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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企無奈轉攻內銷 坦言知易行難
在出口市場受阻的情

況下，一些中國外貿企業
也開始嘗試轉攻內銷市場
。不過知易行難，外貿轉

內銷並非易事。
據江蘇一家外貿服裝企業老闆吳

生介紹，由於外貿訂單大幅減少，公
司庫存急劇上升。迫不得已之下，他
開始動員全體員工轉型為 「微商」 ，
通過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推銷該廠
生產的服裝。

「網紅帶貨」成本高難承受
不過此舉效果並不理想，由於不

懂網絡營銷，下單者都是員工的親友
，數量非常有限。吳生也計劃在淘寶
等電商平台開店，但請教過早已開設
淘寶店的同行後，他有點心灰意冷。

因為吳生長期從事外貿代工，沒
有建立自己的服裝品牌，轉型內銷沒
有任何知名度，若要打開網絡銷路就
需要投入大量廣告費用進行推廣，但

是如今淘寶等平台的推廣費用越來越
高，轉化率卻越來越低。如果採取時
下流行的 「網紅帶貨」 方式，則投入
的資金更多，對於他們這樣的中小企
業來說難以承受。

溫州一家大型外貿鞋廠的業務經
理阿德也認為，外貿企業轉型內銷缺
乏品牌和渠道優勢，特別是像鞋子、
服裝之類的產品產能嚴重過剩，內銷
市場競爭極其激烈，一般的企業很難
脫穎而出。

另外，目前內銷市場也不景氣。
「內銷企業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
阿德說，因為國內的鞋店和商場大多
還沒恢復正常營業，溫州大部分內銷
鞋廠還沒開工，一些已經復工的鞋廠
也只是開發部門復工，生產部門還在
放假。加上疫情影響下，人們消費能
力和消費意願下滑，鞋子的銷量也必
然會不及往年。

南寶樹脂近幾年一直開拓內銷市
場，李寧、安踏等國內知名運動品牌

均是其固定客戶，不過相對而言，內
銷所佔比例較小。該公司董事長孫德
聰認為，疫情同樣會改變國內消費者
的消費習慣，要麼購買量減少，要麼
購買比較便宜的商品，這樣自然會對
內銷市場產生影響。

「誰都知道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
場，外貿企業也都希望能開拓內銷市
場，但是真要做好卻不那麼容易。」
他坦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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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或加速產業鏈去中國化
新冠肺炎疫情在導致

外部市場萎縮的同時，也
讓一些國家和企業的風險
意識增強。專家擔心疫情

將促使部分產業鏈加速 「去中國化」
，從而對中國外貿企業造成更大的衝
擊。

丁佐峰指出，這次疫情讓歐美國
家重新意識到製造業的重要性，從而
積極鼓勵本國製造業企業回流或在第
三國新建工廠。例如，一家英國企業
原本長期從中國進口桌椅，但今年中
國爆發疫情後，開始積極在其他國家
尋找替代生產商。經過調研，這家企
業發現中國桌椅所用的木材也是從東
歐進口，鋼材雖然是中國生產，但在
歐洲完全可以找到替代產品。

這家企業所在的英國地方政府也
積極鼓勵其自建工廠，以擺脫對中國
市場的過度依賴，同時解決本地就業
。於是，該企業迅速決定在英國建廠
生產桌椅，綜合土地、稅收、人工、
原材料等各項成本後，其生產成本甚
至低於中國廠家。

「中美貿易戰和疫情疊加影響，

對外國企業刺激很大。」 南寶樹脂（
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德聰表示，
實際上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很多外國
企業就被迫在其他國家尋找替代供應
商，從而導致一波製造業企業流出中
國。這次疫情又讓更多的外國企業意
識到不能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可能會
進一步加速外資製造業企業回流或到
第三國設廠。

早在2月份，多個著名服裝業品牌
已開始討論將新一季商品生產轉到土
耳其等國。土耳其服裝製造商協會的
負責人哈迪．卡拉蘇（Hadi Karasu）
估算，大約會有中國總訂單量的1%被
轉移到土耳其，當時轉來的新增訂單
已讓土耳其的縫紉機全力運轉起來，
產能升至85%。

