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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更多
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疫情牵动着全球的供应链，也揪着
每个外贸人的心。“我每天几乎都是1点
以后睡觉，就为了看美国和欧洲的新
闻，以此来判断公司下一步该怎么走。”
就这样，日复一日，担心疫情继续蔓延
和期盼疫情早日结束，在李木的心上碾
出两道“车辙”。

“现在我们熬过了艰难的春天，还要
思考如何度过夏天、秋天和冬天。”李木
说，“事不避难，知难不难”，把风险挑战
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准备做得更完备一
些，才能等来下一个春天。

李木说，公司目前当务之急是，要
保障海外子公司的销售优势。坚持联络
好、服务好客户，比如为客户介绍中国
防疫经历，捐助口罩等防疫物资，给予
他们必要的人道关怀和帮助，告诉他们
国内疫情已基本被控制，可放心继续合
作。在业务交流方面，也会以未来需求
为导向，和客户一起讨论和分享新产品
的思路与研发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依旧不能对研发有
丝毫的放松，我们正在集中研发力量，加
快产品的创新。”李木说，公司的自主研
发项目创造了超过7成的经济效益，远远
超过客户定制项目。最重要的一点是，他
们一直在进行智能装配线改造，目前一条
生产线已经投入使用，效率足足是人工流
水线的近5倍。

李木说，同时公司也在修炼内功上
下功夫，包括对内部的制度、流程等进
行全面梳理，查漏补缺。同时，他相信
疫情会加速全球供应链的调整，所以他
们已经开始在东欧建设OEM基地的努
力，打算在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供应
链后，建立自己的工厂。

最近的半个月，林先生忙起了防疫物
资对接。在公司的办公楼下，一辆UPS国
际快递车正整装待发，等待着小批量的民
用口罩以包裹形式，搭上支援欧美客户的
旅途。而公司的小伙伴们也开始紧锣密鼓
地研究“FFP2、N95”等标准的认定：

“2月底的时候，我们问美国客户要不
要寄口罩，他们当时说不用；没想到现在
口罩也成了他们的刚需。非常时期，我们
也在靠防疫产品补一点出货量的缺口，估
计4月的出货量会更大。”

与此同时，林先生也在考虑通过天猫
旗舰店等内销渠道，实现“多条腿走
路”。目前，公司的现金流足够撑得住一
年。他相信等待疫情结束，总会迎来海外
销量反弹的那一天。李木同样相信，疫情
早晚会得到控制，而成功终将垂青于有准
备的人。

“现在疫情给了我们时间，我们更要
花大精力去研发更多自己有核心竞争力的
产品，同时沉下心去解决平时来不及解决
研发问题。”李木说，“相信经济复苏后，
我们能够凭借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赢得客
户的青睐，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应受访对象要求，李木、林先生为
化名）

近半中小外贸企业
订单遭遇

“冲浪滑板、户外
帐篷……这些今年都
卖不出去了！”看着样
品间里琳琅满目的百
货，林先生无奈地摊
了摊手。往年3月的
外贸旺季被海外疫情
打断，取而代之的是
七成订单延期。这样
下去，恐怕二季度的
出货量将直接砍半。

林先生的遭遇，
恰是宁波2万余家中
小外贸企业的缩影。
在宁波市商务局重点
监测的 911 家外贸企
业中，就有46.1%遭
遇了延期的困境。在
赢得国内产能逐渐企
稳的胜利后，这些外
贸企业又该如何熬过
海外疫情下的“倒春
寒”？

一个多月前，刚刚开启复工步伐的李木，还在四处为物
料采购奔走。戏剧性的是，眼下新冠肺炎的全球蔓延，却造
成了“接不到新订单，采购来了也没有用”的局面。

“我们是首批复工的企业，2月10日复工的时候，到岗率
不到30%，当时很焦急。”李木是宁波一家灯具生产企业负责
人。一个多月前，力争复工还是他的当务之急，经过多方努
力，公司终于在3月初实现100%到岗。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物料，很多在安徽
等地的上游企业还没完全复工，物料供应不上来，我们就无法生
产。”李木说，他们当时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正常生产，不仅给
供应商加钱，供应商的人员不够，他们还派工人过去帮忙。

