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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商业、办公及配套设施2018-710107-70-03-289466(长
益方糖广场)项目相关人员：

我公司(单位)在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路100号修建的商
业、办公及配套设施2018-710107-70-03-289466(长
益方糖广场)项目已建设竣工，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
段，公示内容张贴于项目现场大门处，公示时间为2024
年10月15日至2024年10月22日。

特此公告
成都长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5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朱宁）10月14
日，记者从四川省税务局获悉，今年1-9
月，全省共为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0多名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业务，
退税额达1469万元，同比增长近5倍。
今年国庆假期前5日，四川为16个国家
和地区的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退税
额同比增长约5.8倍。

中国游有多热？在对54个国家实
行72/144小时过境免签，数十个国家互
免签证，以及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
兰、西班牙等国试行单方面免签后，越
来越多境外旅客来到四川“特种兵打
卡”。成都航空口岸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入境外国人23万余人次，较去年
同期增长432%；通过免签入境外国人
9.5万余人次，占比41%。与此同时，四
川热门景点三星堆博物馆、九寨沟景
区、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等接待境外游
客量均同比大幅增长超100%，成都则
上榜国外游客热门城市前五名。

四川乐途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兰莉表示：“今年我们已
接待了来自德国、英国、美国、捷克、俄
罗斯、荷兰、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
3500多位境外旅客，接待境外游客人数

比去年多了30%左右，仅这个板块的营
业额已达550万元，增幅约30%。”

作为热门旅行目的地的四川，将如
何接好这波“免签”流量？

据了解，四川已通过打造精品旅游
线路，推进国际航线加速恢复，提升入
境便利度和支付便利性，重点旅游城市
公共交通领域应用入境游客专用天府
通预付卡，扩大离境退税覆盖地域范围
等方面措施，让一批批“说来就来”的境
外游客在四川获得更佳体验。

目前，仅扩大离境退税覆盖地域范
围这一项，四川就已设有离境退税商店
474家，此举显著提高了境外游客的“提
袋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月，全省首个
“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落地成都IFS，
符合条件的境外游客在首批38家离
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消费后，拿着
购物小票和退税申请单，前往成都IFS
集中退付点申领退税款，当场就能办理
退税。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邓菊秋认
为，过境免签政策不仅带火了四川旅
游，对于展示真实的中国城市形象、促
进四川对外经贸合作、拉动旅游消费、
带动相关产业繁荣等方面有诸多益
处。同时，优化各项相关服务也让四川
旅游国际化程度更高，离境退税便利度
的提升对于境外旅客的消费热情有直
接推动作用，更有助于促进全省消费市
场的繁荣。

企稳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

高，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一企稳回升，各股指均

涨超2%，盘面上，上涨个股超5000只，航
天航空、软件开发、多元金融等板块表
现突出。截至收盘，两市涨停超100只，
跌停3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继续失
守5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16350亿元环
比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复5
小时均线，60分钟MACD指标仍保持死叉
状态；从形态来看，如预期，各股指再一
次收复5小时均线后，反弹接踵而至，后
市只要不失守该线则仍可看涨，不过由
于本轮震荡幅度超预期，沪深股指甚至
跌近涨幅的一半，因此，短期市场想要
很快刷新反弹高点显然不现实，反弹后
仍存在再次拉锯的空间。综合来看，由
于经济刺激政策中线向好，短期市场进
入板块轮涨阶段。

资产：周一按计划以12.83元均价
买入鲁信创投25万股，之后以13.2元
均价卖出25万股。目前持有华创云信
130万股、太极实业130万股、鲁信创
投48万股、爱建集团150万股。资金
余 额 11640188.05 元 ，总 净 值
46010188.05元，盈利22905.09%。

周二操作计划：爱建集团拟先买
后卖做差价并适当增加持仓，鲁信创
投、华创云信、太极实业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更长“战线”
大促变为一场“月考”

从电商平台启动“双11”的时间表
来看，“急切”二字写在了脸上。

早在10月8日，抖音和拼多多便先
行启动大促，记者注意到，有品牌已经
发布抖音“双11”专场首场“战报”。

天猫和京东不约而同将“双11”提
前至10月14日晚8点正式开启，相比前
两年提前了10天左右，小红书、快手、B
站等平台也已“搭台唱戏”。考虑到电
商平台大促时间至少持续到11月11日，
今年“双11”时段已拉长至一个月左右，
为史上最长。

回顾历年“双11”，作为创始者及国
内电商巨头，淘宝天猫的“双11”时间一
直是行业内的风向标。如今，这套“潜
规则”失灵，越来越多电商平台开始“抢
跑”，提前启动促销时点、延长促销周

期。这并不难理解，目前国内移动互联
网增量见顶，知名品牌通过多平台开店
集合流量。这意味着，谁先启动“双
11”，谁将率先“抢收”第一波销量，各平
台自然“没有最早，只有更早”。

