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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经济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近年来，中国的跨境电商发展迅速。据

统计数据显示，传统外贸年均增长率不足

10%，而跨境电子商务正以 30%以上的增长速

度发展。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也表明，跨境电

商已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最快的领域。

然而，在跨境电商迅猛发展之际，网商们也

遭遇到成长的烦恼，其中物流就是一大瓶颈。

“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跨国交易时，

面临最大的挑战便是不稳定的物流配送体

系。”eBay 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一宗从

中国境内到境外的网络外贸交易的物流配

送周期一般在 5-30 天，时间波动相当大。

在交易的过程中，物流配送的速度是影响境

外买家购买体验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卖家

的销售表现。”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 20 多万家企业

从事在线出口业务，年交易额已超过 2500

亿美元。但对跨境电商卖家来说，物流一直

是一个想要获取更高利润的短板。为此，跨

境电商不得不另辟蹊径。

“海外仓”正是在这样的市场诉求中诞

生的。跨境电商纷纷选择在海外设仓，以规

避贸易壁垒，并缩短交易时间。

大型企业忙建仓

俄罗斯是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最重要的

市场之一。若被俄罗斯征收重税，中国网购

商品将失去价格优势，进而失去俄罗斯的网

购客户。因此，在俄罗斯建仓，甚至是设立

分公司进行本土化运营就成为当务之急。

2014 年 6 月，中国对俄罗斯电子商务边

境仓在哈尔滨开仓运营。边境仓投入使用

后，俄罗斯网民网购中国商品到货时间由原

来的 15 天缩短至约 10 天。目前，已有电商

企业将货物存在边境仓。

事实上，早在 2012 年，俄通收公司就创

建了“中俄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平台”，并在中

俄边境口岸城市绥芬河建立了边境仓，提供

对俄贸易“仓储+清关+订单处理”的一站式

电子商务供应链服务。

除了边境仓，对俄物流企业还选择建海

外仓。

“‘海外仓’用传统外贸的方式走货到仓，

售出后通过本土物流递送，这个销售是发生

在本土的，所以限制就少了，能规避一些目标

市场国的贸易壁垒。”大龙网跨境电商服务物

流总监卢仁谦表示，公司去年与 XRU（俄速

递）在俄罗斯联合建设了“海外仓”。

“去年，我们也选择了海外仓储模式配

送商品。”跨境电商卖家阿朋称，其公司定期

批量发货到海外仓储，客户下订单之后，再

从海外仓储通过当地的快递公司发货，节省

了时间。

“尽管海外仓储的费用比此前通过邮政

寄送的费用高，但无论是边境仓还是海外

仓，都具备很多优势，最主要的优势在于消

费者享受到的是是本土化购物，提升了客户

满意度。”阿朋表示。

除了在俄罗斯建仓，跨境电商也在美

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建仓。

尽管没有一项针对目前中国跨境电商

在海外设立仓库的数量的统计，但一些大型

跨境电商都瞄准了海外仓储，并且建仓呈现

出爆发式增长。

中小企业望仓兴叹

物美价廉的商品往往能令很多国家的

消费者动心。以苹果 4S 手机壳为例：俄罗

斯卖 6 美元，中国卖 3 美元，还免费包邮。虽

然中国产品价格低一半，但是如果用户在俄

罗斯当天就可以拿到商品，而买中国的产品

要等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价格优势和买

家对等待时间的容忍度博弈之后，很多消费

者还是因过长的物流周期而选择本地购。

“国外客户远离中国，有的远在大洋彼

岸，存在不信任感是必然的。”一家在义乌

做服装生意的刘老板告诉记者,因为远洋

物流不畅流失了很多潜在的客户。目前，

物 流 成 本 过 高 。 而 最 重 要 的 备 货 供 应 环

节，购完全依赖于经销商的订单，厂家无法

控制。

刘老板坦言：“去年到俄罗斯考察，发现

俄罗斯地广人稀，虽然地皮便宜，但是用工

成本相当高。建仓的资金恐怕不是一般企

业能承受的，所以，至今仍在犹豫。现在还

是沿用过去的做法，找货代公司，货代公司

还给折扣，香港小包、中邮小包都很便宜。

很多小卖家都选择这种物流方式。”

