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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出口转内销的外贸

优品成为消费热点。实体商超以开通绿色

通道的方式，引入外贸商品，设立展销专

区；南京路步行街上的永安百货、第一百货

商业中心等百货商场也设立专柜，销售起

了外贸牛仔裤等各种商品。

当原本漂洋过海的高品质商品涌入国

内市场，消费者享受到了“外贸同款”的消

费升级红利，外贸企业也获得了缓解产能

过剩压力、助力开拓国内新市场、促进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三方面效果。

5月2日，来自东莞外贸服装企业宝玺

集团的290件共计10款牛仔裤，在永安百

货正式上架销售。借助百联股份转内销专

班的迅速响应，宝玺不仅搭上了“五五购物

节”的东风，实现了首单交易，后续还有近

50款牛仔裤将陆续在永安百货上架。

“我们是4月24日联系上永安百货的，

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商品就上架销售了，

速度之快，难以想象。”宝玺集团负责人王

诚伟告诉记者，其80%的出口业务面向美

国市场，关税战致使公司对美业务全线受

阻，大量原本出口美国的订单牛仔裤陷入

滞销困境。一筹莫展之际，宝玺集团看到

了百联股份转内销专班的消息，立即通过

扫码填写企业诉求。

双方对接后，百联股份几乎提供了品

牌全托管服务，很快就敲定合同、对接发

货，完全不用操心商场人员、道具物料和场

地准备。“我们公司在东莞，过去只是对接

B端市场，没有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的经

验，也没有派人到上海商场里销售，所以专

柜筹备事宜全是永安百货帮忙落地的。”

永安百货租户管理部经理陈晖说，从

开始接洽到开出24平方米的柜台，企业甚

至都没有派人来过上海、事无巨细全部由

商场帮忙打理。“如果按照联营联销的模

式，品牌应该自己装修，所有的东西应该自

己准备。但现在我们都代劳了，衣架是各

个柜台支援的，货架是我们从各个地方搜

集过来的，就连营业员也是商场各个岗位

的员工来轮岗。”

“这个牌子没见过，听营业员介绍是出

口转内销的外贸产品，就想试试看，合适的

话就买一条。”逛到永安百货三楼服装区的

李小姐说，外贸牛仔裤价格实惠，“中国制

造”的品质也令人放心。随着一件件服装

开单销售，王诚伟欣喜不已：“这让我们在

困境中找到了破局之路，给了我们极大的

鼓舞。”目前，宝玺集团正与永安百货商量，

继续精选一批符合国内市场消费喜好的款

式，并筛选部分尺码，进一步丰富产品线，

扩大品牌内贸市场份额。

在第一百货商业中心的滋补商品专

区，苏州吉利鼎海洋生物科技公司的专柜

正加紧筹备。他们4月下旬联系上了百联

股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开店的各项

准备工作，正在等待审批。“五天之内就完

成了场地查看，合同预审，意向签订，核价

申报，属于很快了，这些流程正常来说需要

3到6个月。”第一百货商业中心现场主管

朱晋告诉记者，为了赶速度，看似光鲜亮丽

的展陈柜台都是东拼西凑的“百家衣”。

“我们有三成产品原本出口到美国市

场，目前有十几吨库存积压在仓库，所以很

着急。”苏州吉利鼎海洋生物科技公司销售

总监张曙贤说，为了解决公司的燃眉之急，

第一百货从7楼仓库搬来了过去的展销

柜，他们又从苏州运去了一只柜子，组合成

了现在的销售区域。“很快我们的五款出口

产品将完成各种审核，换上中文标识后就

能上柜销售了。希望能够在国内市场销售

掉三分之一的库存产品，把这里变成我们

的销售主战场。”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永安百货、第一百货等设专柜销售外贸牛仔裤等商品

