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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非洲 “软连接” 和 “硬基础” 设施的改善ꎬ Ｊｕｍｉａ
等跨境电商平台应运而生ꎬ 满足新兴消费群体购物需求ꎮ 然而ꎬ 用户需

求多元化、 区域分布异质性、 单品进口成本高以及供应链缺乏弹性等因

素ꎬ 正制约非洲跨境电商进一步发展ꎮ 为推动跨境电商从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增长ꎬ “跨境电商 ＋海外仓” 模式将成为提升物流效率和优化供

应链管理的优先选择ꎮ 通过对以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和 ＢＵＦＦＡＬＯ 为代表的非洲海

外仓运营主体的分析可以看出ꎬ 该区域海外仓正面临着前期区域布局缺

乏统筹、 中期投入成本高、 库存周转率低以及后期本土化运营难度大等

困境ꎮ 为此ꎬ 非洲跨境电商与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

“八项行动” 紧密对接ꎬ 基于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和共享的理念ꎬ
统筹区域布局、 加大融资支持以及调整运营策略ꎬ 共建 “小而美” 海

外仓项目ꎬ 实现中非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ꎮ
关 键 词　 中非跨境电商 “小而美” 海外仓　 高质量发展　 “一带

一路” 倡议

作者简介　 成超超ꎬ 广州华立学院中级经济师ꎬ 第三期援埃塞俄比

亚农业职业教育项目专家 (广州　 ５１１３２５)ꎻ 文春晖ꎬ 湖南农业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ꎬ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会副会长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５)ꎮ

数字经济与物流革命推动着非洲生产和贸易关系转型ꎮ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管

理局统计ꎬ 非洲地区在线购物消费者将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３ ３４ 亿人增加到 ２０２５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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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９ 亿人ꎬ① 跨境电子商务将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建 “数字丝绸之路” 的新

领域ꎮ 为把握数字贸易发展机会ꎬ 缩小与其他地域经济差距ꎬ 非洲国家正推动产

业数字化转型ꎮ 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建成ꎬ 区域内要素流动更加顺畅ꎬ 各国电子

商务企业跨过国界ꎬ 推动非洲跨境电商迅速发展ꎬ 成为区域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

擎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 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

式ꎬ 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八项行动ꎮ② 中方将创建 “丝路电

商” 合作先行区ꎬ 开展务实合作ꎬ 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 “小而美” 民生项目

建设ꎮ 在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理念引领下ꎬ 开展以海外仓为代表的 “小而美”
民生项目ꎬ 对推动中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ꎬ 提升非洲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

位ꎬ 具有重要价值ꎮ
就中非跨境电商与海外仓研究而言ꎬ 学界普遍采用质性研究ꎮ 关于中非跨境

电商的研究集中于分析发展态势、 影响因素以及合作路径等方面ꎬ 较少单独分析

非洲仓储设施ꎬ 部分研究以海外仓运营为主体进行案例分析ꎬ 但更多文献将海外

仓视为跨境电商的物流附属ꎮ 现有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针对非洲跨境

电商发展态势的研究ꎬ 如张夏恒、 马天山分析了非洲跨境电商发展现状与问

题ꎻ③ 二是运用特定理论分析非洲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因素ꎬ 如李继玲、 张夏恒

采用扎根理论ꎬ 探索中非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因子ꎻ④ 三是中非跨境电商发展的

合作路径ꎬ 如黄梅波、 段秋韵从 “数字丝路” 视域考察中非电子商务合作方

向ꎬ⑤ 陈瑶、 肖宇则立足 “一带一路” 背景分析中非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ꎻ⑥ 四

是中非跨境电商面临的动力与阻碍ꎬ 以及非洲海外仓在提升物流效率中的作用ꎬ
如许小平、 秦杰对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公司的研究ꎻ⑦ 五是中非跨境物流服务发展现状研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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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邓黎对 ＢＵＦＦＡＬＯ 公司的案例分析ꎻ① 六是部分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物流效

率的研究ꎬ 如朱莉娅德夫林 ( Ｊｕｌｉａ Ｄｅｖｌｉｎ) 等考察了北非地区的贸易物流

效率ꎮ②

目前关于中非跨境电商和海外仓的研究ꎬ 学者们大多围绕二者的发展现状和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 普遍认为中非有必要开展合作ꎬ 实现跨境电商健康发展ꎮ 但

是现有研究未能全面反映海外仓在推动中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中的独特优势ꎬ
缺乏分析二者耦合性的文章ꎮ 受限于非洲地形特殊、 基础设施不完善、 工业化进

程落后等因素ꎬ 跨境电商在该地区开展 “小而美” 海外仓建设非常必要ꎮ 因此ꎬ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立足非洲大陆发展现状ꎬ 基于中非共建海外仓视角ꎬ 分析

“小而美” 海外仓建设与中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性ꎬ 丰富关于非洲跨境

电商高质量发展的研究ꎬ 为中非跨境电商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ꎮ
与此同时ꎬ 本研究还存但还存在以下待改进和提升之处: 一方面ꎬ 尽管采用

质性研究方法ꎬ 能够深入探讨中非海外仓建设与跨境电商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ꎬ
但是缺乏定量数据作为支撑ꎬ 难以全面衡量建设海外仓对跨境电商的具体影响和

传导机制ꎻ 另一方面ꎬ 受限于样本和案例的可获得性ꎬ 仅选取部分海外仓进行分

析ꎬ 未能覆盖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海外仓运营主体ꎮ 未来可以结合定量分析方法ꎬ
并扩大样本范围ꎬ 增强研究结论的适用性ꎮ 这样不仅能为非洲跨境电商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ꎬ 还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数字化转型提供宝贵的

路径借鉴ꎮ

非洲跨境电商发展态势与建设海外仓必要性

跨境电商ꎬ 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ꎬ 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易人员ꎬ 运用互

联网和相关信息平台实现贸易在线交易ꎬ 本质是将传统国际贸易网络化ꎮ③ 海外

仓ꎬ 即海外仓储ꎬ 特指外贸企业到海外建设或租赁第三方仓库ꎬ 通过海陆空或国

际多式联运方式ꎬ 将库存商品提前运送至仓库ꎬ 使跨境电商在产品多样性、 区域

广泛性、 产品成本和供应链稳定性等方面ꎬ 都得到一定提升ꎮ④ 随着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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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和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ꎬ 非洲跨境电商市场的潜力逐渐释放ꎬ 电商

市场在经济活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ꎮ 与此同时ꎬ 用户需求、 区域分布、 单

品成本以及供应链弹性等因素ꎬ 制约着非洲跨境电商的进一步发展ꎮ 为此ꎬ “跨
境电商 ＋海外仓” 运营模式应运而生ꎮ

(一) 非洲跨境电商发展态势

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对外贸易深度融合ꎬ 跨境电商为非洲大陆提供了新的经

济增长点ꎮ 非洲跨境电商营收额在近五年翻了一番ꎬ 用户数量不断增长ꎬ 但也面

临行业间营收差距较大、 用户分布区域差异明显、 单件商品进口成本高以及供应

链缺乏弹性等困境ꎮ
１ 总营收保持增长ꎬ 产品呈多元化趋势

非洲电商营收在波动中上升ꎮ 受全球疫情冲击、 供应链中断等不利因素

影响ꎬ ２０２３ 年非洲电商收入有所下降ꎬ 但从长期来看ꎬ 非洲电商总体营收

仍将呈现上升趋势ꎮ 一方面ꎬ 非洲电商收入预计将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７４ ５ 亿美

