇， 让
脱颖而出的上海电商继续做大做
强、 做好做精， 这是需要我们认真
思考的。

2019 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到
10.6 万亿元， 提前一年完成 “十
三五” 设定的 10 万亿元目标； 其
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对同期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贡献率达
45.7%， 接近半壁江山， 电子商务
已成为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渠道。

随着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不断深化，

跨界融合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电子商务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

从上海数据看， 2019 年， 上
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5 万亿
元， 增长 6.5%， 规模稳居全国城
市首位， 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居各
行业前列。 2019 年， 上海实现电
子商务交易额 3.32 万亿元， 同比
增 长 14.7% ， 5 年 年 均 增 长
19.6%。 总额 3.32 万亿的电商交
易额中， 四成是网络购物交易额，

为 1.32 万亿， 同比增长 27.0%，

其中 ， 商品类网络购物交易额
6066 亿元， 同比增长 27.9%， 服
务类网络购物交易额 7122 亿元 ，

同比增长 26.2%。

为全力打响 “上海购物 ” 品
牌， 加快国际消费城市建设， 上海

购物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聚焦实施
新消费引领、 商业地标重塑等八个
专项行动。 其中， 新消费引领专项
行动， 要求主动顺应消费需求升级
趋势， 推动传统商业转型升级， 加
快创新技术集成应用 ， 支持新业
态、 新模式发展， 形成以新供给引
领新消费发展的新格局。 国际消费
城市的打造， 为上海电商的做大做
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市电子商务发展 “十三
五” 规划》 要求， 上海的电子商务
发展要以提升电子商务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为主线， 以完善电子商务发
展生态系统为引领， 以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和服务社会民生需求为主要
任务， 以营造法治化、 国际化、 市
场化、 便利化发展环境为着力点，

积极参与全球电子商务贸易规则制
定， 加快集聚电子商务高端创新创
业人才， 着力提升对全国电子商务
发展的平台服务功能， 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电子商务中心城市。

2020 年末， 也就是十三五规
划的结束年 ， 上海要建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电子商务中心城市基
本框架 ， 这就对电商生态 、 电商
与经济社会的融合 、 电商的国际
化 ， 以及电商的发展环境提出了
高要求 。 所以电子商务发展的生
态系统必须要进一步完善 ， 电子
商务服务城市的发展能力必须要
进一步增强 ， 电子商务的国际影
响力必须要进一步提升 ， 电子商
务的发展综合环境必须要进一步
优化 。 唯有做好这 “四个进一
步”， 才能有力地推动上海电商的
做大做强 ， 而上海电商的做大做
强 ， 又会反过来促进上海具有全
球影响力电商中心城市的建设。

2020 年十三五收官 ， 展望
2025 愿景， 从上海电商发展的中
远期看， 建设成为高端要素集聚、

产业生态完善 、 创新应用广泛 、

服务功能突出 、 规则话语权强 、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子商务中心

城市 ， 更是上海电商努力做大做
强的目标。

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 促进消
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是有效对冲疫
情影响、提振经济的关键举措。 3月
中旬，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合
印发了 《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
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牢牢抓住促消费的机遇， 是上海电
商做大做强的最佳发力期。

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持久动
力，2019年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是57.8%， 已经连续六年成
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 “主引
擎”。 疫情期间，以网络购物和网上
服务为代表的新型消费展现出了强
大的生命力， 新型消费成为我国经
济发展的新动能。

3月30日下午， 商务部召开第
二届“双品网购节”动员部署视频会
议。 “双品网购节”顾名思义就是
品牌品质的意思， 目的是通过网购
节让消费者买到好品牌好品质的商
品，享受到优质的服务，让消费者放
心消费，便利消费。

抓住促消费的机遇， 发挥电商
大平台的流量优势， 突出 “品质品
牌”特色，推动线上线下联动，着力
打响“上海云购物”品牌，是上海电
商借力做大做强的抓手。

上海电商应依托大数据， 推广
品牌品质商品和服务； 应通过赋能
数字转型，推出商户扶持新措施；应
通过拓展新业态， 推动品质生活新
模式；应努力健全品控和售后，营造
放心消费网络环境。

消费也是生产的目的， 是贯穿
国民经济循环的全过程， 既是起点
也是终点。 就如我们在以往的研究

中所发现的， 以上海电商示范企业
途虎养车为例， 其所扮演的服务角
色，通过电商示范企业的数据传递，

正在将来自末端消费的信息上溯传
递至生产供应端， 实现生产与消费
的无缝衔接。

说到上海电商的做大做强，首
先的第一个反应，或许就是让在这次
抗疫中脱颖而出的电商企业做大做
强，成为如今常说的头部企业。但笔者
认为，上海电商的做大做强，从广义角
度， 应该是整个互联网电商行业的
做大做强。 从上海电商行业的做大
做强而言，不仅要培养头部企业，也
要支持撑起金字塔底座的蚂蚁雄兵。