“当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要以一己之

力在海外建仓是非常困难的。一般的中小

跨境电商企业都会选择第三方海外仓来储

存自己的商品。”深圳顺友物流公司董事长

姚云说。

重庆物流协会会长陈章华也表示，在海

外自建物流并非是所有卖家都能玩得起的

游戏，这需要大量资本支撑。但海外仓的广

泛使用将改变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产业的物

流生态，能够实现本地发货，加快商品配送

速度，增加消费者对店铺的点击率，提升商

品的销量。同时，海外仓也将促进跨境电商

零售出口产业品类的持续增加，海外建仓是

未来的一个趋势。

海外建仓 几家欢喜几家愁2015年全球好望角型散货船

拆解量将破百艘

据贸易风报道，Clarksons 拆船

专家 Darren Lepper 预测，今年好望

角型散货船拆解量很可能突破 100

艘。他表示，在今年仅仅 2 个月的

时间内，好望角型散货船拆解量就

已经超过了 25 艘。

业 内 专 家 指 出 ，干 散 货 板 块

急 需 减 少 运 力 ，而 达 到 这 一 目 标

的 方 式 就 是 加 速 拆 解 船 舶 。 不

过 ，经 纪 商 称 ，即 使 拆 解 量 突 破

100 艘 ，也 只 不 过 是 杯 水 车 薪 ，因

为 2015 年 将 会 迎 来 新 船“ 交 付

潮”，超过 1000 艘散货船将于今年

交付运营。

Lepper 称：“我个人觉得拆船价

格还有下跌空间，我的感觉是，后续

在某个时点仍会有一次价格修正。”

不 过 ，现 金 买 家 Wirana

Shipping 首席执行官 Rakesh Khetan

则持相反观点。

他表示：“过去一年行业面临艰

巨挑战，不但拆船价格大幅下挫，汇

率的频繁波动也带来很大风险。但

我们坚信，市场已 经 触 底，而 且 绝

对 能 从 目 前 的 位 置 实 现 反 弹 。 为

了扭转行业态势，我希望这一预测

能够得到印证。不幸的是，船东都

不太愿意在目前的低位拆船。他们

的要价仍非常高，甚至远远超过每

轻吨 400 美元。”

另 外 ，Grieg Green 首 席 执 行

官 Petter Heier 则 特 别 提 及 海 工 板

块，认为它是拆船业“ 冉冉升起的

新 星 ”。 他 指 出 ：“ 海 工 市 场 的 拆

解 量 将 会 非 常 可 观 。 我 们 预 计 ，

今 年 将 有 50 到 60 座 钻 井 平 台 售

出 拆 解 ，且 今 后 几 年 也 能 保 持 这

一水平。”

只不过，海工板块业务将主要

局限于中国和土耳其的拆船厂。在

Heier 看来，印度次大陆的船厂恐怕

尚无资格处理这类船舶。

欧力士拟斥巨资

订造21艘散货船

据 贸 易 风 报 道 ，日 本 欧 力 士

集 团（Orix）计 划 斥 资 约 4.924 亿

美 元 订 造 21 艘 散 货 船 ( 船 型 船

厂 买 卖 ) 。

据 日 经 社（Nikkei）报 道，这 些

船舶预计将于 2018 至 2020 年陆续

交付。根据公布的总价信息，每艘

船的造价在 2400 万美元左右。

一 直 以 来 ，欧 力 士 集 团 都 是

通 过 旗 下 的 欧 力 士 航 运 公 司 租

用 船 舶 。 欧 力 士 航 运 公 司 于

1977 年 成 立 。

克 拉 克 森 的 数 据 显 示 ，欧 力

士 的 船 队 现 有 13 艘 船 舶 ，其 中

包 括 2 艘 散 货 船 。

Reliance将收购

本国造船厂Pipavav

据悉，印度能源集团 Reliance⁃

Group 旗下 RelianceInfrastructure 公

司 近 日 决 定 将 收 购 本 国 造 船 厂

PipavavDefence&OffshoreEngineer⁃

ing 公司的控制股权。

该 公 司 决 定 通 过 子 公 司

RelianceDefenceSystem 收购 Pipavav

约 18%公司的股权（1.3 亿股）投资

约 81.9 亿 INR（ 约 合 1.313 亿 美

元）。每股的价格为 63INR，股价与

当地时间 3 月 4 日孟买证券交易所

（BSE）收 盘 价 76.5INR 相 比 折 扣

17%左右。

同 时 ,Reliance 公 司 计 划 将 收

购 Pipavav 公 司 股 东 的 26% 股 权 ，

提 出 了 每 股 66INR 的 收 购 价 格 。

另外，Pipavav 公司手持本国政

府 2 艘船的订单。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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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新规

■ 本报记者 邢梦宇

近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对外发布《关于

推进中药材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要建立中药

材现代物流体系。同时，新版《药品经营质

量管理规范》的出台，也对当前医药物流体

系的搭建提出了新要求。

“医药物流是物流行业的一个高端领

域，附加值很高。要想搭建医药物流体系，

无论是对生产企业还是储藏、配送企业来说

都具有相当高的门槛。尤其是涉及中医药

领域，物流企业差异化经营趋势就更加明

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研究员魏际刚对记者表示。

配送服务附加值高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中药材的

物流总量约 1700 万吨，其中，大宗中药材与

贵细、毒麻限剧中药材占 80%以上。

《通知》明确提出，现阶段，中国中药材

物流体系已经不适应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也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主要表

