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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跨境物流的大动脉与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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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有序恢复

历年电商大促，跨境电商都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协助中国商品快速出海，也助推东南

亚、欧美等海外商品在国内销售。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6·18”期间，阿

里、京东旗下的天猫国际、京东国际跨境业务

于近日采取新增栏目、入驻小红书等方式吸

引用户购买。

为了顺利出海，商家在绞尽脑汁。“尽管

上海复工了，但地面运输还没有完全恢复如

常。此外，目前到上海的货物物流成本有所上

升，不过可以选择以地面运输至宁波港进行

出口。”一位跨境物流从业者向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

上海的跨境物流业务在“6·18”期间相继

复工。据UPS介绍，从6月1日起已恢复上海取

派件服务。DHL发布的公告则显示，自6月6日

起，华东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

服务全面恢复正常，部分地区的取派件服务

或继续受本地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所有已到

达的进口快件在派送前需要至少静置4-7天。

为了确保参加“6·18”大促的商家在物流

流程上不断档，企业也设法以资源倾斜和让

利来吸引商家。菜鸟相关负责人介绍，菜鸟会

为从上海港入境的商家提供转至青岛和宁波

等港口的物流服务。进口货物入境后，因疫情

产生的换单延迟而不能清关的问题，菜鸟会

协调各地海关总署为商家做超期申请，在1-2

天完成申报。

“‘6·18’大促期间，百世国际从国内发往

东南亚的电商件量连日增长，多为当地消费者

海淘的中国商品。”百世集团相关负责人向北

京商报记者介绍称，“百世国际深圳仓提前一

个月就启动了准备工作，在人员、设备、耗材等

方面加强了保障，包括新增近700名员工，划拨

出备用大货库区、出库包裹堆存场地等。”

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到交通运输部考察时强调，交通运

输是市场经济的经脉，也是保障民生、防控疫

情的重要支撑。要切实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进一步打通交通物流大

动脉和微循环，加强重点行业、区域和企业货

运保障。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推动货

运量尽快实现正增长，为二季度经济合理增

长提供支撑，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平稳健

康发展。

经营压力有待释放

在经营维度，一些物流商认为今年跨境

业务会更加艰难。一位深圳的跨境出口物流

从业者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在去年，疫情刺

激了国外消费，一时间卖家销售额上涨明显，

物流商也借此吃了一波红利，甚至出现一些

黄牛倒仓位。“但随着亚马逊提高商家门槛，

加上国外通胀等外部因素，商家整体销量有

所下滑，市场货量远低于去年。”

据上述从业者介绍，跨境出口目前还算通

畅，美国港口也没有明显拥堵，物流的整体成

本在上调，但由于市场供大于求，物流卖价比

较低，很多企业面临低利润甚至亏损的情形。

一组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在外部

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近期本土疫情多点频发

的形势下，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

值为12.58万亿元，同比增长7.9%。

实际上，自2020年国际疫情暴发以来，成

本一直是跨境物流商需要时刻应付的问题。

以圆通国际业务来说，据其财报显示，2021年

得益于东南亚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与杭州菜

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作，国际快递及

包裹服务收益同比增长104.5%至19.49亿港

元，而毛利则同比减少3.1%。对此，圆通国际

表示，由于疫情及相关限制措施，导致货运仓

位供应短缺，令空运运费和包机成本上涨。

“疫情之前，物流成本约占商品价格的

15%-20%，如今这一比例已增加25%-30%。”

敦煌网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解决部分卖家无

法出货的难题，我们采用更换出口口岸、更换

空运至海运的方式来尽可能帮助卖家将货物

及时地运送出港。”

“动态、灵活的防疫机制对于缓解当地的

进出口贸易压力非常重要。”APEC电子商务

工商联盟专家、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王健认为，

物流若是无法运转，工厂难以复工，会直接影

响到跨境贸易的流通。

一件代发成香饽饽

历经特殊时期的种种考验，物流企业也

敏锐捕捉到客户的需求变化。“之前我们会从

上海、宁波出港，现在调整到从南沙、盐田、厦

门港出货。因为疫情影响，海运、航空的需求

有所下降，目前海运货量不及此前货量的

60%-70%，空运直发小包业务也有所下滑。”

递四方华东分公司负责人刘鲁平向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

资料显示，深圳市递四方速递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全球跨境电商供应

链综合服务提供商，已在全球铺设40余个

海外仓。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身处国内疫情不确

定性环境中，物流商的一件代发业务反而激

增起来。据了解，在上海物流暂停期间，上海

商家以子公司将货物发送至东莞仓，通过递

四方进行揽收、入库、质检、上架等操作，能实

现每天1000-2000单的业务量。“随着上海解

封，预计未来一件代发业务还会持续增长。”

