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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易考拉卖身阿里疑云看跨境电商突围

宁波，有没有
玩平台流量经济的基因？

网易考拉要“改姓”了？13日，有报道称，阿里

巴巴将以20亿美元现金收购网易考拉。当人们还在热

议考拉“改姓”后的种种细节时，20日一则“收购谈

崩”的消息再度刷屏……

而今年年初，还传出网易考拉将合并亚马逊中国

业务，最终，这则交易未完成。此次阿里巴巴和网易

的案子还未水落石出，跨境电商领域已是风起云涌。

宁波，不仅是去年全国跨境进口电商总额的冠

军，还是天猫国际、网易考拉等平台布局保税仓的

“大本营”。在天猫、考拉、拼多多布局、进退之处，

宁波跨境进口行业的生态又将泛起怎样的波澜？

杭州、上海、广州……同样是最早一批跨境试

点，宁波为何诞生不了一个强势的跨境大平台？

A

记者 严瑾
即便跨境进口今年已是一门覆盖1亿人的生

意，也免不了市民口中“红酒、奶粉、美妆”的同
质化竞争。

无论是学者还是从业者，大家从“网易考拉收
购案”中读出的信号，都不外乎“平台竞争非常激
烈”“寡头效应明显”。

“跨境电商进口市场前景很广，但别看它只是
买进卖出，其实投入成本非常高。首先，囤积货物
本身就是重资产，还要面临库存积压的风险。其
次，平台还需要不断做广告获取新客流，导致运营
成本居高不下。”宁波工程学院物流方向副教授杨
健分析道。

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天猫国
际、网易考拉、京东海囤全球，三者稳居行业的

“第一梯队”，而这“第一梯队”几乎占了去年全
国跨境电商平台市场份额的60%以上。

大平台尚且如此，那些背靠“大树”的经销
商、小平台又将何去何从？

宁波，是2013年全国最早获批的5个跨境商
务进口服务试点城市之一。从那时起，保税备货模
式的跨境进口便风生水起。截至2014年11月底，
宁波保税区的电商企业达230家，随后涌现出淘淘
羊、丫丫趣购、观止电商等优秀玩家。

然而，据杨健了解，如今有实绩跨境进口业
务的宁波企业，仅剩30余家。无独有偶，记者电
话连线了一位曾获得融资的本地跨境商城负责
人，但其表示“已经不做跨境进口业务”。

一位在微信平台从事海外跨境直邮的负责人，
道出了不少中小卖家的心声：“现在我们经营的奶
粉、纸尿裤，利润率只有10%左右。因为天猫、网
易等大平台的入局，让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也让市
场定价更为透明。他们能获得更多的货源、投入更
多的资金、拿下更低的价格，小企业几乎无法同他
们竞争！”

除了被大平台压缩利润空间外，国家政策的变
化也带来了一轮“大浪淘沙”。

2016年出台、2017年实施的跨境“四八新
政”，不仅调整了对跨境商品的监管，还需对其征
收一般贸易70%的消费税与增值税。有业内人士认
为，这一规范行业的举措，着实让一些利用所谓

“政策红利”而“野蛮生长”的玩家退出了舞台。
余辰（化名）是一位美妆品类的跨境经销商。

他的主要业务，便是将海外上游的品牌资源，对接
给下游的电商平台。去年起，他就明显感觉到，竞
争对手一下子从20多家变成了一两家。

“生意不好做。尤其在这一行业，下游平台的
激烈竞争，也导致他们为争夺市场份额，纷纷向供

应商压榨价格。这样一来，一些不出国、拿
不到第一手货源的二级、三级经销

商，根本毫无利润可言，几
乎无法生存。”余辰

坦言道。

跨境经销商的生意不好做

在这个“头号玩家”马太效应显著的战
场，产业链上的经销商要想生存，不得不拓展
出核心竞争力：它可以是海外的品牌货源，可
以是供应链管理，也可以是运营推广的能力。

在2018年市商务局发布的宁波进口企业
200强中，脱颖而出的本土头部跨境企业，也有
不少过人之处——

居进口 200强榜单排名第 17位的宁兴优
贝，去年进口额达 24.859 亿元。它不仅在日
本、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拥有四个海外集
货及直邮仓，服务超过300个海外品牌进入中国
市场，还是“网红食品”韩国三养火鸡面、日
本卡乐比麦片的全国总代理。

排名榜单第136位的正正电商，去年进口
额达3.7亿元。它不仅早在2015年就获得A轮
融资，业务范围也从自营代理进口，衍生到
B2B、B2B2C等跨境电商服务板块。宁波保税
区进口商品旗舰店、阿里巴巴1688全球进口
货源平台的宁波站，都由该公司负责运营。