而这种关系，就如上海打造国际消费
城市，既需要超级购物中心，同时也
不能缺少有烟火气的街边小店。

这次抗疫中，叮咚买菜、盒马鲜
生， 作为保障城市生活必须的生鲜
电商，得到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赞。美
团点评、饿了么，成为抗疫中保障民
生的“逆行者”，同时其及时推出的
“无接触配送”理念，包括配送车、配
送柜，凸显了电商企业的科技投入。

近年冒出来的本土互联网独角兽企
业达达集团，则将“即时配送”业务
推向了一个高潮。 原本相对认为高
端的跨境电商企业洋码头， 也在抗
疫期间适时进行了包括产品目录和
销售方式的转型。 而拼多多的服务
全国， 更是不仅助力了农产品的上
行， 近来又开始助力外贸企业转型
内销，助力企业开展C2M。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 还有不
少企业，虽然谈不上电商大企业，或
许只是传统企业的电商部门， 也或
许是连这么一个部门也没有， 但这
次疫情中也有抢眼的表现， 也在积
极的拥抱电商。 非常典型的如新雅
推出网络团餐、梅龙镇推出闪送、光
明随心订产品由鲜奶拓展到菜肉甚
至帮助地产农庄销售草莓蔬果，等
等。 疫情成了各家老字号和传统企
业积极转型拥抱电商的催化剂，这
些转型中的企业， 是上海电商做大
做强的蚂蚁雄兵，同样不容忽视。

还有不少企业， 或许它们并不
直接与老百姓的吃穿用消费直接打
交道，但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确是重
要的互联网电商服务。 以上海哔哩
哔哩科技有限公司为例， 或许并不
只是原来大家印象中的游戏平台，

作为年轻人高度聚集的文化社区和
视频平台， 公司已形成从动漫到游
戏、直播、广告、电竞、线下活动、品牌
授权的完整生态系统，成为了重要的
电商服务企业。 而类似这样，助力传
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电商赋
能的企业，还有不少，同样应该扶持。

此外还有占上海电商交易额6

成江山的B2B企业 ， 也不应淡忘 。

抗疫中 ， 民生类或 B2C 电商企业
较易引起大家的关注， 而走入复工
复产期 ， 为生产服务的 B2B 企业
也需要重视。

上海电商： 既要领先头雁， 也要蚂蚁雄兵

论 道

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再认识
■ 俞祖成 白瑞

这场 “战疫 ” 不仅颠

覆了我们 “常态 ” 的生活

方式 ， 引领了我们对公共

卫生问题的观念变革 ， 而

且深刻启迪我们对于 “社

区” 的再认知。

锐 见

社区， 是共生共在的安全共同体

如果把社区看作是整体的有机
系统， 那么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多
元主体则为该有机系统的基本要
素。 在基层社区治理中， 社区内的
各参与主体 （如社区基层干部、 社
区工作者、 社区物业人员、 社区志
愿者、 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

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同时又呈
现多维度地交叉融合。

社区内多元主体的共生共在，

是社区形态的本然。 社区内部各单
元主体之间进行能量、 信息、 物质
的交流和转换， 是社区生活运转的
必然轨迹， 我们应当尊重多元主体
的共生共在规律， 完善社区有效沟
通和协同协调机制， 进而做到和谐
共处， 共同维护社区稳定和集体安
全， 营造社区安全共同体。

社区， 是共建共治的利益共同体

社区内的各相关主体， 是紧密
的利益攸关者， 无论是在常态性的
社区生活中， 还是在非常态性的公
共危机面前， 最终大家均是一个利
益共同体。 古语有云 “覆巢之下安
有完卵”。 从现代社区意义上来说，

同样也适合诠释社区是责任共建、

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 无论何
时， 社区内各成员的利益是密切相
关并互相联结的。

鉴于此， 社区应当强化自主治
理能力， 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 以

社区共同利益为基础线， 有效调动
社区内的利益个人、 利益单位、 利
益组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 集群
策， 共商讨， 齐心建立社区规范，

协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 实现基层
政府治理与基层社区自治治理相融
合， 构建内生性的自治组织治理体
系， 进而实现基层社区的自主性治
理和现代化治理。

社区， 是共知共识的身份共同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大幅提
高， 社区资源的重新整合， 实际上
也加剧了社区人口构成的差异性，

提高了社区的异质化程度， 这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社区综合治理的复
杂度和难度。 社区异质化的实质，

是存在于社区范围内。 管理者或居
民确立的 “我者” 与 “他者” 显然
呈现差异性。 这种“我者”与“他者”