刘鲁平判断道。

面对国际大环境的波动变化，物流企业

仍未停止脚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上

半年，物流企业正通过新增货机、航线以及布

局当地物流网络等方式加速海外布局：从2月

底至5月底，极兔速递相继在墨西哥、巴西起

网运营；菜鸟在2月与亚特拉斯航空联合开通

了“中国-美洲”航空专线；顺丰的航空货运飞

机规模将在2022年突破70架；百世国际越南

公司于近日与越南社交软件Zalo打通系统，

提供包裹查询和售后服务……

不仅如此，基于海外物流基础设施，企

业还在尽可能延伸服务边界来寻找更多利

润点。据介绍，京东依托洛杉矶自营仓，在

“6·18”前夕建立了首个海外维修中心，为中

国出海品牌、跨境贸易工厂、海外本土贸易商

和品牌提供售后技术、售后客服等一揽子售

后维修解决方案。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京东自营海

外仓的仓储面积同比增长100%，已在全球布

局约80个海外仓和保税仓。

北京商报记者何倩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在疫情防控“动态清零”总方针下的“6·18”大促，商家力保跨境物流不断档。

6月7日，京东公布的信息显示，今年“6·18”期间，京东美国自营海外仓总面积将

达近100万平方英尺，首个自动化仓“洛杉矶2号”正式启用。北京商报记者走访时

了解到，面对国内外疫情变化，物流企业正时刻调整着应对策略以保证履约通畅，

虽然经营承压，但资源协同能力和业务灵活性也进一步被激发。

7-11屡罚不改 便利店食安如何保障

因销售过期食品登上热搜

“7-11门店卖36.2元过期食品被罚”

和“7-11因销售过期食品被吊销许可证”

两话题双双登上热搜，截至昨日18点25

分，两话题阅读次数分别为8026.1万和

253.9万，引发多方关注。北京商报记者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看到，柒一拾

壹（北京）有限公司通州新华联家园店被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罚款1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36.2元，并吊销许可证。该公司自处罚决

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

经营许可。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 3月 15

日，执法人员对该门店进行现场检查，询问调

查了店内工作人员，该门店店长及店员确认

了视频真实及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

同时，该门店还于今年3月1日销售了2个过

期手工黄金菜团和8个过期手工酱肉大包，

违法所得共计36.2元。

针对此事，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7-11北

京公司，其相关人员对记者表示：“保障食品

安全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已在第一时间缴纳

罚款，并严格按照相关部门的检查要求落实

整改，会避免此类事件再发生。”

便利店食安问题频发

因门店数量多、覆盖面大、品类全等特

点，便利店已经成为许多消费者通勤和工作

日时常常光顾的地方。但看似统一度高，分布

在各大楼宇社区之间的便利店背后却隐藏

着食安危机。

7-11通州新华联家园店并不是唯一触

及食品安全红线的门店。今年3月15日，7-11

亮马桥店店内存在上架13天的超期热饮换

签后继续售卖、装有关东煮食材的容器被放

置在垃圾桶上等现象，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罚款10万元。而7-11便利店相关

负责人当时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上述问题门店为加盟店。

无独有偶，去年1月，“罗森便利店关

东煮掉地上冲水接着卖”的视频迅速在网

络上热传，视频显示，有消费者在北京高

碑店罗森便利店中看到关东煮中的腊味

香肠掉地上后，门店工作人员将其用水冲

洗之后再次放回锅里继续售卖。随后，罗

森（北京）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已对涉事

门店进行停业整顿，并成立专项小组进行

调查。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

志宏认为，加盟店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当

加盟店在食品安全的操作上违规时，主要

的责任在加盟店本身。但7-11作为便利店

行业的头部企业，一旦出现这类问题，对于

整个品牌都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

品牌方而言，在问题发生后更多是要理性

地思考，如何尽可能减少或者避免这种问

题的出现，这才是一个有担当的品牌需要

去思考的问题。

切勿存在侥幸心理

如何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为消费者提

供安全有保障的产品，是众多便利店需要思

考的首要问题。零售业专家胡春才指出，无论

是直营店还是加盟店都可能出现这类问题，

关键还得看企业监管得严不严。所以，要杜绝

这类问题就必须要让企业或者是加盟商承担

更高的犯错成本。

“因为涉及到经营成本问题，有些经营者

会抱着侥幸心理去触碰红线。”胡春才建议，

企业必须要加强内部监管力度，不断完善标

准体系，提升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加大食品安

全知识的培训和宣传。同时，加大惩罚力度，

增加违规违法的成本。

加盟乱象问题其实在各行各业都容易发

生。文志宏认为，作为品牌授权方应该持续去

优化相关的标准体系，这个体系不仅限于食

品安全的领域。“比如对加盟店的选择、加盟

主的选择、加盟店店长以及人员的培训，包括

后续的监督管理体系都是需要品牌授权方不

断优化的。”文志宏举例说明。

尽管加盟模式出现食品安全的风险和概

率会相对高一些，但是也不能够因此就否认

特许加盟这种商业模式。文志宏表示，不论门

店的经营模式是加盟或直营，品牌方还是要

更多地去考虑如何采取更好的管理方式和手

段，避免出现此类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赵驰

6月7日，日本便利店品牌7-11因售卖过期食品再登微博热搜。北京

商报记者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看到，7-11通州新华联家园店

销售过期食品被吊销许可证，并被处以10万元罚款，且5年内不得申请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其实，7-11此前因食品安全问题多次被罚，在食品安全