头部企业的表现相当优秀，而不少宁波的
中小企业，也在努力开辟一条“突围的血路”。

对于挂牌新三板的母婴跨境电商企业“淘
淘羊”来说，总经理徐杉正在谋求“多条腿走
路”：在保持自营业务的同时，也在试水向跨
境服务商、代运营方向转型。

最近，“网红”李佳琦热推了一款摩飞榨汁
杯，而“摩飞”走红背后的相关运营服务，就
有淘淘羊的参与。

“前两年是母婴，近两年是美妆……跨境
进口的风口，可以说是风水轮流转。我们想呼
吁宁波本地企业，做自己特长的东西，尽可能
地做到供应链、品牌端、运营端的优势互补，
而不是恶性竞争。”像徐杉这样具备丰富经验
的“老手”，便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复制给全
国遍地开花的“后起之秀”。

观止电商的总经理林博峰，则是将目光从线
上电商，转向了打造高校美妆个护品牌。今年，
观止旗下的“比伶颜客”线下美妆体验店，已经
在杭州、嘉兴、宁波等高校附近开张，而进货的
方式也不再局限于跨境电商或是一般贸易。

同时，在大平台垄断流量入口之际，瞄准
私域流量的社群电商，或将成为一匹黑马。
2017年，在从事过为大平台供货的B端生意
后，浙江海购的创始人杨小卉，则选择另辟蹊
径，做起了面向C端的会员制电商。现在，浙
江海购已拥有超过10万名会员。

“跨境进口的产业链，从海外延伸到国内，
在这一环节中，还会衍生出融资、物流、保险
的各类需求，这些都是宁波本地企业和金融机

构，可以尝试和考虑的新模式、新业态。
今年6月，宁波保税区与中国人寿

财产保险开展的跨境电商真品
保险试点，就是一个

很好的尝试。”
杨健说。

B
跨境甬企的“突围”之举

C
当我们跳出企业的微观动向，放眼行业的经济数据，不难发

现：宁波，是全国当之无愧的跨境电商进口大市，但确实还没出
现一个强势的跨境大平台。

今年上半年，宁波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89.8亿元，同比增长
38.4%，其中有70.5亿元来自宁波保税区。全国累计有1159.9万的
消费者，购买了从宁波发货的跨境进口商品。其中，进口量的
TOP3，分别是美妆个护、食品、保健品。

在这批跨境进口总额中，企业的贡献是一部分，平台的“助
攻”也少不了。今年6月，网易考拉全国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
高的跨境智慧保税仓——1号仓，在宁波保税区正式开仓，面积达
34万平方米，可满足超过6000万件商品的存储需求，一年可处理
超过1亿件跨境订单。

然而，杭州有天猫国际、网易考拉，上海有小红书，广州有
唯品会……同样是最早一批跨境试点，宁波为何诞生不了一个强
势的跨境大平台？

杨健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以制造业为主的宁波，并没有太多
“平台基因”，因为平台需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实体经济的思维
方式：“在杭州，有大的平台，有运营平台的人才。而平台是一种

‘虚拟经济’：平台商本身并不制造货物，而是要凭运营模式来获
得融资。而宁波的企业家，很多做的都是实体经济、B2B的业
务，谈平台可能对他们来说有点‘虚’。”

徐杉有着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许多宁波企业都有“低调”
“实在”的特点，要想打造本土电商平台，需要有行业氛围、人才
集聚，但这样的土壤显然在其他城市更为肥沃。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跨境电商讲师孙从众的看法是：对于
不少宁波贸易商来说，已经习惯了“几个集装箱进出货”的一般
贸易模式，发达的港口物流和制造业的产业链，让他们更容易从
出口业务中觅得商机，而不是体量较小的跨境进口。从另一个侧
面看，现在学校培养的跨境电商人才，也以面向B2C出口为主，
因为宁波这部分人才的“市场需求”更为广阔。

的确，从数据来看，以日用消费品进口为主的跨境电商，今
年上半年的总额还不到全市外贸总额的3%。和“一千万美元一
票”的一般贸易“大单”相比，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这并不代

表未来没有想象的空间：随着更多商品被“准入”上岸，将
宁波打造成进口商品的集散中心、展销基地或将

不失为方向。

宁波为何还没跨境大平台？

没有在进出口理念上转变
D

读者wyjian在《东南商报》微信号东南财金留言，跨境电商也是
电商，电商产业作为新经济，其产业集聚具有虹吸效应，在城市综合
能级和环境竞争上，与其他城市比，宁波并不具有优势

但为什么宁波的跨境电商发展得好？wyjian认为，原因有三。一
是起步早，第一批试点，有改革先发优势。二是毗邻大港口。三是政
府投入大。

跨境电商更是外贸，即便是戴上新型外贸模式的“花冠”，从本
质上讲，其业务离不开进口和出口两端。

多数传统本土外贸企业目前仍没有在进出口理念上转变，在打造
平台经济、实现流量经济和外贸模式创新上，缺乏一种天然的电子商
务基因。即便是再好的跨境电商本土品牌，无非也就是一个进口商品
的“搬运工”，没有关键的核心平台技术、没有大数据分析、没有产
业链的拓展延伸，其运营都会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更别指望能产生
类似网易考拉、杭州拼多多、云集等那样的电商“独角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