元增长至 ２０２５ 年的 ６９７ 亿美元ꎬ 这使其成为全球电商收入中不可忽视的组

成部分ꎮ① 另一方面ꎬ 尽管非洲电商收入增长较快ꎬ 但其占全球电商收入的比

重不到 １％ ꎬ 这也体现出非洲电商市场有很大发展潜力ꎮ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

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ꎬ ２０２３ 年非洲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 １９ 岁ꎬ 这一数值低

于全球 ３０ ４ 岁的年龄中位数ꎬ 大量年轻群体的存在为非洲电子商务市场发展

奠定了用户基础ꎮ②

非洲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产品呈多元化特征ꎬ 行业间营收差距较大ꎬ 消费者

主要购买时尚产品、 电子与媒体产品ꎮ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ꎬ 时尚产品营收将达到 １３４
亿美元ꎬ 是消费者购买最多的种类ꎬ 这主要得益于非洲年轻人对时尚产品的追求

和互联网社交媒体影响ꎮ Ｔｉｋ Ｔｏｋ 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在非洲广泛使用ꎬ 使得时尚品牌广

告更容易接触目标消费者ꎬ 从而推动时尚产品线上销售额增加ꎮ 电子与媒体产品

销售营收预计达到 １１２ 亿美元ꎬ 这与科技产品普及和数字内容消费增加密切相

关ꎮ 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的普及ꎬ 让更多消费者能够快捷地访问

在线内容和服务ꎮ 此外ꎬ 随着教育和娱乐领域消费者对数字内容需求的增加ꎬ 电

子与媒体产品的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大ꎮ 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ꎬ 从 ２０２１ 年到 ２０２５
年ꎬ 非洲电商各行业收入都将迎来较大增幅ꎬ 其中玩具和 ＤＩＹ 产品最具有潜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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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产阶级崛起和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ꎬ 消费者对高质量、 个性化产品的需求

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发展ꎬ 预计收入将增长至 ７４ 亿美元ꎮ①

２ 用户数量持续增加ꎬ 区域分布呈异质性

非洲电商用户数量持续增长ꎬ 电商普及率稳步提高ꎮ 据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

估计ꎬ 到 ２０２５ 年非洲电子商务用户将突破 ５ 亿大关ꎬ 渗透率将达到 ４０％ ꎬ 是

２０１７ 年 １ ３９ 亿用户的 ３ 倍多ꎬ 这意味着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１７％ ꎮ② 欧美和亚

洲市场的电商渗透率已趋于稳定ꎬ 电商市场处于发展的 “红海期”ꎬ 各大平台只

能在存量市场中争夺份额ꎮ 受限于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不完善ꎬ 非洲电商市场渗

透率相对较低ꎮ 然而ꎬ 随着各项硬件设施不断完善ꎬ 未来非洲电商用户数量和渗

透率将不断提高ꎮ

图 １　 按行业划分的非洲电商收入

资料来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

非洲电商用户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ꎬ 消费主要集中在数字基础设施较为

健全的国家ꎮ 非洲最大的电商平台 Ｊｕｍｉａꎬ 是首个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非洲科创

公司ꎬ 总部位于尼日利亚ꎬ 每月有超过 ３２００ 万用户访问ꎬ 其用户数量超过非洲

另外五大电商平台用户总和ꎮ 紧接其后的是南非的 Ｔａｋｅａｌｏｔ ｃｏｍ 和埃及的 Ｓｏｕｑꎬ
这两个平台月度用户访问量均超过 １０００ 万次ꎮ 第四位是尼日利亚的 Ｋｏｎｇａꎬ 每月

访客量为 ３００ 万人次ꎮ 第五位是南非的 Ｂｉｄｏｒｂｕｙꎬ 每月用户访问量为 １５０ 万人次ꎻ
最后一位是肯尼亚的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ꎬ 每月用户访问量为 ５０ 万人次ꎮ③ 前六大电商平台

中ꎬ 尼日利亚和南非各有两个ꎬ 埃及和肯尼亚各一个ꎮ 尼日利亚两亿的人口总

量、 增长的中产阶级和较为完善的互联网技术ꎬ 为其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强大动

５７

①
②
③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ｂｉｄ
Ａｎｎａ Ｆｌｅｃｋ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Ｇｉａｎｔｓ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ꎬＭａｙ ２７ꎬ２０２２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ｃｏｍ / ｃｈａｒｔ / ２７５２７ / ａｆｒｉｃａｓ － ｐｏｐｕｌａｒ －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ꎬ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ｅ １０ꎬ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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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ꎮ 南非电子商务起步较晚ꎬ 但发展速度较快ꎬ 网民渗透率居非洲领先水平ꎮ 肯

尼亚布局电商市场较晚ꎬ 但发展速度也较快ꎬ 其电商平台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访客量位居非

洲第六ꎬ 目前已有来自非洲和中国的 １ 万多名卖家入驻ꎬ 该平台还提供在线支付

系统 Ｌｉａｐａｙ 和物流系统 Ｋｉ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ꎮ

图 ２　 非洲六大电商平台

资料来源: Ａｎｎａ Ｆｌｅｃｋꎬ“Ａｆｒｉｃａ’ｓ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Ｇｉａｎｔｓ. ”

３ 商品依赖进口ꎬ 单件商品成本较高

非洲工业化进程落后ꎬ “非洲制造” 短期内难以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ꎮ
尽管非洲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ꎬ 如原油、 黄金以及钻石等ꎬ 但此类资源多作

为初级商品出口ꎬ 难以转化成日用品满足本土用户需求ꎮ 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ꎬ
非洲对于电子产品、 服装等快时尚商品需求增加ꎬ 当地民众只能通过进口商品来

满足消费需求ꎮ① 在非洲电商市场中ꎬ 各国用户分布和需求量相对分散ꎬ 厂家无

法通过集中发货来降低每件商品的运输费用ꎬ 使得商家在各个国家都面临更高的

运营成本ꎮ 需求量分散使商家难以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整体物流开销ꎬ 进而影响利

润空间和市场竞争力ꎮ 如果商家选择空运零散货物ꎬ 就不得不经过国际物流运输

的多个环节ꎬ 包括运输、 清关和仓储等ꎮ 由于每批货物量较小ꎬ 无法实现规模经

济效应ꎬ 这直接导致单件产品的运输和清关费用增加ꎬ 进而提高了商品进口成

本ꎮ 上述成本增加不仅削弱了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ꎬ 也可能影响消费者的

购买意愿ꎬ 从而限制电子商务在非洲市场的扩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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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汉智: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与中非合作»ꎬ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１８—
１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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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供应链缺乏弹性ꎬ 整体抗风险能力不足

在应对 “黑天鹅” 事件和节假日订单激增等突发情况时ꎬ 非洲跨境电商供

应链呈现刚性特征ꎬ 难以及时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户需求ꎬ 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弱ꎮ
例如ꎬ 新冠疫情作为典型的 “黑天鹅” 事件ꎬ 造成全球范围内港口拥堵和航班