方面频出漏洞。分析指出，无论是直营还是加盟店，品牌授权方应该持续

优化标准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加大惩罚力度。

在东南亚市场布

局30个自营快递

分拨中心、1500
多个站点

物流企业出海相关数据（截至2021年底）

韩国服饰品牌chuu在北京又开了一

家。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chuu为韩国

PPBStudios集团旗下品牌，其在中国的代

理商创立了当时的网红淘品牌“七格格”，

拉夏贝尔在2015年以2亿元的价格收购该

代理商部分股权。分析认为，代理商的线上

运营经验或许对chuu的发展有所助益，但

快时尚行业不断边缘化，chuu能否经得起

考验还有待观察。

6月7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chuu合生

汇门店时看到，工作日的下午，来此购物的

消费者络绎不绝。该店工作人员表示，“试

穿衣服需要排队等候半小时左右”。热闹的

场景在chuu朝阳大悦城门店也在上演。记

者在店内看到，虽然不需排队试穿，但相比

于周边门店，客流量更为可观。

chuu合生汇门店的工作人员向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今年chuu将在北京开出10

家线下门店，西单、三里屯等地未来都会有

店。对于这一说法，记者询问了chuu代理

公司，但截至发稿对方暂未给出明确回复。

不可否认的是，chuu在中国的开店速

度的确飞快。2021年5月在杭州湖滨银泰

in77开设首家线下门店，截至目前，chuu

官方微信公众号显示其在中国共有95家线

下门店。

虽然门店数量与ZARA、H&M等老牌

快时尚品牌难以相提并论，但消费者的热

情程度也让chuu在快时尚领域崭露头角。

北京商报记者在小红书中看到，与chuu相

关的笔记有2万多篇，chuu在小红书中的

粉丝量则有25.7万，在天猫旗舰店粉丝量

达254万。

chuu产品吊牌信息显示，chuu的品牌

方是韩国PPB，即PPBStudios集团。北京

商报记者查阅发现，该集团旗下还有

Icecream12、Beige等服饰和彩妆品牌，而

chuu在中国的代理商则为浙江一季时装

有限公司。

天眼查信息显示，浙江一季时装有限

公司由杭州黯涉品牌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超50%。杭州黯涉官网信息显示，该公司

最早经营的是淘品牌“七格格”。淘宝七格

格品牌官方店的注册信息也显示，公司名

称为“杭州黯涉品牌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七格格”起步于2006年，在淘宝崛起之际，

踩中了线上流量红利并逐步发展壮大，衍

生出OTHERMIX、IAIZO等新品牌。

早在2015年，拉夏贝尔曾以共计2亿元

的价格收购杭州黯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即

“杭州黯涉品牌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

的部分股权，并将自己的线上业务全权交给

杭州黯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代运营。

可见，杭州黯涉品牌管理集团在中国

服装领域已是几经风雨，丰富的线上运营

经验也给chuu品牌带去了一定的助益。商

业分析师向凯表示，“chuu借助中国代理

商杭州黯涉品牌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服装

品牌和电商业务运营上的经验，的确在中

国年轻消费者群体中火爆了起来”。

“chuu未来的发展应严把质量观，避

免走上依恋等品牌的老路。也不能一味靠

种草来提升热度。随着国货崛起，年轻消费

者对国货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升，chuu在

中国市场能否经得起考验还有待观察。”向

凯认为。

向凯认为，“chuu大力发展线下门店

是根据中国市场所需，试图通过大手笔投

入线下门店来提升品牌知名度，拉拢消费

者，运用线下线上融合发展，数字化经营与

流量经营相融合的方式”。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chuu已有的95

家线下门店，选址均在中高端商场。“选址

在中高端商场属于快时尚类品牌的常规做

法，但快时尚品牌实际上已经在不断边缘

化了，想要占据商场的主力店位置基本不

太现实了。”时尚领域专家张培英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蔺雨葳

顺丰

国际快递业务覆盖海

外84个国家及地区，

累计运营30多条全货
机国际快递航线

菜鸟

在全球已布局6大
智慧物流枢纽，直接

运营的跨境仓库面

积超300万平方米

京东物流

运营近80个保税
仓和海外仓，总

管理面积超过70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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