「我國供應鏈地位是否牢固，關
鍵看我國企業是否會被替代。」 南京
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巫強認為，我國的
供應鏈地位能否被取代，最終還是取
決於產業配套體系是否完善，供應效
率是否領先，產品質量是否可靠。

他指出，穩定和鞏固我國的供應
鏈地位最關鍵在於提升我國企業的生

產率。例如，日本消費電子企業牢牢
掌握手機、電腦和消費電子類產品的
上游環節，當日本發生地震影響這些
企業正常經營時，對產業鏈產生短期
衝擊，但地震過後，它們依然無法被
替代。

潛在
影響

經 濟 透 視
大公報記者 賀鵬飛

中國外貿企業陷生死危局
「我們鞋廠超過80%的訂單都被取消了，如果剩餘訂單繼續

取消，又沒有新訂單進來，很快就要關門了。」 2月底才因為訂
單大量積壓而被老闆緊急召回工廠復工的阿德，沒想到自己一個
月後竟會面臨失業的危險。

疫情蔓延訂單取消 影響恐超金融海嘯

除一般貿易外，通過
跨境電商出口的貨物也大
受影響。據中國知名的跨
境電商社群 「鷹熊匯」 統

計，目前至少有數百噸小包貨物積壓
無法發出中國，大量中小賣家損失慘
重。

「鷹熊匯」 創始人Mark表示，由
於疫情在歐美國家蔓延，消費者的消費
意願降低，導致跨境電商訂單量下降。
部分亞馬遜賣家已經出現訂單暴跌，訂
單量下滑最多的有60%，而且買家的退
貨率急劇上升。

同時，大量國際航班也因為疫情取
消，導致跨境電商行業物流運力嚴重不
足。目前，除防疫物資等必需品外，亞
馬遜已經暫停接收、配送相關歐美嚴重

疫情區的消費者普通貨物的訂單。
受此影響，大量前期下單的跨境商

品積壓在海關和運輸途中。Mark指出
，如果買家收不到貨就要退款，這樣不
僅貨退不回來，款也收不到，賣家必然
會血本無歸，這很有可能造成大量中小
賣家公司直接倒閉。

跨境物流受阻 賣家損失慘重

阿德是溫州一家大型外貿鞋廠的業
務經理。3月下旬以來，包括這家鞋廠
在內的很多中國外貿企業經歷了一段極
為恐怖的黑暗時刻，大量訂單因為新冠
肺炎疫情蔓延而被突然取消或暫停，一
些外貿企業頓時陷入生死危局。

鞋廠訂單劇減八成
隨着疫情在全球大規模爆發，各國

紛紛採取嚴格的防控措施，工廠停工、
商店停業，乃至封鎖城市和邊境，從而
導致外部市場急劇萎縮。在高度全球化
的今天，這必然會波及產業鏈上下游的
眾多企業。

阿德所在的鞋廠主要從事時尚女鞋
的開發和生產，產品長期出口歐美市場
。從3月中旬開始，該廠就有歐美客戶
陸續取消訂單，但只佔訂單量的不到
20%。3月20日以後，取消訂單的客戶
突然暴增，至26日已有超過80%的訂單
取消，取消的理由無一不和疫情有關。

「一天一個變化，上周的訂單還能
撐到7月份，這周的訂單就只夠做到5月
了。」 阿德說，雖然目前也有一些訂單
進來，但都是小單，根本無法滿足生產
需求。

「還有比我們更慘的，溫州好幾家
大型外貿鞋廠已經通知全體員工，從4
月開始放無薪假，至少放到5月底，到
時候再根據訂單情況決定是否復工。」
他坦言，現在外貿行業人心惶惶，不光
是鞋廠，其他工廠也好不到哪裏去。

事實也確如其言，在紡織業重鎮紹
興柯橋，當地一份行業調查報告顯示，
有78.4%的紡織企業表示訂單在減少，
64.8%的企業反映已有的訂單被客戶取
消。更為嚴重的是，近期溫州和東莞等
地相繼爆出多家知名企業倒閉或 「放假
」 的消息。例如，位於東莞茶山鎮的港
資企業泛達玩具有限公司就因為外貿訂
單取消，導致公司資金鏈斷裂而宣布結
業；東莞精度表業有限公司也因最大客
戶美國Fossil取消訂單，面臨隨時關停
的風險，不得不宣告放假三個月，同時
接受全體員工辭職。