取消ꎬ 导致跨境物流延误和运输成本大幅上升ꎬ 直接影响了商品供给链正常运

转ꎮ 非洲物流网络稳定性和运力下降ꎬ 使得许多电商企业面临商品供应不足的挑

战ꎮ 在每年的 “黑色星期五” 和圣诞节期间ꎬ 订单数量通常会出现大幅增长ꎬ
然而非洲电商平台受限于物流和库存管理能力ꎬ 难以有效应对需求激增的情况ꎮ
物流网络瓶颈、 仓储设施不足以及供应链的刚性特征ꎬ 导致非洲电商平台在订单

高峰期时效率低下ꎬ 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的矛盾ꎮ

(二) 建设海外仓的必要性

在跨境电子商务业务流程中ꎬ 海外仓作为新型物流模式ꎬ 可以实现商品从东

道国仓库直接派送给客户ꎬ 有效提升配送效率与客户满意度ꎮ 目前ꎬ 非洲海外仓

建设也在加速ꎬ 主要采用自建、 第三方外包ꎬ 以及与亚马逊合作等模式ꎮ 电商企

业通过海陆空运等形式将货物提前运送到非洲海外仓ꎬ 以便在客户下单后能够及

时响应他们的需求ꎬ 快速将商品从仓库配送至客户所在地ꎮ
１ 满足多元化需求ꎬ 提升整体营收能力

非洲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呈现多元化特征ꎬ 更倾向于购买时尚产品及电子与媒

体产品ꎬ 为满足多元化的消费需求ꎬ 跨境电商可以通过建设海外仓提升整体营收

水平ꎮ 首先ꎬ 时尚产品往往受季节和潮流影响ꎬ 消费者更期待获取新品ꎬ 实现对

于当下潮流的追赶ꎮ 海外仓可以提前将产品储存在目的地ꎬ 提供合适的储存环境

和防护措施ꎬ 实现快速配送ꎮ 其次ꎬ 科技进步加速了电子产品更新换代ꎬ 非洲消

费者对于最新设备和内容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ꎬ 这促使电商企业提升物流效率ꎮ
通过建设海外仓ꎬ 电商企业可以提升配送效率ꎬ 满足非洲用户对高频更新产品的

需求ꎬ 让消费者能够更快享受到新品带来的价值体验ꎮ 最后ꎬ 海外仓可以通过分

类管理满足多种消费需求ꎬ 尤其是体积较大的 ＤＩＹ 商品以及对质量要求较高的玩

具产品ꎬ 这些产品对于仓储和运输有着更严苛的要求ꎮ 依赖自建海外仓ꎬ 跨境电

商平台可为新兴市场提供更加便捷的物流支持ꎬ 从而改善整体经营状况ꎬ 促进电

商市场长远发展ꎮ
２ 实现分区逐级布局ꎬ 优化服务质量

通过分区逐级布局的海外仓体系ꎬ 电商平台可以灵活应对非洲市场的区域差

异ꎬ 精准满足用户需求ꎬ 提升整体服务质量ꎮ 一方面ꎬ 非洲电商用户分布存在明

显的区域差异ꎬ 主要集中于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国家ꎬ 各区域的线上购物需

７７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求存在较大差异ꎻ 另一方面ꎬ 在非洲地区ꎬ 大部分工业产品尚无法自主生产ꎬ 大

量依赖进口ꎬ 但发货商和收件人位于不同大陆ꎬ 导致非洲跨境电商商品的退换货

流程缓慢ꎬ 这也抑制了消费者在跨境电商平台购物的积极性ꎮ 为此ꎬ 跨境电商平

台可以通过分区逐级布局海外仓ꎬ 在需求较高、 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区域ꎬ 如尼日

利亚、 南非、 埃及等国设立海外仓ꎬ 建立一级仓储中心ꎬ 以满足集中市场的大订

单处理需求ꎮ 在此基础上ꎬ 根据各区域需求密集度ꎬ 在次级市场设立二级仓储中

心ꎬ 进一步覆盖临近区域ꎮ 此外ꎬ 对于需求较小的边缘市场ꎬ 通过设立微型仓或

者共享仓ꎬ 确保偏远地区用户也能获得较快的物流体验ꎮ 最后ꎬ 分区逐级布局的

海外仓还可以充当本地化的服务中心ꎬ 让用户在较短时间内实现退换货处理ꎬ 增

强用户对平台的信任感ꎬ 提升服务质量ꎬ 增加用户粘性ꎮ
３ 达成规模经济ꎬ 降低物流成本

跨境电商企业通过自建海外仓ꎬ 将商品从母国批量运送至海外仓库ꎬ 能形成

规模效应ꎬ 降低整体物流成本ꎮ 如果跨境电商企业将单件商品直接从原产地配送

给客户ꎬ 不仅需要承担较高的运输成本ꎬ 而且运输时间也将大幅延长ꎮ 通过自建

海外仓ꎬ 跨境电商企业能够大批量、 一次性将商品运至海外仓库ꎬ 再从当地仓库

直接发货给消费者ꎬ 这不仅降低了单次运输成本ꎬ 还减少了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损坏和丢失风险ꎮ 此外ꎬ 批量运送商品可以减少商品出入关安检次数ꎬ 节省时

间和人力成本ꎮ 尽管初期海外仓建设成本较高ꎬ 但是电商平台若能实现稳定的商

品销售ꎬ 控制仓库空置率ꎬ 海外仓就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ꎬ 固定成本将被分

摊ꎬ 货物的单位物流成本也随之降低ꎮ 此外ꎬ 自建海外仓模式下ꎬ 平台可以高效

控制商品分拣、 派送、 库存数量以及订单发送ꎬ 便于提高库存商品周转率ꎬ 实现

平台对业务环节全链条掌控ꎮ
４ 稳定供应链ꎬ 减少价格波动

海外仓将商品前置储存ꎬ 采用 “空间换取时间” 的形式ꎬ 确保商品能够及

时供应ꎬ 避免价格波动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ꎮ 在新冠疫情期间ꎬ 国际客货运航班

大幅减少ꎬ 空运能力迅速下降ꎻ 海运也遭遇集装箱短缺、 部分货运航线中断的困

境ꎬ 企业货物无法及时保量地发送出去ꎮ 货品短缺叠加物流运输成本上涨ꎬ 导致

非洲商品价格大幅上涨ꎮ 此外ꎬ 在新冠疫情初期ꎬ 消费者恐慌性购买物资ꎬ 加剧

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平衡ꎬ 进一步推动商品价格上升ꎬ 影响高度依赖进口的非洲

市场发展壮大ꎮ① 然而ꎬ 拥有海外仓的非洲跨境电商企业ꎬ 却能抓住跨境业务迅

８７

① Ｓｕｂｉｒ Ｂａｉｒａｇｉꎬ Ａｓｈｏｋ Ｋ Ｍｉｓｈｒａ ａｎｄ Ｋｈｏｎｄｏｋｅｒ Ａ Ｍｏｔｔａｌｅｂꎬ “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ｏｎ Ｆｏｏｄ Ｐｒｉｃ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ｏｒ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ｓｈａｂｌ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ꎬ”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Ｍａｒｃｈ ３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ｐｌｏｓ ｏｒｇ / ｐｌｏｓｏｎ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ｄ ＝ １０ １３７１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ｏｎｅ
０２６４３５５ꎬ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ｅ １４ꎬ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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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加的机会ꎬ 减缓突发事件对平台供应链的冲击ꎮ 在新冠疫情期间ꎬ 海外仓提