然而正当公司为顺利复工与产能复苏欣慰之时，公司重
要客户所在的欧美国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德国
等，纷纷沦为疫情的重灾区。这样一来，产品跟上了，新订
单却骤降了，“求着供应商找物料”的形势，很快就被“即使
供应商降价，也要压缩生产”取代。

“依托于国外子公司的本土运作，和多年在细分市场积累
起的产品竞争优势，我们当前的订单基本能保证半年的生
产，但是二季度及之后的订单量，甚至可能无法达到往年的
20%。”李木说。

无独有偶，在鄞州经营日用杂货出口的贸易商林先生，也
因突如其来的疫情感到猝不及防。从备战国内的防疫复工，到
目击欧美市场的“全面停牌”，不过只是短短1个月时间。

“我们正式上班是 2 月 19 日，当时工厂复工率只有
50%，我们基本无事可做，也无货可出。等到3月产能恢
复、准备出货的时候，全球疫情爆发了。”林先生说，在此期
间公司一直有陆续接到订单，直到3月中旬，才明显感觉到
外需的锐减。

“有一笔美国的户外用具大订单，本来说好要3月份发
货，客人说要延迟到明年3月份。”林先生皱了皱眉，“可我
已经付了30%定金，价值100万元。他们说直接延期一年，
等于说我这笔钱就冻住了。还有一家德国商超明确给出了延
期一个月的付款计划。”

紧接着，订单取消或延期的消息层出不穷。林先生发
现，他手头上的订单已有70%遭到延期，预计二季度的出货
量也将同步削减。更何况，眼下的船期已延迟到7-8月，何
时出运还是个问题。要说用一个词形容2020年，林先生脱口
而出便是“残酷”二字。

李木有着相似的感受。他认为，后继乏力，是很多外贸
企业的共同难题。“如果这一现状到了6月份依然没有起
色，可能就面临裁员的困境。”他说，到时候可能会需要裁
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工人，“希望这样的情况不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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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买家的日子
也并不好过

在订单延期和取消的背后，是新冠肺炎的全球
蔓延态势，对海外经贸活动带来的巨大冲击。尤其
在欧美国家，大量品牌商城、百货门店的关停，不
仅让当地消费者重现了中国2月“居家隔离”的场
景，还为海外买家的经营按下了“暂停键”——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国知名服饰零售商
Primark已于3月22日关闭全国所有门店，而伦敦
最大的百货商城John Lewis的50家门店也宣告
关停。美国的梅西百货（Macy’s），则因疫情带
来的沉重打击，被迫关闭全国775家门店，甚至将
遣散近13万名员工。

对宁波外贸人来说，首当其冲的，便是非生活
必需品销量的“断崖式”下滑。李木所生产的灯具
有一大块正好是食品照明，而疫情发生后“国外商
超增加了食品区域，面包店也有所增加”，反倒让
他接到了一些新订单。但是，他们的奢侈品商业照
明产品，“几乎是零订单”。

更何况，疫情下欧美的工程项目也发生停摆。
李木说，现在已经有近30%的客户陆续表达了推延
交付的要求，恰是因为即便发了货，也“没有照明
灯具的安装工人”。这让他觉得，日后难保不会因
为不可抗力而遭遇订单取消。

更严峻的考验是，一旦海外买家的经营情况发
生困难，部分外贸人也将遭遇难以收回账款的风
险。最近，林先生就碰到了这样一桩揪心事——

一位合作十余年的老客户，在美国沃尔玛等大
型超市做电视购物。去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客
户为了在12月15日加征关税前赶货，把所有出货
计划都往前挪。这既花费了大笔资金，还导致大量
库存积压。万万没想到，本以为可观的销量，却因
疫情而变得雪上加霜。

“我们一直催他付款，但疫情一来，仓库里的
囤货清不掉，他们的资金链就断了。客户告诉我，
他还年轻，还想继续做生意，肯定愿意把钱向供应
商付清。然而，原先我们每周都能收到他们5-6万
美元的汇款，最近也因为疫情形势严峻而停滞了。”

所幸的是，林先生长期与中国信保宁波分公司
合作，通过疫情期间快速理赔的“绿色通道”，在4
月就收到了价值1200余万元的赔款。这一笔赔
付，着实帮林先生盘活了流动资金，并顺利挽回了
不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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