除了“战线”拉长，今年“双11”各平
台更是补贴加码、力度加强。天猫宣
布，这将是历史补贴最大、红包最多的
一年“双11”。在官方85折，或跨店满减
每300减50活动基础上，天猫将额外再
投入300亿元消费券及红包。今年拼多
多首次推出“百亿消费券”活动，并将

“百亿加倍补”升级为“超级加倍补”。
10月31日，京东将开启“百亿补贴日”，
海量爆品官方加补限时低价。

对于“‘双11’最大的乐趣是与复杂
规则斗智斗勇”的网络调侃，天猫相关
负责人介绍：“消费者下单将更简单，今
年天猫‘双11’商品界面上只有两个价
格：折扣前价格，以及叠加各种优惠后

的到手价格。”

更聚合力
平台深化互联互通

今年“双11”的另
一变化是，电商平台
之间少了昔日的剑拔
弩张，而是从“建墙”
转为“拆墙”，展现出
前所未有的开放姿
态。

按照此前公告，
9月12日起，淘宝天

猫将逐步全面接入微信支付。当时，业
内人士预测，此举正是为“双11”埋下伏
笔。包括大学生、中老年群体等偏好使
用微信支付的用户以及下沉市场用户，将
是“微信入淘”的受益者，这部分用户也将
有机会成为淘宝天猫商家的新增量。

10月13日，记者注意到，目前多数
淘宝天猫商家提供的付款页面已经显
示“微信支付”选项，用户可以顺畅地完
成支付，从而实现“支付自由”。此外，
淘宝天猫还计划接入京东物流系统，为
商家新增物流选项，预计于10月中旬实
施。同时，京东亦将接入阿里巴巴旗下
的菜鸟速递与菜鸟驿站网络，并计划在

“双11”前夕接入支付宝支付，双方物流
和支付体系正逐步融合。

互联网行业加速互通互联，不仅仅
是监管要求，也是“流量红利见顶”下的
必然选择，只有携手才能激发出更大规
模的市场空间。对此，阿里巴巴集团副
总裁、淘天用户平台事业部总裁吴嘉表
示，今年以来，淘宝天猫与多个互联网
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合作，今年预期是史
上购买用户数最多的一届天猫“双11”。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以旧换新补贴
首次可叠加天猫“双11”优惠，在政府
20%补贴力度、天猫品类券、品牌官方立
减15%的多重优惠叠加下，家电价格低
至6折。苏宁易购作为政府指定补贴发
放平台，在政府提供绿色节能产品
15%—20%的优惠基础上，也将联合品
牌商家、金融机构，为用户提供更好的
换新体验。 据金陵晚报

6月7日，外国游客在四川旅游途中
拍摄美食。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过境免签推热“旅游+消费”

四川前三季度离境退税同比增长近5倍

政府补贴首度叠加优惠，支付物流提供更多选择……

史上最长“双11”来了

9月四川CPI同比涨0.1%
鲜菜价格上涨超两成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10
月14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
总队获悉，9月份，四川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
落0.2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上涨0.4%
转为下降0.1%。1-9月平均，四川
CPI同比下降0.1%。

同比上看，食品价格涨，非食品价格
降；消费品价格涨，服务价格降。具体
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2.5%，影响
CPI上涨约0.74个百分点。食品中，鲜
菜价格同比上涨20.9%，影响CPI上涨
约0.50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同比上涨
7.1%，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9.7%。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二涨五降。
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9%，医疗保健价格同比上涨0.4%；交
通通信价格同比下降4.4%，教育文化
娱乐价格同比下降0.4%，生活用品及
服务价格同比下降0.3%，衣着价格同
比下降0.3%，居住价格同比下降0.1%。

环比上看，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0.8%，影响CPI上涨约0.25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一涨五降一平。
其中，衣着价格环比上涨0.3%；交通通
信价格环比下降1.6%，教育文化娱乐
价格环比下降0.9%，居住价格环比下
降0.2%，医疗保健价格环比下降0.1%，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环比下降0.1%；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与上月持平。

工业数据方面，9月份，四川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2%，环比下降
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2.8%，环比下降1.1%。1-9月平均，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
1.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2.5%。

今年的“双11”，比往年来得更早了些！10月14日晚8点，天猫、京东启动2024年“双11”，
加上抖音、快手、拼多多等平台早已宣布进入“战斗”状态，相比往年，今年“双11”整体提前10
天拉开帷幕，大促“战线”更拉长至一个月左右。

电商平台“双11”已行至第16个年头，如今“战鼓”再度擂动，今年“双11”有何新变化？各
平台打出的“促销牌”暗藏怎样的市场逻辑？这场“年度赛事”能否如愿拉动消费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