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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璐

直播间正迎来一幅幅新面孔。“烤鱼配
上香料，口感更佳，让您整个夏季都能吃到
满足。”在某品牌的官方直播间，一名长发
的女主播正向屏幕另一端的消费者介绍着
烤鱼产品。如果不是现场演示标注，很难
看出这是一名数字人主播。

这些真假难辨的数字人，来自快手光
合创作者大会上首次公开的AIGC（生成式
人工智能）数字人解决方案：快手智播。目
前，该方案已在本地消费、本地生活、电商
直播等多种场景落地。

大模型和AIGC的兴起，为数字人大规
模产业落地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些低成本
生产的数字人能用在哪里？直播电商是推
广应用场景之一。

不过，作为新兴事物，数字人主播仍有
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业内专家表示，当下
2D真人数字人主播成本较低，但是无法做
深度的IP融合，而3D虚拟人成本又相对较
高，有落地意愿的商家并不多。另外，相较
于真人主播，虚拟主播在互动性和灵活性
上仍有很大改进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数字人主播未来可能
会在法律层面上引起一些新型纠纷。中央
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
陈端认为，当前，我国关于虚拟数字人产业
的政策还很少，对虚拟数字人物的所有权
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由于缺少统一的技
术规范与制度，也导致其产品的品质参差
不齐。随着数字人产业的快速发展，需制
定相关的防范机制以应对其存在的法律问
题和道德风险。

直播电商再迭代
数字人主播现身

海鲜季来临，梭子蟹、皮皮虾集体
“上新”。与往年相比，除了鲜活水产，
消费者对水产海鲜的胃口已经“卷”到
了预制菜上，海鲜预制菜受到了许多像
小春这样的95后年轻人的欢迎。

今年预制菜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
文件，近期国家发改委发布“促消费20
条”，明确提到挖掘预制菜市场潜力，加
快推进预制菜基地建设。一系列政策
的发布为预制菜行业带来利好。

业内专家表示，海鲜预制菜的推出
来自需求驱动，是各大平台顺应消费旺
季需求的重要策略。开发预制菜既是
市场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有利于生鲜电
商平台产品标准化的打造和自有品牌
的建设。目前，预制菜正在拓展更细分
化的赛道，平台可以通过打造细分赛道
建立差异化优势，增强消费者黏性。专
家同时指出，预制菜总体还处于早期的
快速发展阶段，要想挖掘预制菜的市场
潜力，企业需要注意多方面问题，包括
对预制菜产业要有更加清晰的认知、要
找准自身定位、进行资源整合等，切不
能盲目跟风。

鲜活海鲜、相关预制菜同步“上新”

8月10日，浏览盒马、叮咚买菜、美
团买菜等平台发现，尝鲜梭子蟹均已在
各平台上新。此外，皮皮虾、墨鱼仔、八
爪鱼等品类新品也陆续上架各平台。

叮咚买菜方面表示，浙江舟山群岛
盛产梭子蟹、大黄鱼、皮皮虾等受到江
浙沪消费者欢迎，也是叮咚买菜每年开
海季的重点直采源头。在开海之前，叮
咚买菜的梭子蟹商品开发人员就提前
来到港口做准备，确保“头鲜”的上货链
路运转畅通。目前，除了华东的消费者
可以在叮咚买菜上抢到“头鲜”，梭子蟹
也已陆续在北京等城市上架。

此外，北京、济南等地的消费者也
已经可以在盒马选购东海海捕梭子蟹，
据盒马水产采购工作人员李子涵介绍，
“今年国家对渔业资源保护效果好，预
计东海梭子蟹捕捞量相比往年会有增
加，整个销售季价格平均会有5%~10%
的降幅。”

除了鲜活水产，今年各类海鲜预制
菜也同步上架生鲜电商平台。据了
解，随着预制菜的渠道与加工链路的

成熟，水产海鲜消费也逐渐显现出家
常预制化的趋势，尤其是讲究鲜活、鲜
美的虾蟹类。

在盒马平台上注意到，海鲜预制菜
种类较为丰富，椒盐梭子蟹、避风塘梭
子蟹，4只装99元/份，皮皮虾海鲜大咖
拼盘158元/份。此外，捞汁海卤海鲜也
已在平台上架。叮咚买菜平台上也已
推出了各类口味的海鲜预制菜。

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赖阳认为，海鲜类预制菜越来越多样，
主要是需求驱动，使得商家推出产品的
意愿增强了。

“比如现在海鲜季来临，平台推出
一些海鲜类预制菜，也是顺应消费旺季
需求的一个重要策略。”文志宏也提到，
生鲜电商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在于
生鲜产品的非标准化、高损耗等问题，
开发预制菜既是市场的发展趋势，同时
也有利于生鲜电商平台产品标准化的
打造和自有品牌的建设。

预制菜赛道细分化

目前预制菜正在拓展更细分化的
赛道。据了解，叮咚买菜创新推出了
“少油无油预制菜”“低钠无盐预制菜”
“控卡低卡预制菜”“清洁配方预制菜”
“低碳/低GI预制菜”，其中的“控卡低
卡预制菜”是在蔡长青部分系列中直接
标注卡路里。

盒马也不断创新预制菜品类。今
年春菜季，盒马推出了“咬春八鲜”系列
商品，是盒马鲜食预制菜的新尝试，当
季的春笋、香椿、马兰头等时令蔬菜以
及刀鱼、河豚等时令水产被制作成操作
更便捷的预制菜商品，更好地满足多样
化的消费需求。

文志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预制菜
朝更细分的方向发展，是很重要的一个
趋势，比如海鲜预制菜，或针对婴幼儿、
老年人这类特殊年龄层的特殊预制菜
等，“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平台也更容易
建立差异化优势，增强消费者黏性。”

