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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高志苗“目前中国跨境电
商的发展，正从规模型的‘跑量’模式
和中低端产品出口，向品牌塑造和中
高端产品进出口平衡的质量型发展模
式转变。同时，线上平台自身的发展，
也给跨境电商带来新的推动力量。”上
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
员苏宁说。

作为跨境贸易发展的“新引擎”，
跨境电商贡献重要力量。《中国跨境出
口电商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98万亿元
（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15%；其中
出口1.44万亿元，增长24.5%。

中国跨境电商处在高速发展阶
段，上海焱茸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付
小伟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境电商
作为一种贸易新业态，为中小企业走
向国际市场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全球化布局的常态化为中小企
业发展跨境电商铺平了道路，其中新

兴市场的崛起开辟了巨大的市场空
间，持续政策支持也为中小企业打通
跨境电商市场提供保障。”付小伟说。

FIS（富达国民信息服务公司）商
户解决方案Worldpay中国区总经理
施南飞也介绍，在全球交易中，中国
商户占比很大。“在疫情和数字支付
快速发展的影响下，中国的电子支
付市场快速增长，是当之无愧的电
商巨头国家，在全球支付市场地位
遥遥领先。”

作为外资企业，施南飞直言近年
来感受到中国愈加开放的营商环境。
“中国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2020年
中国开放了很多跨境电商试验区。政
策引导风向以及红利都说明中国对跨
境电商、跨境贸易的重视。”

依托于中国跨境电商的高速增长
和国家的支持，施南飞持续看好中国
跨境电商的发展。“一直以来中国都是
我们重点关注和布局的市场，未来我

们也会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布局，利用
全球范围内多领域的市场经验，为中
国支付市场提供多样化、定制化的解
决方案。”

随着中国防疫政策的调整，中国
多省主动寻觅海外商机，拓展国际订
单，跨境电商也为其助力“搭台”。据
了解，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阿
里国际站开启专项行动，将推出至少
100场“数字化混展”为主的海外展
会，覆盖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日本、
新加坡、澳大利亚、土耳其、印度、巴
西、迪拜等十余个重要外贸目标市场。

跨境电商“加速跑”的背后也存在
挑战。苏宁认为，一方面自主品牌的
影响力有待加强，另一方面，需要充分
考虑外部需求紧缩，以及各国通胀因
素对于消费的抑制作用，应超越对于
欧美市场的路径依赖，需要从《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寻
找新的发展空间。

□王晶晶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老字号与历史文化资源联
动促进品牌消费的通知》指出，要创新营销推
广手段。直播探店、电商直播、推动老字号企
业数字化转型等都成为老字号拥抱互联网的
必然之举。

老字号“触网”引领消费新风尚
大数据时代，让老字号焕发新光彩，离不

开借助互联网创新营销推广手段，多途径拓宽
客户，线上线下相结合，更多地争取消费者的
注意力。

天津市中华老字号餐饮企业狗不理集团
通过“互联网＋技术创新”转型新兴业态，探索
“直播间下单、送餐到家”的新模式，拉近了与
消费者的距离，降低了堂食成本，同时大大提
升了营业收入。

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利用大数
据，精准分析消费者需求及市场潜力，创新产
品和服务模式。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字号企业正在“触
网”，故宫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通过互联
网与传统文化结合，向大家展示故宫文化；位
于河南洛阳的“高家三彩”通过探索传统文化
和现代商业的双向深度融合，尝试用新兴元
素重构传统文化，用“互联网+”“直播带货”等
创意营销新模式打造老字号新形象，引领消费
新风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
所长、研究员刘涛表示，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
展，国潮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食品、服装、日
用品等领域的一些老字号品牌通过加快经营
理念转变、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适应了新需
求新变化，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消费创新发
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刘帅说，互联网与老字号等历史文
化资源的有机融合，是运用互联网技术挖掘历
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方式，在拓展消费场景、创
新消费模式、提供个性化消费等多个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发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
经济的积极效果。

创新营销推广手段让老字号焕发新光彩
在专家看来，对于老字号来说，利用“互

联网+”创新营销推广手段，运用大数据技术
进行数据分析是重要一环。因此，要对目标
客户进行精准画像，全面、准确、完整了解客
户需求，洞察消费新趋势，及时根据消费者反
馈，快速调整产品设计、功能、包装、定位等，
在优良品质、精湛技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增
加有效供给，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增
值服务。

商务部研究院电商专家、北京农业生态研
究会执行会长李建华表示，一是可以根据产品
特点和消费人群特征开展全网矩阵营销，不断
拓宽营销路径。二是利用互联网打造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新模式。

