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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指出随着中俄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跨境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且竞争焦点逐渐从商品竞争

过渡到供应链和整体服务水平的竞争。结合全球速卖通在俄罗斯的跨境电商服务供应链的运营情况，通过建立

PEST-SWOT矩阵模型，分析全球速卖通在俄罗斯市场的服务供应链发展的竞争态势及宏观环境，并针对其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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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oss- border e- 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e
competition among cross- border e- commerce platforms intensified constantly, and the competition focus is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commodity to supply chain and overall service level.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Aliexpress's cross-border e-commerce service
supply chain operation in Russi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and macro environment of Aliexpress's service supply chain
development in the Russian market by establishing PEST- SWOT matrix model,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path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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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俄具有良好的经贸基础，跨境电商发展态势

强劲，对推动中俄双边贸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成为

国内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现有研究认为，中俄跨

境电商发展存在有利条件，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同

时，中俄跨境电商的发展也受到相关因素的制约。

付玲，等认为中俄跨境电商对推动两国贸易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1]；刘珣运用灰色关联法实证分析了中俄

跨境电商的发展，表明中俄跨境电商潜力巨大[2]。张

益丰，等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分析中国跨境电商出口

贸易，俄罗斯属于潜力开拓型市场[3]。王金良，等认

为中国跨境电商对俄出口依然存在政策、物流、支付

等方面的风险[4]。易海峰指出中俄跨境电商起步晚，

在两国跨境电商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5]。

事实上，近些年来，随着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跨

境电商已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商品进出口买卖，而

是从生产、供应、仓储、物流、报关、通关、分销、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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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最终消费者的一个完整而纷繁复杂的供应链[6]，跨

境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焦点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从商品的竞争过渡到供应链和整体服务水平的竞

争。目前关于中俄双边跨境电商研究的成果大部分

局限于跨境电商现状、模式、发展趋势及相关建议及

对策，多数均从宏观角度探讨中俄双边跨境电商情

况，并未深入分析中俄跨境电商服务供应链存在的

问题。

因此，本文分析了中俄跨境电商发展现状，重点

结合全球速卖通在俄罗斯的服务供应链运营情况，

构建PEST-SWOT矩阵，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四

个方面分析全球速卖通服务供应链的发展，提出中

俄跨境电商服务供应链发展的优化路径，以此促进

中俄跨境电商的进一步发展。

1 中俄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发展

都相当迅速，交易规模持续扩大。从2010-2019年中

俄跨境电商零售贸易总额对比（见表1）来看，中国的

交易规模增长尤为突出，交易额远远大于俄罗斯的

跨境电商交易总额。分析其原因，主要由于俄罗斯

在跨境电商领域的起步较晚，而中国又是俄罗斯主

要的跨境电商交易国。但俄罗斯跨境电商的发展速

度很快，电子商务零售贸易总额从2010年的72.58亿

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99.1亿美元。尤其在2012年

加入WTO后，俄罗斯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对外贸易

发展更为迅速。而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得

到了俄罗斯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俄罗斯成为了“一带

一路”地区最大的电商市场之一。

2 全球速卖通在俄罗斯的服务供应链运
营情况分析

阿里巴巴旗下全球速卖通的服务范围目前覆盖

了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俄罗斯是其核心市场。下

面将针对全球速卖通对俄罗斯跨境电商的发展实践

与服务供应链整合进行分析，为我国跨境电商平台

提供一定的指导。

2.1 全球速卖通在俄罗斯的发展历程
全球速卖通自2010年成立后，便开始了进驻俄

罗斯市场的布局。2010年发展至今，全球速卖通进

入俄罗斯市场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探索、成长、成熟以

及继续布局发展这四个阶段（如图1），随着其服务的

不断完善，市场份额也逐年增长。

图1 全球速卖通进入俄罗斯市场的发展历程

（2010-2020年）

2.2 全球速卖通在俄罗斯的服务供应链的发

展状况
全球速卖通是中国最大的跨境B2C零售平台，

供应商家入驻除了商品对接，同时在营销、推广、物

流、支付、售后等领域也能全面有效整合。随着全球

速卖通在俄罗斯本土化进程的加速，除了中国的企

业入驻开展对俄罗斯跨境线上交易之外，不少俄罗

斯本土企业也加入了该平台。截至2019年底，全球

速卖通上的俄罗斯企业和零售商已经达到了一万余

家。

表1 2010-2019年中俄跨境电商零售贸易总额对比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国

162.53
324.96
348.69
512.36
681.69
859.13
1 008.37
1 192.54
2 035.14
2 694.11

俄罗斯

72.58
86.77
96.61
104.52
112.70
121.40
142.20
160.80
180.20
199.10

数据来源：中国历年电子商务报告与艾瑞咨询发布的相

关报告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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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服务供应链的理论已经日趋完善，根据