升了非洲电商供应链的稳定性ꎬ① 发挥了 “调节器” 削峰填谷的功能ꎬ 减少商品

价格波动ꎬ 提高电商平台抗风险能力ꎮ

非洲海外仓发展现状与困境

在非洲跨境电商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ꎬ 海外仓建设成为提升物流效率和优

化供应链管理的关键手段ꎮ 作为中非开展海外仓建设的代表性企业ꎬ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和
ＢＵＦＦＡＬＯ 采取了不同的发展策略ꎮ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通过全链条业务模式ꎬ 覆盖从集货到

售后的各个环节ꎬ 提升全平台的竞争优势ꎮ ＢＵＦＦＡＬＯ 则专注于跨境物流和仓储

服务ꎬ 通过建立标准海外仓和保税仓ꎬ 提升物流时效性ꎬ 降低整体成本ꎮ 了解中

非海外仓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其面临的困境ꎬ 对于推动跨境电商健康发展至关

重要ꎮ

(一) 非洲海外仓发展现状: 以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和 ＢＵＦＦＡＬＯ 为例

跨境电商平台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成立于肯尼亚ꎬ 以 “丰富非洲人民的生活” 为使命ꎬ
主要为当地消费者提供来自中国的产品ꎮ 该平台已覆盖加纳、 肯尼亚、 尼日利亚

等国ꎬ 面向不同地域提供常用家具和智能设备产品ꎬ 其中中国卖家占比达七成ꎮ
作为中非跨境电商合作的典范ꎬ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为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ꎬ 以及非洲农

产品和原材料流入中国市场ꎬ 搭建了一座新的桥梁ꎮ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根据非洲特有的社

会环境和自然条件ꎬ 制定了本土化运营战略ꎬ 并选择与本地区的新媒体公司合作

进行品牌营销ꎮ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目前尚未开展自营商城业务ꎬ 全部商品都来自第三方企

业ꎬ 属于 Ｂ２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平台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ꎬ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注册用户量已超过 １０００ 万ꎬ 活跃用户量超过 ７２０ 万ꎬ

产品复购率达到 ５０％以上ꎬ 拥有 １ ２ 万家线下门店ꎬ 正逐渐成为东非地区领先的

购物平台ꎮ② 主要物流模式包括海外直邮方案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ꎬ ＧＳ) 与海外仓

方案 (Ｆｕｌ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 ｂｙ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ꎬ ＦＢＫ)ꎬ 海外直邮方案是指商品从第三国直接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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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Ｉｋｅｎｎａ Ｅｍｅｗｕꎬ“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ｏｖｅｒ ２０００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ｓ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Ｃｅｎｔｒｅ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３ꎬ２０２２ꎬ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ｃｅｎｔｒｅ ｏｒｇ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３ /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ｏｐｅｒａｔｅ － ｏｖｅｒ － ２０００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ｓꎬ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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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消费者所在地ꎬ 海外仓方案是指商户预先将商品批量邮寄到消费者所在地的海

外仓ꎮ 通常而言ꎬ ＧＳ 时效在 １５ ~ ３０ 天ꎬ ＦＢＫ 时效为 １ ~ ５ 天ꎮ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已形成集

支付、 清关、 仓储与配送为一体的综合平台ꎬ 使跨境电商业务得以简化ꎬ 降低了

外域企业进入非洲市场的门槛ꎬ 形成其核心优势ꎮ

图 ３　 ＧＳ 和 ＦＢＫ 流程图

ＢＵＦＦＡＬＯ 是中非线上贸易物流服务提供商ꎬ 总部设在上海ꎬ 非洲分部设在

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ꎮ 公司运用自身的信息化管理系统ꎬ 实现和南非报关系

统、 银行系统以及本土物流公司之间的对接ꎮ① 此外ꎬ 该企业建立了自有保税仓

和海外仓ꎬ 在机场附近建设独有的快速入仓通道ꎬ 实现中国到南非物流配送服务

流程全覆盖ꎮ 公司已取得全链条牌照ꎬ 依靠整合本地仓、 跨境仓、 空运订舱以及

跨国快件ꎬ 将每件商品跨境物流成本降至 １０ ~ ３０ 元ꎬ 时效性也不断增强ꎮ 从上

海寄送快递到南非约翰内斯堡ꎬ 只需要 ３６ 个小时ꎬ 寄到南非其他地区需 ３ ~
７ 天ꎮ②

不同于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的全链条业务ꎬ ＢＵＦＦＡＬＯ 海外仓业务集中于跨境物流和仓储

服务ꎮ 该公司在南非建立了 ５０００ 平方米的标准海外仓和 ６５００ 平方米的保税仓ꎬ
业务涵盖国内集货仓、 国际运输、 清关以及本地派送等服务ꎮ ＢＵＦＦＡＬＯ 海外仓

由中国和非洲两地运营团队推出ꎬ 将出口货物成批量运输至南非海外仓ꎬ 实现在

南非本地销售、 配送、 售后等ꎬ 极大地缩短配送时间ꎬ 也能够减少清关障碍ꎮ 同

时ꎬ 批量运输降低了成本ꎬ 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ꎮ 当前 ＢＵＦＦＡＬＯ 海外仓日均订

单处理量已达 ２ 万单ꎬ 通过高效的信息处理系统ꎬ 能够实现发货时效小于 ２４
小时ꎮ

(二) 非洲海外仓发展困境

尽管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和 ＢＵＦＦＡＬＯ 海外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ꎬ 但也面临诸多难题ꎮ
区域布局缺乏统筹、 前期投入成本高昂、 产品易积压以及本土化运营难度大等ꎬ
严重制约了海外仓综合效能的发挥ꎬ 不仅增加了海外仓企业运营的复杂性和成

０８

①

②

邓黎: «中非跨境物流服务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基于 ＢＵＦＦＡＬＯ 的案例»ꎬ 第 ８５—
８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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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ꎬ 也对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提出更高要求ꎮ 要实现非洲跨境电商可持续发

展ꎬ 深入分析海外仓建设面对的困境ꎬ 显得尤为必要ꎮ
１ 区域布局缺乏统筹

首先ꎬ 在海外仓建设选址上ꎬ 非洲电商企业缺乏协同规划ꎬ 未形成布局合

理、 联动高效的服务网络ꎮ 区域分布呈现出不均衡态势ꎬ 海外仓主要分布在基础

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ꎮ ＢＵＦＦＡＬＯ 首先选择在南非建仓ꎬ 因为该国拥有发达的公

路、 铁路和航空运输网络ꎬ 有助于实现高效的货物运输和配送ꎮ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将总部

设立在肯尼亚ꎬ 因为当地互联网和移动支付技术在非洲处于领先地位ꎬ 移动支付

平台 Ｍ － Ｐｅｓａ 在肯尼亚非常普及ꎬ 能够促进电子商务发展ꎬ 方便消费者进行在线

购物和支付ꎮ 此外ꎬ 在东部非洲ꎬ 连接肯尼亚、 乌干达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北部走廊”ꎬ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加强ꎬ 内罗毕建造了超过 １５ 万平方米的优质仓