外贸优品变国民优选受青睐

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消费市场

一片红火。一方面，伴随入境免签利好、离

境退税和移动支付便利，不少境外游客带

着大旅行箱来华扫货，“ChinaTravel”购买

力强劲爆发；另一方面，各电商平台加快步

伐，帮助外贸企业拓宽内销渠道，已取得显

著成效。

老外可用家乡钱包支付
记者从蚂蚁集团获悉，目前，全球游客

来中国，可用支付宝“外卡内绑”和Alipay+

跨境服务“外包内用”两种办法便利消费，

其中后者针对10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境

外钱包用户，来华可直接用自己熟悉的家

乡钱包扫码支付。

来自Alipay+跨境服务发布的数据显

示：“五一”期间，入境游客用家乡钱包游上

海，跨境消费金额增长了1.49倍。“中国制

造”的各式商品如文创纪念品、衣服鞋子、

电子产品等，都成为来华游客扫货的目标。

从消费金额排行看，盒马、名创优品排

名靠前；而泡泡玛特等海外年轻人也追捧

的中国潮玩、海底捞等走出国门的中国餐

饮连锁，也吸引了不少入境游客慕名来“原

产地”打卡。除了来中国大采购，其次就是

吃饭和地铁出行，尤其今年“五一”Alipay+

钱包用户在地铁出行上的交易量也增长迅

猛，这说明入境游客来中国用移动支付更

方便了，用家乡钱包无论是“一码通行”还

是售票机买票，都能大大节省他们游中国

的出行成本。

“五一”入境游客最爱去哪儿玩？数据

显示，上海、北京、广州、杭州、深圳、成都、

南京、天津、西安和重庆，成为外国人最爱

用“支付宝碰一下”的Top10城市。上海的

南京路步行街、豫园、东方明珠、上海中心

大厦、上海新天地等，是消费额排全国前列

的热门“入境消费友好型商圈”。

为“外转内”辟绿色通道
此前，商务部组织有关商协会、大型商

超和流通企业座谈，研究更好发挥各自优

势，帮助外贸企业拓宽内销渠道，国内各大

电商平台、零售巨头纷纷响应。

作为国内领先的服装电商平台，唯品

会为外贸服装出口受阻企业设立了入驻绿

色通道，审核入驻速率大幅提高；同时，搭

建线上销售专区，为优质商品提供更多流

量扶持，帮助服装外贸企业高效、高质地开

拓国内销售渠道。

淘宝天猫自启动“外贸精选”专项以

来，已收集到了超过2万个外贸商家内贸

需求。据淘天集团介绍，以淘工厂半托管

上线的绿色入驻通道为例，已经和商家进

行了沟通对接，帮助商家做品类选择、选品

上架流程；一对一指导的产地“小二”也陆

续到位，进驻产业带和厂家。

截至目前，盒马已收到数百家外贸企

业入驻申请，并已联系回复提出申请的所

有外贸企业。在盒马App云享会外贸专属

频道，已有多家外贸企业通过绿色通道完

成入驻开店。记者在盒马App上看到，“外

贸专区”频道已在首页显示，点开后，又分

内衣服饰、床品纺织、日用百货、玩具装饰、

宠物生活、品牌手机、智能数码、生活电器、

大家电等板块，消费者可快速找到这些外

贸企业的商品。南通璐维斯纺织品有限公

司是主营家纺床品的外贸企业，之前商品

主要出口至欧洲、美国，去年出口销售额过

亿元。如今出口美国受阻，该公司已快速

通过盒马审核，完成了商品发布，消费者可

在盒马“外贸专区”线上购买他家的四件套

纯棉床单等商品。

周志宇在浙江永康经营一家生产制作

各类厨具的公司，外贸出口占比50%左右，

主要为国外企业代工。公司一些客户之前

是做美国市场的，受关税调整影响，在美国

碰壁，可能会转战欧洲、东南亚。在此背景

下，周志宇表示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市

场的拓展上，更要着力打造自主品牌。

2020年，周志宇的产品就已入驻拼多

多，搭建电商团队，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如

今拼多多销量占其线上渠道比重约50%。

周志宇创立的品牌“伊之福”，成为拼多多

“千亿扶持”计划的重点品牌之一。“千亿扶

持”计划是拼多多日前推出的新计划，除了

继续加码对“新质供给”和“电商西进”等项

目的资源投入，将加大对中小商家的补贴

力度和流量扶持，帮助厂商稳定生产，降本

增效，应对“出海”风险。

在拼多多消费趋势数据赋能下，周志

宇紧跟市场需求，开发了分空间早餐锅、喷

倒一体壶等产品，还改良了传统炒锅。周

志宇说，在拼多多的流量扶持下，上述产品

均成为爆品，打开了国内市场的新增量，

“整体销量增长20%左右，公司未来可能提

高内销的占比。全球各地消费习惯不同，

以锅具为例，国外以煎锅为主，国内以炒锅

为主，开发更多适合国内消费者的产品，需

投入更多模具成本”。 本报记者 金志刚

消费更友好 促老外来华扫货
平台辟通道 助外贸企业内销

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成果显

著，公众的实际感受如何？今天，上海市

质协用户评价中心发布了“上海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公众认知调查报告”，分析市民

及在沪消费者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

调查涵盖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

消费便利性、消费国际化、促销政策与活

动五个维度。受访者为在上海短期拜访

或长期居住的消费者，包括中国籍和来自

美、英、俄、日等22个国家的外籍人士。

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上海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总体评分为77.90，消费便利性

方面得分较高，为80.21。在消费繁荣度方

面，“重点行业消费供给丰富性”得分较高

（82.69）。在商业活跃度方面，“主要商圈

繁华程度”得分较高（86.07）。在消费便利

性方面，“支付便利性”得分较高（88.68）。

在消费国际化方面，“上海消费国际化程

度”得分较高（82.05）。

88.2%的受访者认为国内外品牌在上

海的聚集程度“高”“比较高”。在餐饮、文

旅、体育、健康养老这四个领域，90%左右

的受访者认为消费供给“丰富”“比较丰

富”。60.5%的受访者消费支出较上一年

同期“有所增加”，在旅游出行、餐饮、体育

健身、文化娱乐领域的消费比例增加（分

别高出21.3%、13.2%、7.9%、5.5%）。

夜间经济、数字消费的公众参与度较

高（分别为80.0%和78.7%），79.5%的受访

者认为上海夜间经济“活跃”“比较活跃”。

75.3%的受访者认为上海外籍人士

“显著增加”“略有增加”，71.4%的受访者

认为上海销售的国外品牌数量“显著增

加”“略有增加”，87.8%的受访者认为上海

消费国际化程度“高”“比较高”。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对于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公众感受如何？

超六成受访者消费支出同比增加

■ 顾客在永安百货外贸转内销专柜选购牛仔裤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