企業坦言形勢恐怖
全球知名的鞋用膠大廠南寶樹脂也

受到波及。 「鞋廠都不生產了，我們的
膠水當然也賣不出去，訂單一直在陸陸
續續喊停。」 南寶樹脂（中國）有限公
司董事長孫德聰無奈說道。

南寶樹脂是Nike、Adidas等70多個
國際品牌的指定鞋膠產品供應商，市佔
率超過五成以上。隨着Nike、Adidas等
國際品牌紛紛關閉全球門店，同時，包
括東京奧運會在內的全球所有大型體育
賽事全部喊停，這些都對運動鞋上下游
產業造成巨大衝擊。

江蘇一家主營帳篷、遮陽傘等戶外
用品的外貿企業合夥人丁佐峰說，實際

上，在今年1月中國爆發疫情之初，就
有外國客戶取消部分訂單，只是所佔比
例較小，沒有現在這樣恐怖。

中國生產的戶外用品在歐美市場非
常暢銷，以往每年的這時候正是國外客
戶出貨的旺季，但今年全行業都頗為冷
清。丁佐峰的企業訂單雖然暫時比較穩
定，但他坦言： 「現在很慌很慌，每天
都在和客戶溝通跟進，生怕客戶取消訂
單。」

為幫助外貿企業減少損失，此前中
國各地商務部門和貿促會曾為外貿企業
出具不可抗力事實性證明。而今，一些
國外進口企業也以同樣的理由取消訂單
，甚至拒絕對中國出口企業已經產生的
成本進行賠償。

據丁佐峰介紹，很多國外客戶在下
單的時候並不會支付訂金，而是開具信
用證。但由於疫情期間很多國際航班停
運，交貨時間自然會受到影響，一旦國
外客戶不願意申請展期，那麼信用證超
過有效期後就是一張廢紙，出口方無疑
會損失慘重。

丁佐峰一位朋友的企業承接了英國
客戶價值數百萬元（人民幣，下同）的
重力毯訂單，沒想到近日7個集裝箱的
貨物全部裝箱等待起運時，英國客戶突
然通知延遲交貨，這家企業將不得不承
擔全部損失。

「今年的形勢恐怕比2009年金融海
嘯的時候還要糟糕。」 孫德聰憂心忡忡
地說，金融海嘯爆發時，絕大多數工廠
關停的時間都很短， 「馬上就回過神來
了，但是這一次一般預估時間會比較長
，市場什麼時候恢復還不知道。」

疫情打擊消費需求
他分析道，歐美市場是消費的主體

，但在兩、三個月沒有工作收入的情況
下，很多歐美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就會下
降，由此可能對中國產品出口乃至整個
世界經濟景氣產生很大影響。

對此，丁佐峰也表示認同。他分析
，在收入減少的情況下，消費者自然會
削減非生活必需品的開支，而且可能會
降低消費頻率。以帳篷為例，以往歐美
消費者一般用完一個夏天甚至只用一次
就會換新，但疫情過後，他們可能減少
外出度假的次數，以及選擇重複使用帳
篷，從而會影響到中國帳篷的出口量。

作為在鞋廠工作二十幾年的資深員
工，阿德也不得不擔憂起工廠和自己的
未來。他所在的鞋廠共有2000多名員工
，每月光工資一項支出就超過1000萬元
，這還不算社保、餐飲等其他支出。如
果沒有新的大額訂單進來，立刻就會陷
入困境。

重壓之下，這家鞋廠已經開始裁員
。 「行政人員已裁掉一大半了，如果裁
到我頭上，工廠也要關門了。」 說到這
裏，阿德惟有苦笑幾聲。

特別嚴重，將導致虧損

嚴重，經營暫時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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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經營穩定可以承受

沒有明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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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給企業帶來的損失預計

來源：中國中小企業協會

▲有專家擔心疫情將促使部分產業鏈加
速 「去中國化」 ，從而對中國外貿企業
造成更大的衝擊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一些中小企開始轉型，藉社交平台
推銷產品 新華社

▲大量國際航班因疫情取消，導致跨境
電商行業物流運力嚴重不足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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