库ꎮ 其次ꎬ 在一些关键区域和国家ꎬ 特别是海上战略支点布局尚不完善ꎬ 苏伊士

运河、 直布罗陀海峡等海上重要枢纽建设有待统筹规范ꎮ 货运枢纽、 物流中心、
机场中转中心、 海外仓库等陆上核心支点ꎬ 资源整合效果欠佳ꎮ 海外仓区域布局

缺乏统筹ꎬ 不仅增加了物流成本ꎬ 还削弱了供应链稳定性和灵活性ꎮ 统一规划海

外仓布局ꎬ 优先在海上贸易节点和重要物流枢纽布局建设ꎬ 对非洲电商企业更好

利用域内外物流资源ꎬ 提升非洲跨境电商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关键性意义ꎮ
２ 前期投入成本较高

海外仓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ꎮ 首先ꎬ 在前期建设时就需要投入大量资

金ꎬ 主要包括建仓和劳务成本两部分ꎬ 非洲国家普遍缺乏资金ꎬ① 这使得大规模

建设和运营海外仓面临较大资金成本压力ꎮ ＢＵＦＦＡＬＯ 在南非投资 ５０００ 平方米的

标准海外仓ꎬ 占用了公司大量的流动资金ꎮ 其次ꎬ 仓库建成后的管理费和服务费

占据维护费用的主要部分ꎮ 此外ꎬ 为解决物流行业 “最后一公里” 难题ꎬ 海外

仓需要提供包装、 配送和售后服务ꎬ 也增加了整体成本ꎮ 再次ꎬ 海外仓外派人员

劳务成本普遍居高ꎬ 员工在异国工作ꎬ 需要适应新的环境ꎬ 通常需要额外生活补

贴和福利ꎬ 这也提高了海外仓运营成本ꎮ 最后ꎬ 由于自建海外仓需要庞大的资金

支持ꎬ 所以很多中小型跨境电商企业采用租借形式ꎬ 与其他出口企业共用海外

仓ꎬ 既能即时为买家提供商品ꎬ 也可以减轻资金约束压力ꎮ 尽管租赁仓库无须投

入建设资金ꎬ 但也要支付租金和保证金ꎮ 对于跨境电商平台而言ꎬ 仓储设施受制

于第三方ꎬ 不利于平台把控物流环节ꎬ 尤其是在物流高峰期或者遇到突发事件ꎬ
物流效率和客户满意度会受到影响ꎮ

１８

① 周亚敏: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中非绿色发展合作»ꎬ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６—６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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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仓内产品易积压

非洲跨境电商市场尚处于不成熟阶段ꎬ 难以准确预测消费者的行为和偏好ꎬ
导致海外仓容易出现库存积压的情况ꎮ 首先ꎬ 非洲电商市场的消费者需求波动较

大ꎬ 受宗教习惯和季节影响较为明显ꎮ 在斋月期间ꎬ 塞内加尔电商平台 Ｒａｐｉｄｏｓ
为消费者提供日常生活用品数量增长 ９０％ ꎮ 在南非ꎬ 由于季节性需求发生变化ꎬ
提供食品和药品的 ＯｎｅＣａｒｔ 宣布其业务量激增 ５００％ ꎮ① 这导致电商平台在平时大

量储存商品ꎬ 进而影响整体商品周转率ꎮ 其次ꎬ 由于非洲市场的商品来自不同供

应商ꎬ 质量较难把控ꎮ 消费者在收到货物后ꎬ 发现与预期不符ꎬ 退货率上升ꎬ 也

容易造成产品积压ꎮ 此外ꎬ 如果滞销产品要运回跨境电商母国ꎬ 会产生额外运费

和清关费用ꎬ 给跨境电商平台带来经济负担ꎮ
４ 本土化运营难度大

非洲有 ５４ 个国家ꎬ 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文化、 语言、 支付方式以及法律制

度ꎬ 各地区差异给海外仓本土化运营带来诸多挑战ꎮ 首先ꎬ 非洲各区域文化差异

较大ꎬ 北非国家深受阿拉伯文化影响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保留了更多传统文

化ꎮ 这要求跨境电商企业在产品选择、 营销策略和客户服务等方面ꎬ 进行本土化

调整ꎮ 此外ꎬ 非洲大陆有超过 ２０００ 种语言ꎬ 尽管英语、 法语和阿拉伯语是主要

官方语言ꎬ 但许多地区还使用本地语言ꎮ 就 Ｋｉｌｌｍａｌｌ 所在区域而言ꎬ 肯尼亚主要

使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 (Ｓａｗａｈｉｌ)ꎬ 加纳使用英语、 阿肯语 (Ａｋａｎ)、 莫尔 － 达

戈巴尼语 (Ｍｏｌｅ － Ｄａｇｂａｎｉ)、 埃维语 (Ｅｗｅ) 和加 － 阿丹格贝语 (Ｇａ)ꎬ 尼日利

亚使用英语、 豪萨语 (Ｈａｕｓａ)、 约鲁巴语 (Ｙｏｒｕｂａ) 以及伊博语 ( Ｉｇｂｏ)ꎮ 其

次ꎬ 消费者支付方式也存在差异ꎬ 中国消费者已习惯使用微信或支付宝等移动支

付方式ꎮ 但在非洲ꎬ 移动支付较少被采用ꎬ 一些国家主要以现金交易为主ꎬ 部分

国家甚至用电话费进行支付ꎬ 如在埃塞俄比亚ꎬ 网上购买物品就可以用电话费支

付ꎮ 海外仓运营主体需要采用东道国通用的支付方式ꎬ 与当地支付方式同步ꎬ 确

保支付过程顺畅和安全ꎮ 最后ꎬ 非洲各国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ꎬ 如

南非的电商法律相对完善ꎬ 而其他国家的电商法规尚未成熟ꎮ② 企业必须了解和

遵守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ꎬ 以规避法律风险ꎮ 例如ꎬ ＢＵＦＦＡＬＯ 在进入南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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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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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期ꎬ 遇到了海关清关程序复杂的难题ꎮ① 综上ꎬ 要做到成功的本土化运营ꎬ
对于非洲海外仓运营主体而言ꎬ 仍存在较多困难ꎮ

中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与共建海外仓耦合性及路径

随着非洲跨境电商市场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ꎬ 海外仓在提升跨境电商

整体营收能力、 服务质量以及降低商品进口成本和增强供应链稳定性等方面ꎬ 发

挥着关键作用ꎮ 然而ꎬ 海外仓建设也面临前期区域布局欠缺统筹规划、 投入成本

过高、 仓内商品易积压以及后期本土运营能力不足等问题ꎬ 传统的海外仓发展模

式需要进行调整ꎮ 为此ꎬ 非洲跨境电商可以积极与 “一带一路” 的 “数字创新

工程” 对接ꎬ 借鉴中国海外仓建设和运营的成功经验ꎬ 促进中非跨境电商高质量

发展ꎮ 中国一向支持非洲地区发展数字经济ꎬ 重视双方跨境电商建设ꎮ ２０２３ 年ꎬ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

建 “一带一路” 的八项行动ꎬ 提出创建 “丝路电商” 先行合作区ꎬ 统筹推进标

志性工程和 “小而美” 民生项目ꎮ 海外仓工程符合 “小而美” 民生项目的要求ꎬ
即投资规模相对不大ꎬ 整体建设周期较短ꎬ 能够便利当地人民的生活ꎮ 因此ꎬ 为

提升海外仓运营效率ꎬ 实现中非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ꎬ 中非双方开展海外仓项

目合作势在必行ꎮ

(一) 中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与共建海外仓耦合性

中非跨境电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ꎮ 随着经济质态的变化ꎬ 发展的质量要求也

在改变ꎮ 新发展观念ꎬ 即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和共享的理念ꎬ 成为新时代发

展的要求和衡量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评判标准ꎮ② 中非共同开展 “小而美”
海外仓项目建设ꎬ 不仅是对新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ꎬ 更能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