现为：中药材产地加工与包装、仓储设施分

散落后，现代养护技术匮乏，中药材物流的

集约化、标准化、现代化水平较低，服务功

能不完善，为中药材的质量安全带来一定

隐患。

目前，中国境内产出的中药材一直是由

广大药农与个体商户分散加工、分散存储、

民宅存储，缺乏统一的标准与全程监管，很

难保证中药材质量与流通中的品质。个别

药材，硫黄、磷化铝熏蒸、掺杂使假等现象比

较严重。

在药农分散种植、个体商户分散经营药

材的格局难以改变的情况下，要保障中药材

在流通中的质量与品质，就必须推行集约加

工、集中仓储模式。

“医药物流之所以附加值高就在于每

一 类 药 品 对 储 藏、配 送 的 要 求 都 不 相 同，

比如有的药品需要全程冷链运输，有的需

要 恒 温 配 送 等，如 果 药 品 保 存、运 输 环 境

达不到要求，就无法保证其正常效用。企

业首先要有专门的设备，更要有具备专业

知 识 的 人 才 才 能 完 成 药 品 的 运 输。”魏 际

刚说。

流通追溯体系待完善

《通知》提出，到 2020 年，初步形成采

收、产地加工、包装、仓储和运输一体化的中

药材现代物流体系，基本满足中药材专业市

场与电子商务交易的物流需求。

而目前，中国如何完善中药材流通追溯

体系，真正做到每一个药材能够追根溯源成

为搭建物流体系的根本前提。

据了解，从 2012 年起，中央财政就支持

开展了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运用现代化技术实现中药材种植、流通、生

产、使用的全链条追溯，实现中药材“来源可

追、去向可查、责任可究”。

商务部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完成中

药材市场交易追溯网络的架构，有 18 个省

市在积极部署推动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

设工作。

但有业内人士透露，由于中药材物流组

织方式落后，采收之后的产地加工、包装、仓

储、养护及运输均十分分散，难以做到源头

追溯、全程追溯，导致追溯体系的建设在组

织上存在一定难度。

此外，建设当中的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

只实现了市场交易双方的追溯，没有实现从

源头开始到使用者的全程追溯。真正实现

中药材流通全过程追溯取决于一个先决条

件，那就是流通体系密闭。

《通知》称将推进适合产地加工的中药

材品种产地加工集约化，逐步改变中药材

分散、粗放的产地加工方式。鼓励有条件

的中药材经营企业、中药饮片与制药企业、

第三方物流企业等市场主体，根据国家相

关标准与中药材特性，在大宗中药材主要

产区建设集约化、规模化的产地加工基地，

以专业、规范的中药材干燥处理等技术提

升中药材品质。

“今后一些违规经营的散户将逐步退出

市场，而像九州通、上海医药等老牌生产企

业可以集中优势，在配送、仓储业务领域扩

大市场，另外像 UPS 等专业物流企业也可以

第三方物流身份参与市场竞争。”魏际刚说。

中医药物流体系建设推行标准化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在新加坡上市

的中国民营造船业巨头扬子江船业集团日

前表示，已被中国政府机构要求考虑持有中

国熔盛重工的股份。熔盛去年将超过 100

亿元的债务进行了重组。

熔盛重工不断遭遇黑天鹅事件。该公

司去年 10 月曾公告称，向独立第三方投资者

王平发行价值 5.1 亿元股权认证。但据媒体

近日报道，宏易胜利董事长王平于 2 月 23 日

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原因是涉嫌在投资东

方家园时的资金使用存在问题。3 月 9 日，熔

盛重工宣布，公司与认购人(王平旗下宏易胜

利投资)已订立终止契据，根据契据，订约方

同意认购协议终止且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更早之前，熔盛重工创始人张志熔被媒

体报道，称其与被调查的山西令氏兄弟多有

交集，疑似卷入令计划商业伙伴参与的地产

项目。张志熔掌控的恒盛地产项目也停运多

时。张志熔本人也被媒体报道称远赴美国。

在熔盛重工陷入困境之际，国际航运和

大宗商品行业正遭遇持续低迷。波罗的海

干散货指数今年以来屡创新低。这也拖累

了造船企业。

中国政府的反应也极为迅速，在王平被

拘留后不足一周便介入此事，敦促熔盛重工

尽快处理合并事宜。

熔盛重工于 3 月 11 日宣布停牌。熔盛

重工陷入窘境并非个案。自 2 月上旬以来，

中国有 4 家造船企业要么被法院下令冻结

其股东资产，要么经政府担保进行债务重

组，要么被要求暂停股票交易等待重组。

新加坡上市的 JES 国际控股发布公告

称，旗下的中国造船公司正进行重组，该子

公司发生了“不当内部管理”和“持续的重大

财物损失”。公司还放弃了一宗涉及非洲刚

果林业企业的收购案。

香港航运企业华光海运控股首席执行

官 Tim Huxley 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中

国造船业产能严重过剩。国有造船企业不

会急于出手挽救局面。” （欣 华）

中国造船巨头谋求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