Carter，等学者的观点，服务供应链管理包括从服务

提供商到最终客户的服务交付的整个过程，并对其

中的信息流、服务流、资金流服务过程等进行集成化

管理[7]。跨境电商服务供应链模型如图2所示。该模

型的核心在于对信息流、服务流、资金流过程等进行

管理[8]。因此，针对全球速卖通在俄罗斯服务供应链

发展情况的分析主要从信息流管理服务、跨境支付、

跨境物流这三个方面展开。

图2 跨境电商服务供应链模型

2.2.1 信息流管理服务。卖家和买家通过全球速卖

通，均可了解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如图3）。从卖家来

看，全球速卖通有专业的海外用户与市场洞察团队，

可为商家提供决策参考。例如在俄罗斯，非标尤其服

装是平台的重点品类之一，平台上有相关研究为对俄

卖家提供选品参考。从买家来看，可供选择的优质商

品增加，平台针对买家的相关服务也在不断优化。

图3 全球速卖通的信息流管理

2.2.2 跨境支付。在跨境支付方面，全球速卖通不

断升级俄罗斯支付系统，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目前，

不仅可支持Paypal和国际支付宝（Escrow）支付，且能

通过Qiwi Wallet、Yandex.Money、RBK Money等俄罗

斯主流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实现在线支付。此外，全

球速卖通还开通了手机支付业务，为俄罗斯庞大的

移动购物消费者群体提供更为便捷的支付方式。与

此同时，哈尔滨银行为中俄跨境电商平台打造了集

支付、结算、融资等金融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金融服

务，并建立卢布在线快速结算中心，推动了包括全球

速卖通在内的跨境电商平台在俄罗斯的发展进程。

除此之外，全球速卖通还与当地邮政合作，支持线下

现金支付，极大地提高了用户支付的便利性。

2.2.3 跨境物流。发展俄罗斯市场跨境电商最大的

障碍就是物流。2013年，全球速卖通曾推出过中俄

专线物流产品“俄速通”，而后由于产品存在服务质

量问题导致卖家和物流商产生纠纷，暂停了俄速通

的服务。而后在2014年又正式上线了一项专门针对

俄罗斯市场的物流服务，即中俄航空—Ruston专线服

务，覆盖俄境内所有俄邮可到达的区域。2015年又

新增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9个海外仓服务。2018年

全球速卖通新增AliExpress无忧物流在俄罗斯的路

线，并与在俄配送合作伙伴DPD合作推出自取提货

和自助快递柜的增值服务。2020年，全球速卖通实

施对俄新项目“Aliexpress Plus”，满足买家对更快物

流的诉求，支付后10天内即可达俄罗斯35个主要城

市。由此可见，近年来全球速卖通一直在不断提高

物流效率以改善其在俄罗斯的网络购物状况。

2.3 成功经验
据统计，2019年全球速卖通俄罗斯买家数已超

过了2 200万，在俄罗斯所占的市场份额远远超过当

地的电商平台Ozan、Widberries和 Joom，是俄罗斯最

受欢迎的国外跨境电商平台。

全球速卖通在俄市场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点：一是全球速卖通凭借阿里巴巴强大的云计

算和大数据的支撑，优化了平台的信息流管理服务，

使得商品品类具有独特性，且拥有价格优势。二是

全球速卖通不断升级其支付系统。如助力俄罗斯的

银行系统技术改造、与当地主流支付方式合作等。

三是全球速卖通目前的跨境物流已全面开通，并通

过与涉及物流多方的合作，不断推动在俄罗斯物流

的完善。由此可见，全球速卖通服务供应链的不断

完善是其在俄发展的一大助力。

3 全球速卖通服务供应链发展的PEST-
SWOT分析

跨境电子商务活动涉及互联网信息、资金支付

关注与研究海外市场
动态；

信息及提供经营支持，

；
了解店铺交易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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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物流活动等环节，除了受自身内在因素的影响

外，也会受到不同国家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

境、技术环境的影响[9]。从外部环境来看，受国家政

策扶持和监管力度加大、经济发展向好、电商市场环

境的改善等诸多利好因素的影响，全球速卖通在俄

服务供应链的优势和机遇凸显。从服务供应链自身

来看，首先，全球速卖通通过专业技术、网络和信息

优势以及掌握物流和信息流提高了商品从供应商到

达消费者的物流服务水平。其次，在物流选择方面，

全球速卖通平台通过供应链各个环节的优化来控制

物流成本。但与此同时，通关报税的效率、税收政策

与物流状况显著影响了其在进出口商品过程中的供

应链成本。且受第三方支付平台结算周期和卢布汇

率波动的影响，全球速卖通交易的应收账款回收较

慢、换汇成本上升，直接影响到了其运营成本。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速卖通在俄罗斯市场的服