发展ꎮ
１ 推动中非跨境电商创新发展

中非共建 “小而美” 海外仓ꎬ 通过物流解决方案、 库存管理思路以及商业

模式等领域的创新ꎬ 能够推动中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ꎮ 首先ꎬ 海外仓赋予非洲

跨境电商平台新的物流解决路径ꎮ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通过构建自营海外仓ꎬ 使卖家能够提

３８

①

②

邓黎: «中非跨境物流服务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基于 ＢＵＦＦＡＬＯ 的案例»ꎬ 第 ８５—
８８ 页ꎮ
金碚: «关于 “高质量发展” 的经济学研究»ꎬ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
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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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将商品邮寄到非洲本地仓ꎬ 在非洲用户提交订单后ꎬ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便能从本地仓发

货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 该平台次日达率已超 ８２％ ꎬ 妥投率高达 ９８％ ꎬ 当日达模式

也在逐渐展开ꎮ① 其次ꎬ 海外仓提供了不同的存库管理思路ꎬ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在肯尼亚

布局 ＫｉｌｉＳｈｏｐ 小店ꎬ 建设集对外销售和临时仓储为一体的社区仓储中心ꎬ 由本地

人负责经营管理ꎬ 既解决了核心仓库容易库存积压的困境ꎬ 也提高了配送效率ꎮ
最后ꎬ 海外仓建设也将带来商业模式变革ꎬ 海外仓运营者可以创建虚拟环境和产

品的 ３Ｄ 模型ꎬ 并生成虚拟现实视频ꎬ 将虚拟产品上线到电商平台ꎬ 消费者运用

ＶＲ (虚拟现实) 和 ＡＲ (增强现实) 来 “试用” 产品ꎬ 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在商

品展览、 互动中的优势ꎬ 增强客户在购物中的参与感与信任度ꎬ 推动形成新的商

业购物模式ꎮ
２ 推动中非跨境电商协调发展

中非共建 “小而美” 海外仓ꎬ 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缓解跨境电商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ꎬ 体现高质量发展的 “协调” 理念ꎮ 首先ꎬ 基于萨伊定律的

“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理论ꎬ 跨境电商在不同区域建设海外仓ꎬ 实质是增加企业

在特定地区的供给能力ꎬ 从而直接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ꎬ 促进线上购物需求的增

长ꎬ 进一步通过需求的自我强化ꎬ 推动跨境电商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ꎬ 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ꎮ 其次ꎬ 从供给侧而言ꎬ 面对非洲大陆各区域数字经济基础发展不均

衡的格局ꎬ 提前在不同区域布局海外仓ꎬ 将推动跨境电商物流从跨区运输转变成

区内运输ꎮ 即使遭到外部突发事件冲击ꎬ 分布在区域内部的海外仓仍可以继续运

营ꎬ 保证了整体供应链稳定ꎮ 如在新冠疫情期间ꎬ Ｊｕｍｉａ 发挥 ２０ 多个仓库和

１３００ 多个投递站的作用ꎬ 快速响应了市场对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需求ꎬ 确

保货物供应不中断ꎬ 维持供应链稳定性ꎮ② 与此同时ꎬ 海外仓建设和运行需要可

靠的基础设施ꎬ 如交通网络、 电力供应和通信系统ꎬ 在非洲各地建设海外仓ꎬ 可

以带动当地对配套设施的投资ꎬ 从而推动区内物流设施和商业环境的完善ꎮ 最

后ꎬ 对需求侧而言ꎬ 海外仓的建设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成本感知以及

商品选择ꎬ 特别是在线上购物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ꎬ 可以提升消费者对跨境电商

的接受程度ꎬ 推动当地线上购物需求的增长ꎮ

４８

①

②

«一带一路中国故事 ｜ 丝路电商的非洲攀登»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ｎ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３１０１９ / ｄ２１１ｆ４８ｆ６１６２４３２７９３ａ３１６７９３１ｄｂｄｂ２ｃ / ｃ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ꎮ
“Ｊｕｍｉａ Ｏｐｅｎ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Ｊｕｍｉａ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ꎬ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ｒｏｕｐ
ｊｕｍｉ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ｊｕｍｉａ － ｏｐｅｎｓ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ｔｏ － ｔｈｉｒｄ －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４ꎬ
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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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推动中非跨境电商绿色发展

中非共建 “小而美” 海外仓ꎬ 可以减少碳足迹、 优化资源使用以及推进区

域绿色经济发展ꎬ 实现中非跨境电商 “绿色” 发展ꎮ 首先ꎬ 通过在目标区域建

设海外仓ꎬ 非洲电商企业可以减小国际运输的频率和依赖程度ꎬ 降低跨境运输带

来的碳排放ꎮ 海外仓可以确保商品在更靠近客户的地方储存和分发ꎬ 配送的 “最
后一公里” 可以采用更环保的运输方式ꎬ 如通过电动车完成配送ꎬ 进一步减少碳

足迹ꎮ 其次ꎬ 海外仓通过优化库存管理ꎬ 可以减小库存过剩和产品过期风险ꎮ 在

传统跨境电商模式中ꎬ 商品需要较长时间运输和储存ꎬ 导致过期或者损坏的可能

性增加ꎮ 通过海外仓ꎬ 企业可以更好预测和响应市场需求ꎬ 确保商品在最佳时间

和地点供应ꎬ 减少库存浪费ꎬ 保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ꎮ 最后ꎬ 海外仓不仅是跨境

电商物流节点ꎬ 也可以成为推动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引擎ꎮ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预测ꎬ 到 ２０６０ 年钢铁和水泥行业的碳排放量将占非洲碳排放量的 ３８％ ꎬ 加剧现

有环境失衡ꎮ① 海外仓可以采用低碳材料建设ꎬ 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电ꎬ 或者

实施雨水收集和废水处理系统ꎮ 海外仓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ꎬ 也有助于提升区

域内其他企业和行业的环保标准ꎬ 助推非洲地区实现绿色经济转型ꎮ
４ 推动中非跨境电商开放发展

中非共建 “小而美” 海外仓ꎬ 有助于降低产品交易成本、 实现互联互通以

及加强国际合作ꎬ 推动中非跨境电商开放发展ꎮ 首先ꎬ 非洲大陆是全球可可、 咖

啡、 腰果和芝麻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ꎬ 上述产品也是非洲出口创汇的主要来

源ꎮ 据驻非盟使团经济商务处调研ꎬ 科特迪瓦作为非洲最大的腰果生产国ꎬ 却通

过非主产国越南向中国出口腰果ꎬ 这不利于扩大中非农产品的直接贸易额ꎮ 通过

在非洲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建立海外仓ꎬ 将产品交易场所转到跨境电商平台ꎬ 农产

品直接售卖给中非消费者ꎬ 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减轻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ꎬ
提高非洲农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ꎮ 其次ꎬ 基于非洲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ꎬ 许多国

家在地理位置上接近欧洲和中东ꎬ 为发展区域性物流枢纽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通过

在关键区域建设海外仓ꎬ 中国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区位优势ꎬ 将非洲作为海外仓