赖阳也提到，预制菜规模越来越
大，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做自己最
擅长的领域，“领域大了，规模起来了，
细分的可能性有了，通过研发某一个细
分市场上的细分产品，占据优势，成为

细分市场的主导品牌，才能发挥企业竞
争的比较优势，提升竞争地位。”

“盲目跟风，很有可能会掉到坑里”

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千家
万户的餐桌，预制菜越来越受到关注，
预制菜行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同时，预制菜行业接连迎来利好。
2023年，预制菜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
件，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恢复和扩大
消费措施的通知，在第三条“扩大服务消
费”中明确提到“培育‘种养殖基地+中
央厨房+冷链物流+餐饮门店’模式，挖
掘预制菜市场潜力，加快推进预制菜基
地建设，充分体现安全、营养、健康的原
则，提升餐饮质量和配送标准化水平。”

赖阳称，政策的支持或会帮助企业
解决一些周转瓶颈、技术突破的难题。
此外，政策的支持也是一个很好的带
动，使得预制菜行业逐渐从少数企业的
探索变成全行业的全面的标配。

“我们不看同行，埋头做好自己的
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剩下的交给时间和
用户。”叮咚买菜预制菜事业部CEO欧
厚喜认为，安全是预制菜的底线，好吃
也是关键因素。

文志宏表示，预制菜总体还处于早
期的快速发展阶段，整个产业规模还并
不是特别大，但是未来增速会非常快、前
景空间也很大，应该会是一个万亿市场
的空间。要想挖掘预制菜的市场潜力，
企业还需要注意多方面问题，例如，要对
预制菜产业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和了解，
要知道这产业发展最核心的能力、资源
是什么，同时，要找准自身定位，适合于
做哪种品类等，“如果是赶大潮一样，盲
目跟风，很有可能会掉到坑里面去。”

文志宏认为，未来预制菜行业可能
会出现很多规模化的巨头，有的是基于
生产端的研发，有的是基于销售端。在
预制菜产品上，可能会越来越多元化，
不管是TOB还是TOC，未来增长都
会比较快。

赖阳也提到，预制菜行业是有前途
的领域，但是也不能盲目投入。企业应
该要做资源整合，在这个体系当中做最
擅长的一部分内容，“更多的是平台化
整合资源，来提升资源共享的效率。”

（张洁）

生鲜电商抢推海鲜新品
预制菜赛道持续细分

本报讯 刘洋 近段时间，青岛、深圳等
地举办跨境电商展会。作为国际贸易发展
的新业态，中国跨境电商在“买全球、卖全
球”方面的优势和潜力持续释放。多位海
内外业内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跨境电商
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运营合规化和自主品
牌的建立。

美中电商贸易协会会长王明明表示，
建立合规化的运营模式将使跨境电商交易
的资金流向、物流动向、清关进展等环节更
明晰，有助于企业建立完整的交易链条，形
成良性行业生态。

王明明表示，运营合规化对提升企业
服务质量和信誉很关键。跨境电商服务商
可与各地市场的电商协会、贸易协会等建
立联系，搭建信息通道。

“在保证运营合规化的前提下，跨境电
商企业也要拓宽经营思维，来保障企业自
身的利益。”王明明说，跨境电商平台众多，
但不少中国跨境电商企业仍依赖于一家大
型平台，使得运营风险变高。

德 国 婴 童 用 品 公 司 Babykomfort
DeutschlandGmbH总裁杨耀忠表示，海外
华人做跨境电商贸易常面临各国清关政策
不一、电商平台运营规则繁复多样、商品质
量认证标准不一等情境。

“中国的企业供应链完善，产品质量也
在不断提升，做自主品牌更有利于保持企
业经营的独立性，应对不断变幻的市场局
势。”杨耀忠说。

劲亚物流总经理石若表示，近几年，不
少中国的手机、机械制造以及建筑用材品
牌打入了菲律宾市场。加大宣传力度、提
升性价比、完善售后服务是这些品牌进入
海外市场的经营策略。

中国跨境电商
潜力持续释放

本报综合 8月14日，商务部等9部
门办公厅（室）日前发布关于印发《县
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以下简称《计划》）的通知。

《计划》提出，加大优质商品投放
力度。发挥电商平台大数据优势，依
法依规开展消费数据分析应用，引导
生产厂商为农村市场生产投放更多适
销对路的商品。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
绿色智能家电、绿色建材和家具家装下
乡，加快农村充换电设施建设，完善售
后回收服务网络，促进农村大宗商品消
费更新换代。鼓励组成县域零售商采
购联盟，集中向生产厂家、品牌供应商
采购商品，解决中小企业进货渠道混
乱、议价能力弱等问题，提高商品品

质，降低采购成本。
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深化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利用县级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的场地和设备
等资源，打造一批县域电商直播基
地、“村播学院”。整合各类资源，增
强电商技能实训、品牌培育、包装设
计、宣传推广、电商代运营等服务能
力。鼓励有条件的县级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拓展 O2O体验店、云展
会、网货中心、跨境电商等衍生增值
服务，推动县域电商形成抱团合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快打造农业品牌。实施农业品
牌精品培育计划，打造精品区域公用
品牌，带动培育核心授权企业和产品

品牌。支持脱贫地区打造一批质量过
硬、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的区域公用品
牌，增强脱贫地区产业内生发展动
力。发挥电商平台、商超等线上线下
营销网络优势，加强特色优质农产品
宣传推广，扩大区域公用品牌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完善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
依托农产品主产地、主销地、集散地，
在全国统筹确定一批农产品流通骨
干节点城市、农产品市场和重点企
业。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
场等各类零售终端升级改造，进一步
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加强农产品
流通保供体系建设，提高宏观调控和
民生保障能力。

九部门发文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