务供应链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并

面临一些风险。将宏观政策环境（P）、经济环境（E）、

社会环境（S）、技术环境（T）与企业发展的优势（S）、

劣势（W）、机遇（O）、挑战（T）结合起来，构成全球速

卖通在俄罗斯市场的服务供应链发展的 PEST-

SWOT矩阵（见表2）。

4 中俄跨境电商服务供应链发展的优化
路径

4.1 通关方面
俄罗斯出于对本土电商的保护，发布了很多相

关的贸易保护政策，在外来商品通关难度以及征税

方面开始有所增加。据此，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可以

通过设计新的通关运作模式等方法来缓解对俄通关

的难度。如近年来，中俄两国的部分省州间开展了

电子商务方面的合作，因而可选择对俄通关相对容

易的海关关站。

4.2 信息流管理服务方面
跨境电商平台通过有效的信息流服务管理提供

更优质的货品，使得商品品类在价格上具有一定优

势。由于最初我国跨境电商在俄推出低价竞争模式

以争夺客户，但随着进入俄罗斯市场的进程加快，该

模式明显缩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不利于长期发

展。因此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变为价值竞争。例如通

过品牌化运作、商业模式创新、提高消费者体验等方

法，提升竞争优势。同时，摆脱同质化竞争，通过提

供差异化的服务实现品牌溢价。

4.3 跨境支付方面
中国跨境电商除了加大当地在线支付的推动力

度外，也可改变经营模式，向当地电商供货，由零售

转为批发或开始本土化战略，吸引俄罗斯本土人才

参与。通过这种方式可避免在线支付周期较长的问

题。并且随着跨境物流服务市场的竞争以及海外物

流客户需求的发展，促使跨境电商供应链企业不断

发展壮大，资金实力不断增强，供应链企业主导的融

资服务可成为中小跨境电商企业融资的新途径。这

表2 全球速卖通在俄罗斯市场的服务供应链发展

的PEST-SWOT矩阵

内部
优势
（S）

内部
劣势
（W）

外部
机遇
（O）

外部
挑战
（T）

政策环境（P）
国内电子商务领域相关
法律制度的完善为其发
展提供法律保障；
各省市提出保障区域跨
境电商发展的相应措
施；
设立跨境电商试点城市
和综合试验区

电商的发展随政策变化
出现大幅度起伏的情
况；
关于跨境电商平台的监
管仍有待改善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战略的倡导；
中俄就电商发展合作密
切，多次召开峰会、论
坛、交流会等促进电商
发展；
俄罗斯政府对于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的免税政策

俄罗斯为保护本土电子
商务行业，对相关海关
政策进行了调整，增加
了跨境电商进入该国市
场的成本和门槛

经济环境（E）

雄厚的经济基
础为跨境电商
平台提供产品
保证；
国内的电商交
易规模逐年扩
大

跨境电商行业
区域发展不平
衡，内陆在地
域与经济基础
方面不及港口
城市

跨境电商高速
发展且日益规
范化；
俄罗斯“能源
经济”向“互联
网经济”转型

卢布贬值直接
影响到中国跨
境电商企业对
俄在线零售；
提价销售导致
网站的订单转
化率大幅下降

社会环境（S）
消费者对于电
商平台的认知
度提高，线上
交易额扩大；
电子商务企业
及传统实体企
业相继推出电
子商务业务

国内线上消费
者区域分布不
均衡；
消费者对品类
选择要求高

俄罗斯互联网
用户的增加；
俄罗斯消费者
对电商交易的
接受度与认可
较高

中俄文化和商
业环境存在差
异易造成市场
交易信息的不
对称

技术环境（T）

国内物流发展
迅猛，物流网
络发达；
跨境电商的综
合服务平台建
立

各省市关于跨
境服务平台的
功能模块和标
准不一，增加
了资源浪费及
监管难度

俄罗斯电商环
境不断优化和
改善；
自主配送系统
等流通方式呈
现先进化趋势

物流清关报税
体系不成熟，
售后服务难保
证；
供 应 链 不 稳
定，处理环节
复杂，支付系
统不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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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助于解决供应链中的资金流动问题，而且能

够优化跨境电商供应链流程。

4.4 跨境物流方面
俄罗斯的网络物流、投送等发展比较缓慢，导致

线上购物的商品递送效率较低，因而有必要建立和

优化从供应商到买家的商品物流系统，加快商家物

流的配送时间。目前，仅在莫斯科有当日达的物流

服务，该服务并未覆盖俄罗斯其他地区，可在俄加快

“海外仓”模式的推进以降低物流成本。

综上所述，跨境电商服务供应链对中俄跨境电

商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全球速卖通通过不断灵活调

整策略以适应俄罗斯电商市场的变化，可为中国其

他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一些经验。与此同时，跨境电

商平台可充分地利用大数据信息资源与政府政策相

协调，提高跨境电商的供应链服务水平，降低服务供

应链成本，从而实现电商企业的长足发展。另外，为

促进中俄跨境电商的发展，两国也应该加强国际电

商合作，在电子商务标准、通关、物流、支付等方面建

立合作机制，推动中俄跨境电商的融合创新，优化两

国电商营商环境，加强跨境电商专业复合型人才培

养等，以此改善中俄贸易结构，提高中俄双边贸易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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