建设的第一站ꎬ 推动非洲成为连接全球电商市场的关键节点ꎬ 促进区域内外的商

品流通ꎮ 最后ꎬ 中方跨境电商具备成熟的物流和仓储运营经验ꎬ 加强双方国际合

作ꎬ 可以为中非电商建设海外仓提供全方位支持ꎮ 目前湖南省正加速推进 “海陆

空” 立体化对非物流通道建设ꎬ 开展 “海外仓—市场采购—风险补偿” 试点ꎻ

５８

①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ＧｌｏｂａｌＡＢＣ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ꎬ２０２３ꎬ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ａｂｃ 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ｆｕｔｕｒｅ －
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 ａｆｒｉｃａｓ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７ꎬ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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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企业也在非洲开始布局营销网点ꎬ 建设了 ２３ 个公共海外仓ꎬ 根据 «山东

省对非洲经贸合作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ꎬ 组织认定 １３ 家省域级别的非洲海

外仓ꎮ① 上述举措推动了双方贸易额的增长ꎬ 湖南省 ２０２２ 年对非贸易额位居中

西部第一ꎬ② 山东省 ２０２３ 年对非洲国家进出口达到 ２０３０ 亿元ꎮ③

５ 推动中非跨境电商共享发展

中非共建 “小而美” 海外仓ꎬ 形成资源共享、 利润共享和风险共担的跨境

电商命运共同体ꎬ 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共享理念ꎮ 首先ꎬ 通过仓储和物流资源的

共享ꎬ 多个商家可以共同使用仓储设施ꎬ 降低各自物流和仓储成本ꎮ 通过技术外

溢ꎬ 中非共建海外仓的经验ꎬ 可以被入驻的企业借鉴ꎬ 从而提升整体运营效率ꎮ
其次ꎬ 海外仓建设也能促进利润共享ꎮ 中小企业无须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仓储和物

流体系ꎬ 还能通过跨境电商进入中非大市场ꎬ 共同享受市场扩展带来的利润增

长ꎮ 最后ꎬ 海外仓将商品前置储存ꎬ 用 “空间换取时间”ꎬ 可以分散单一市场风

险ꎮ 在新冠疫情期间ꎬ 拥有海外仓的非洲跨境电商企业ꎬ 能抓住跨境业务迅速增

加的机会ꎬ 缓解突发事件对于平台供应链的冲击ꎮ④

(二) 中非共建 “小而美” 海外仓民生项目的路径

中非双方开展海外仓建设ꎬ 可有效夯实跨境电商发展的 “硬基础” 和 “软连

接”ꎬ 对促进非洲数字经济增长、 开展 “丝路电商” 建设以及加强中非经贸合作ꎬ
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统筹海外仓区域布局ꎬ 打造国际运输通道支点

响应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ꎬ 构建布局合理、 联动高效的地区物流网络ꎮ 随着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成ꎬ 区内关税和贸易壁垒将逐步消除ꎬ 海外仓布局可以先从基

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地区入手ꎬ 以点带面ꎬ 逐步覆盖到其他区域ꎮ 肯尼亚作为东非

地区经济中心ꎬ 具备良好的地理位置、 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和成熟的电子商务市

场ꎬ⑤ 可以在该地重点开展海外仓建设ꎬ 以仓储基地为中心ꎬ 打造覆盖东非地区的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陈瑶、 肖宇: « “一带一路” 背景下高质量构建中非跨境电商合作体系»ꎬ «全球化»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１—７９ 页ꎮ
黄婷婷: «湖南力争 ２０２４ 年对非贸易额实现翻番»ꎬ 湖南省人民政府网ꎬ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ｈｎｓｚｆ / ｈｎｙｗ / ｚｗｄｔ / ２０２４０２ / ｔ２０２４０２１９＿３２８７４９７５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ꎮ
王静、 冯茹: «２０２３ 年山东对非洲国家进出口值较上年增长 ４ ７％ »ꎬ 中国产业经济信息
网ꎬ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ｎｉｃ ｏｒｇ ｃｎ / ｘｙ / ｇｄｃｊ / １５１３６６２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ꎮ
Ｉｋｅｎｎａ Ｅｍｅｗｕꎬ“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ｏｖｅｒ ２０００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Ｋｅｎｙａ: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ＫＥ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７ꎬ２０２３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ｋ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 － ｋｅｎｙａꎬ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３ꎬ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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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体系ꎮ 在南部非洲ꎬ 南非拥有德班港、 开普敦港以及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等

现代物流设施ꎬ 经济多元化ꎬ 市场需求相对稳定ꎬ 海外仓建设可以南非为中心ꎬ
辐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ꎮ 在北部非洲地区ꎬ 埃及作为北非最大经济体之一ꎬ
拥有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港ꎬ 在该地区开展海外仓建设ꎬ 可以辐射北非和中东地

区ꎬ 有较大的市场潜力ꎮ 尼日利亚位于西部非洲ꎬ 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

大国ꎬ 拉各斯港是西非最繁忙的港口之一ꎬ 在此地开展海外仓建设ꎬ 可以覆盖整

个西非地区ꎮ
中非共建海外仓ꎬ 可以与 “一带一路” 倡议、 “丝路电商” 项目对接ꎬ 形成国

际运输通道支点ꎮ 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发挥非洲在 “一带一路” 的区位优势ꎬ 以亚

吉铁路和蒙内铁路等交通设施为骨架ꎬ 搭建以铁路、 公路运输为支撑的非洲大陆

物流通道ꎮ 在基础设施比较完备的地区ꎬ 开展海外仓建设ꎬ 发挥两地区的比较优

势ꎬ 与 “一带一路” 倡议衔接起来ꎬ 增强区位优势ꎮ 稳妥推进 “丝路海运” 港口

和航运一体化发展ꎬ 加快亚非陆海新通道和空中丝绸之路项目建设ꎬ 实现设施联

通和贸易畅通的区域合作格局ꎮ
２ 加大对海外仓融资支持ꎬ 构建全方位支持体系

发挥政策性金融引导作用ꎬ 引入多种资本支持方式ꎬ 构建对非洲海外仓的全

方位融资支持体系ꎮ 首先ꎬ 在支持海外仓发展的融资体系中ꎬ 发挥中国进出口银

行、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机构

“首倡性” 功能ꎬ 以市场化和商业化手段ꎬ 开展海外仓建设ꎮ 在高质量共同建设

“一带一路” 的八项行动中ꎬ 中国将开展标志性工程和 “小而美” 民生项目建设ꎬ
并在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设立 ３５００ 亿元融资专款ꎬ 中非跨境电商可以申请专项资

金支持ꎬ 获得初始建设和运营资金ꎮ 其次ꎬ 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非洲海外仓建设ꎬ
扶持有实力的电商平台走出去ꎬ 完善当地海外仓建设ꎬ 形成合作示范区ꎬ 为非洲