的对立， 容易激发社区内部的生活
矛盾，进而影响社区的安定与团结。

要想排除异质元素中的 “他
者 ” 障碍 ， 获得广泛居民对社区
“我者” 的认同， 首先应当承认并
尊重异己者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
值。 社区管理者和服务者需要充分
认识到， 我们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
时， 应充分意识到他人对独立生存
和发展的需要。 只有坚守尊重和认
可 ， 才能进一步维系和谐人际关
系 ， 提升社区共同意识和共同感
情。 因此， 在今后的社区工作中，

我们应当摒弃 “二元对立” 的思维
方式， 以开放和宽容的胸怀， 肯定
“我” 与 “他” 互依互存， 进而建立
社区的身份共识， 增强异质人群对
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简言之，

只有在自由共享的基础上， 我们才
能构建社区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社区， 是共荣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于社区内的多元主体而言， 社
区就是多元主体的人际关系和利益

关系构成的命运共同体。 在此辖区
内， 各方同呼吸、 共命运。 正所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集体的荣
辱 ， 事关个体的荣辱 ； 个体的利
益， 事关集体的利益。 社区安全与
秩序， 关乎社区稳定， 关乎社区安
全 ， 关乎居民幸福美好生活 。 因
此 ， 要完善社区公共危机应对机
制， 寻求转 “危” 为 “机” 的治理措
施， 以期在社区多元发展、 多元模
式中协调、 平衡、 和谐， 最终达到
共同繁荣、 共同发展并共享成果。

社区， 不仅仅是人们赖以生存
的生活便利性的载体、 最后一公里
舒适生活圈， 更是有温度的情感连
接。 在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中， 构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可
回弹抗险韧性的温情社区， 任重而
道远 ， 因此需要各方力量深耕细
作， 久久为功。

（作者单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

理系）

危机中的逆势飞
扬， 是上海电商多年
来厚积薄发的结果

基石与目标 ：打
造国际消费城市 ，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电商中心城市

抓住促消费的机
遇， 是上海电商做大做
强的最佳发力期

做强做大整个互
联网电商行业

【核
心
观
点
】

◆上海电商应依托大数据，推广品牌品质商品和服务；应通过

赋能数字转型，推出商户扶持新措施；应通过拓展新业态，推动品质

生活新模式；应努力健全品控和售后，营造放心消费网络环境。

◆上海电商行业不仅要培养头部企业，也要支持撑起金字塔底

座的蚂蚁雄兵。 疫情成了各家老字号和传统企业积极转型拥抱电商

的催化剂，这些转型中的企业，是上海电商做大做强的蚂蚁雄兵，同

样不容忽视。

◆特殊时刻， 危中见机， 上海电商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这是

上海持续提升的营商环境、 不断夯实的信息化基础、 日益丰富的

创新资源和需求强大的消费驱动力， 长期积累的结果， 也是这座

城市谋定而后动的成果。

荐 读

《世纪的哭泣: 艾滋病的故
事》(【美】兰迪·希尔茨 著，傅洁
莹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
12月）

作者以广泛而全面的新闻

调查，讲了一个故事：艾滋病，为

什么会在美国流行？ 故事是以时

间为脉络呈现给大家的，在阅读

过程中，你将知道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HIV）和获得性免疫综合征

（AIDS） 是如何在美国发现并扩

散的，从中你将看到影响艾滋病

的大量事件及各种人物，尤其是

政府部门、 医疗及研究机构、同

性恋组织、媒体中的个体。 它在

以大量事实刻画人类的懦弱、绝

望、自私、贪婪的同时，也以精彩

的细节呈现了人类在死亡危机

时的勇气、进取、无私、 悲悯。

《民族的重建 ：波兰 、乌克
兰 、 立陶宛 、 白俄罗斯 ：1569-

1999》(【美】 蒂莫西·斯奈德 著，

潘梦琦 译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20年1月）

跨越四个世纪， 四个国家，

通过将目光落在这片有着复杂

民族混居背景、经历过极其多元

的政体模式，被几度撕裂乃至摧

毁的土地上，斯奈德试图为我们

揭示民族理念转变的奥秘，追踪

概念如何被解释 、扭曲 、发明和

滥用，如何在与更为复杂的外部

力量相互衍生的过程中酿成深

重苦难，又焕发出崭新光辉。 更

为重要的是，作者试图为有关通

往国家的路径的终极问题寻找

回答：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条路

上的苦痛经验？

《从 “天下” 国家到民族国
家》 (【日】 王柯 著，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3 月）

本书将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

家思想的根源追溯到中国人对世

界的原初认识， 追溯到在这种认

识之上的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的

契约关系， 以及为了遵守这种契

约关系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

间、 个人—共同体—社会—国家

四者之间、 文化与政治之间、 权

威与权力之间、 民族属性与文化

属性之间关系的认识。 在这一宏

观认识的基础上， 作者梳理了中

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脉络 、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在各个

时代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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