刘帅认为，要运用互联网合作平台，创新
推广形式与内容，做好有形产品展示。同时，
借助虚拟现实等技术，创新数字体验模式，增
加多种体验式增值服务和新玩法，多措并举地
让渡价值，增强消费者获得感。另外，还应加
强老字号官方微信、微博和直播平台的建设和
管理，定期开展直播宣传活动，加强与客户之
间的在线交流和互动。

此外，针对多途径拓宽老字号客户，刘帅
还表示，应及时跟进重大节日、重大文化宣传
活动以及国际进出口商贸展销活动，支持乡村
产业振兴活动，定点开展支持和帮扶活动，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加快推进百年老字号品牌
走进乡村、走进西部、走向世界。

东西南北中 喜好各不同

眼下，线上线下的年货节正如火如
荼展开，天南海北的特色珍馐、非遗美
味竞相借助电商平台走向千家万户。

京东新百货销售数据显示，北京
人买走了全国近两成的黄金转运珠，
上海用户偏好高品质珍珠，江苏用户
尤其喜爱20g～50g不等的大克重金
饰，如古法传承系列万元金手镯，在婚
嫁、礼赠等场景需求旺盛。

年货节期间，川渝地区奢侈品钟
表热销，其中腕表增长超12倍，儿童
保暖、奢侈品和美妆同样消费力旺
盛。湖北用户对夹棉家居服有着同样
的高需求，搜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200%，儿童拜年服搜索量同比增长则
高达5倍，老年唐装同样是该区域最
热销品类之一。

电商平台“创新”年货之路

连日来，随着各地经济复苏启动，
年货节也作为岁末年初的重磅活动袭
来。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各类花式好
货已被呈递到消费者眼前。

从零售平台美团获悉，1月4日
起，全国试点地区的消费者均可上美
团搜索“数字人民币”，领取“团圆好彩

头”兔年新春礼包，这是数字人民币借
助佳节进一步融入百姓生活、提振民
生消费的新动作。

在电商平台的助燃下，国潮受追
捧，经典再流行。以前消费者想品尝
狗不理包子，要到天津城各个门店购
买，近几年，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商
渠道大大拓展了消费群体。

与线下热闹的传统年货节活动相
比，各大电商平台却“另辟蹊径”走起
了“极简风”。今年年货节的电商玩法
变化明显，多个电商平台均采用了“一
件即可立减”的优惠规则，相较之前复
杂的规则均都有了极大的简化。

此外，天猫年货节还联合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一页纸
计划”，呼吁商家对商品说明书进行适
老化改造，让长辈们也能无障碍使用
新科技。

如何挖掘年货经济的潜力？

“年货经济作为一种消费业态，因
释放巨大消费潜力营造浓郁过年氛围
而日益火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
市的繁荣和发展。”重庆工商大学莫远
明教授表示。

他认为，目前年货经济存在疫情
下消费购买力下降、个别商家去库存
价格虚高以次充好诱导促销、快递超

负荷运转引发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
还有很多潜力有待发掘。从未来品质
消费升级需求来看，进口商品占比仍
有待提高。此外，服务消费占比偏
低。“因此，年货经济不能忽视服务的
供给能力，文化、娱乐、休闲、健康等多
个领域增加供给，是繁荣年货经济的
重要抓手。”

“在物流通信等硬件设施已较全
面普及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强软件
建设，挖掘下沉市场、年轻一代对本土
产品和健康消费领域中的潜在消费者
和市场。”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陶金建议。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
研究员洪勇则建议，各大电商平台应
积极关注我国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模
式创新的趋势，协助商家开拓直播电
商、跨境电商、元宇宙电商等新业态新
模式，持续优化物流体验，提供送货上
门、送装一体等个性化年货服务。

“近年来，年货经济规模越来越
大，每年都有新亮点、新趋势，孕育巨
大消费新动能。新消费时尚会传导到
上游供给端，促进供给结构优化，实现
产业和消费双升级。”中国贸促会研究
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表示，以
年货经济为主导的新消费模式，将引
导更多的厂家积极创新，不断投入到
年货市场的开发当中。 （李国）

“触网”电商
老字号引领消费新风尚中国跨境电商“加速跑”

从规模型跑量向品牌塑造转变

年货经济孕育消费新动能
电商平台“创新”年货之路

春节临近，年货市场越来越红火，线上线下，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中国结、红灯笼、熏肉腊肠、
瓜果蔬菜，尤其年味满满的兔年春联、栩栩如生的兔子玩偶、红红火火的“兔元素”服饰，深受大众欢迎。

随着经济的飞迅发展，年货慢慢“进化”至数字藏品、坚果礼盒、预制菜等新潮产品，满足各类人群的
需求。

年货经济一般发生在新一年的开始，具有一定的风向标作用，年货经济繁荣和健康消费需求的旺盛，
将为全年消费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坚果相关企业71.7万余家，预制菜相关
企业6.4万余家。

年货经济背后，反映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消费占GDP的比重，促进GDP的
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