海外仓建设积累经验ꎮ 阿里巴巴在卢旺达建立电子世界贸易平台 (ｅＷＴＰ) 枢纽ꎬ
致力于为中小企业员工提供运营技能培训ꎬ 如商业物流、 云计算、 移动支付和技

能培训等ꎬ 为非洲跨境电商提供相关业务的技术支持ꎮ① 最后ꎬ 通过发行海外仓专

项债券ꎬ 为海外仓建设提供证券化融资ꎮ 跨境电商运营主体通过发行专项债券ꎬ
将未来海外仓项目收益证券化ꎬ 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ꎬ 吸引国内外投资者认购ꎬ
可以降低整体融资成本ꎮ 普洛斯 (ＧＬＰ) 通过设立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ＲＥＩＴｓ)
将物流地产打包成证券ꎬ 在公开市场发行ꎬ 成功筹集 ４５ 亿元资金ꎬ 成为上交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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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ｌｉｂａｂａ:Ｒｗａｎｄａ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 Ｊｏｉｎ Ａｌｉｂａｂａ － Ｌｅｄ ｅＷＴＰꎬ”ＭａｒｋｅｔＳｃｒｅｅｎｅｒ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１ꎬ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ａｒｋｅｔｓｃｒｅｅｎｅｒ ｃｏｍ/ ｎｅｗｓ / ｌａｔｅｓｔ /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Ｒｗａｎｄａ － Ｆｉｒｓｔ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ｏ － Ｊｏｉｎ －
Ａｌｉｂａｂａ － Ｌｅｄ － ｅＷＴＰ －２７５２０６５９ꎬ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Ｊｕｌｙ ３ꎬ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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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仓储物流类基础设施公募 ＲＥＩＴｓꎮ① 中非跨境电商平台可以参考普洛斯的成功融

资案例ꎬ 通过发行海外仓 ＲＥＩＴｓꎬ 为仓储建设提供资金来源ꎮ
３ 动态调整仓储费用ꎬ 给企业仓库减负

动态化调整仓储费用ꎬ 鼓励入驻商家提高商品周转率ꎬ 能有效缓解仓内商品

积压状况ꎮ 当前ꎬ 非洲电商市场整体处于发展初期ꎬ 电商市场成熟度较低ꎬ 用户

认可度不高ꎬ 消费者需求存在较大波动ꎮ 与此同时ꎬ 海外仓运营主体缺乏激励机

制ꎬ 入驻商家主动调整库存商品的动力不足ꎬ 导致海外仓容易商品积压ꎮ 为此ꎬ
部分电商平台开始实行梯度计费策略ꎬ 鼓励入驻商家积极处理库存商品ꎬ 提高仓

库利用率ꎮ 例如ꎬ 非洲电商 Ｊｕｍｉａ 为促进海外仓业务持续发展ꎬ 提高卖家商品周

转率ꎬ 以乌干达站为试点ꎬ 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对仓储费做出结构性调整ꎬ 下

调前 １２０ 天的仓储费用ꎮ 该平台曾采用固定费率收取仓储费ꎬ 无论储存时间长

短ꎬ 价格都一样ꎮ 这种计费方式对短期存放货物的卖家而言并没有优势ꎬ 也导致

滞销商品长期占用仓储空间ꎬ 影响仓库整体运行效率ꎮ 在新标准下ꎬ 无论是小中

大件ꎬ 前 ３０ 天的仓储费全部免除ꎬ 据估算一件小型商品储存 ５５ 天就能省下 ０ ４３
美金左右的费用ꎮ 根据新费率进行计算ꎬ 当储存时间低于 １２０ 天ꎬ 新费率相较旧

费率有着明显的价格优势ꎬ 平均能为卖家节省约 ６１％ 的成本ꎬ 价格优势一直能

持续到仓储的第 １６０ 天左右ꎮ 当仓储时间超过 １６０ 天ꎬ 平台将收取更高的费用ꎬ
以督促入驻商家及时调整商品库存ꎮ②

４ 重视本土化运营ꎬ 推动企业 “入非随俗”
建设海外仓的初衷ꎬ 就体现出本土化的导向ꎮ 非洲地区国家众多ꎬ 不同国家

都有自身的文化信仰、 消费习惯、 售后方式以及营销手段ꎬ 更需要开展本土化运

营ꎬ 实现海外仓真正融入本土ꎬ 顺应民情ꎮ 首先ꎬ 海外仓运营主体可以雇佣更多

本地员工ꎬ 理解所在地消费者语言和文化ꎬ 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和响应速度ꎮ 对于

具有市场潜力的非英语地区ꎬ 企业应重视语言本土化ꎬ 在平台商品界面使用当地

语言进行详情描述ꎬ 以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ꎬ 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ꎮ 其次ꎬ 海外

仓平台要采用当地消费者常用的支付方式ꎮ 例如ꎬ 在肯尼亚ꎬ 当地居民广泛使用

移动支付方式ꎬ Ｊｕｍｉａ 公司于是推出 ＪｕｍｉａＰａｙꎬ 在该国将近 １００％ 的订单都是通

过该方式进行无现金支付ꎮ 因此ꎬ 海外仓运营主体要尊重东道国用户习惯ꎬ 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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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一灵: «普洛斯最新收益基金完成募集 以中国先进制造产业园为投资主题»ꎬ 中证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 ｃｏｍ ｃｎ / ｓｓｇｓ / ｇｓｘｗ / ２０２１０７ / ｔ２０２１０７２８ ＿６１８８５７１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８ 日ꎮ
«非洲电商 Ｊｕｍｉａ 在乌干达试点海外仓优惠新政»ꎬ 中国国家邮政局网站ꎬ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ｐｂ ｇｏｖ ｃｎ / ｇｊｙｚｊ / ｃ２００００７ / ２０２３０３ / ９０ｆ４４０ａｄ７４ｃ７４ｄ０ｃ９ｃｃｃａ１６０ｂ１７２６ａｂｄ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８ 日ꎮ



中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与 “小而美” 海外仓共建

支付流程的便捷性和安全性ꎬ 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ꎮ 再次ꎬ 在售后服务方面ꎬ
企业可以提供直接、 便捷的退换货服务ꎬ 并与当地门店合作提供线下维修支持ꎬ
确保消费者享受到良好的购物体验ꎮ Ｊｕｍｉａ 在多个非洲国家建立本地退换货中心ꎬ
与当地门店合作提供售后维修服务ꎬ 确保消费者可以方便地进行退换货和售后维

修ꎬ 这一策略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售后体验ꎬ 提高了平台声誉和客户忠诚度ꎮ
最后ꎬ 海外仓平台可以结合本地节假日和全球知名购物节ꎬ 诸如 “黑色星期五”
等特殊时间ꎬ 推出物流配送优惠和促销活动ꎬ 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ꎬ 推

动企业真正融入非洲市场ꎮ

结　 语

得益于非洲软硬件设施的改善和新兴消费群体数量的增加ꎬ 跨境电子商务成

为非洲新的经济增长点ꎮ 但是非洲地区固有的工业化短板和地形条件限制ꎬ 导致

跨境电商供应链缺乏弹性ꎬ 运营成本较高ꎬ 制约其进一步发展ꎮ 部分非洲跨境电

商平台尝试建设海外仓ꎬ 以稳定供应链、 降低整体物流成本和优化服务质量ꎬ 达

到提升整体营收的目的ꎮ 然而ꎬ 通过对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和 ＢＵＦＦＡＬＯ 等平台的案例分析

可以看出ꎬ 非洲海外仓面临 “全链条” 式发展困境ꎬ 传统发展模式需要进行调

整ꎮ 为此ꎬ 非洲跨境电商平台可与 “一带一路” 倡议的 “数字创新工程” 对接ꎬ
借鉴中国海外仓建设的成熟经验ꎬ 基于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ꎬ 从统筹区域布局、 构建融资支持体系以及优化运营管理等维度进行全面提

升ꎬ 实现中非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ꎮ

(责任编辑: 李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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