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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经 济 周 评

告别“大进大出”，
港口何为？

□周晓峰

港口中低速增长
比预想中来得更快，除
了新冠疫情等短期因
素，更长期的因素则来
自于绿色低碳转型和
产业结构升级，与港口
吞吐量密切相关的煤
炭、铁矿石、原油等大
宗商品进口逐步放缓，
过去靠价格优势制胜
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
越来越困难

书中财富

直面全球经济
“沙克尔顿时刻”

书名：中国经济 2022：城市深化与产业
重组

作者：王德培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100 多年前，英国的极地探险家欧内斯
特·沙克尔顿带着27名船员来到大西洋最南
端的威德尔海，梦想横跨南极大陆，创下人类
历史。但是很不幸，在距离目的地不到 320
千米的时候，他们的船只被浮冰围困，被迫弃
船逃生，在浮冰上辗转扎营，不知洋流会把他
们带往何处，一天天减少的食物，难以忍受的
低温……沙克尔顿很清楚，他真正要战胜的
不是冰雪，而是要让所有人拥有能够活下去
的信念。在信念的支撑下，沙克尔顿团队经
历 700 天南极绝境求生，最终全员获救生
还。这一经历，让沙克尔顿永载史册，尽管他
毕生都未曾到达南极点。

《中国经济 2022：城市深化与产业重组》
这本书认为，对全球经济、企业乃至个人，眼
下就正面临着这样一个“沙克尔顿时刻”，即
不知道巨大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多久，越来越
多的问题开始冒出来，耐心却越来越少。“沙
克尔顿时刻”的核心是信心，方式是熬，熬过
巨浪，熬过食物短缺，熬过病痛，熬过恐惧和
绝望，因为“活着的驴子比死去的狮子好”。

本书在剖析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的基础
上，梳理未来经济动向与发展新亮点、新机
遇。全球经济“危机四伏”，粮食、能源、财政、气
候等多重危机叠加，进入不确定年代；经济增
长动力不足，新冠疫情、地缘冲突、逆全球化进
一步重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恶化本
已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必须迎接外部
挑战，完成自身的重大历史转折——产业升
级、区域平衡、共同富裕。全书围绕数字化转
型、“双碳”两大未来经济发展主线，带领读者
读懂中国经济的基本逻辑，从不确定性中寻
找确定，从变局中发现机遇。

书名：消逝的海外华邦——西婆罗洲华
人政权的兴亡

作者：李欣祥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部刷新认知的书。
长久以来人们对华人的海外奋斗总是聚

焦于经济领域，事实远非如此。华人下南洋，
在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地区进行移民和生活已
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中 18—19 世纪在
今天印尼的加里曼丹岛（婆罗洲）西部的华人
社群更是开创了华人海外社会的新阶段。他
们创立了自己的多个政权实体，包括兰芳公
司、大港公司、三条沟公司等等。

这些公司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功
能，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独立的政权，国内外也
有一些研究者称之为国家。这些政权建立之
后，不断受到西方殖民者的骚扰和侵蚀，最终
被荷兰人逐个击破灭亡。

这些华人政权虽然已经在历史中消逝，
但却是了解海外华人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维度。本书作者广泛吸收、综合了中外研究
者的文献和成果，并且亲身到中国广东、印尼
等地，对这些华人的故乡以及海外政权的遗
存进行了实地考察，是对这一主题进行的迄
今为止非常详实、全面、系统的研究。

作者带领读者穿越二百余年时空，认识
这批早期华人先贤和他们在婆罗洲创造的辉
煌业绩，领略他们走向世界的胸怀和开疆辟
土的气概，也总结反思他们所建的海外邦国
兴起、衰落终至消亡的历史经验、教训。

另一个视角
看“下南洋”

红烧肘子、酱牛肉、原切牛排、烤羊腿……海
外进口食材做成的各种美食，有一个“肉类专家”
深藏其后——青岛飞熊领鲜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进口冻品产业互联网数字化交易平
台，飞熊领鲜以产业互联网为商业模式，以数字
化为工具，以交易为核心业务，赋能产业链大中
小企业。”飞熊领鲜首席营销官郝言军告诉记者。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1年，我国
进口冻肉数量从 410 万吨增长至 938 万吨，进口
额从95亿美元增长至322亿美元，五年复合增长
率高达 28%。在诱人的风口下，飞熊领鲜正从 B
端向 C 端延伸，为预制菜、餐饮供应链企业提供
一站式原料供应链服务。

冻品业“老兵新传”

为什么要做一个冻品产业互联网平台？这
要从飞熊领鲜董事长兼 CEO 李祥的产业实践
说起。

作为一名“冻品老兵”，李祥从 1998 年起开
始从事进口冻品贸易，创立联合食品Unifood，并
与北京二商、龙大美食、家家悦、某预制菜上市公
司等成立肉类合资公司。虽然将肉类进口贸易
做到了全国前三，但是李祥发现传统肉类贸易已
经触及天花板，很难再做大规模，而且肉价波动
的不可控风险日益成为痛点。

肉类国际贸易较为特殊，上游产区相对集
中，包括巴西JBS、丹麦皇冠、智利爱阁食品、荷兰
Vion集团等大型肉类公司；下游高度分散，大型
贸易商主要采购大宗期货，单次购买几十上百个
货柜，而中小批发商、加工厂向其采购现货，需求
呈现小批量、多频次特征，一次采购三五吨，两三
天就可能采购一次。

“大型贸易商往往需要提前向国外厂商下
单，先付30%定金，货物到港前支付尾款，采购销
售周期长，资金占用量大。进口肉类的价格波动
很大，如果把握不准的话，一下子亏一两个亿也
有可能。像牛肉，去年最高涨到每吨近 8000 美
元左右，之后又跌到 4500 美元左右一吨。”郝言
军告诉记者，“我们就考虑规避肉价波动风险，同
时利用多年积累的产业资源赋能中小客户，打造
进口冻品产业互联网数字化交易平台。”

具体来说，飞熊领鲜主要围绕商流、物流、资
金流做了三件事——商流，即链接海外供应商
资源，提供海外直采服务、B2B 前置仓拼单集采
服务；物流，即整合冷库、车辆等第三方资源，实
现从港口到销地仓、县级市的配送；资金流，即
与银行合作，通过供应链管理服务解决企业资
金痛点。

数据显示，飞熊领鲜已服务2万多家大中小
贸易商，提供30多个国家近300家海外肉类厂家
的海外直采服务，链接国内200多个冷库、1万多
辆冷链车辆，并与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深度合
作服务产业链中小企业。

赋能预制菜供应链

起步于冻品供应链服务的飞熊领鲜并不满
足于一个B端分销的角色，而将新起点“框定”在
毛利更高的消费终端。

“我们希望更深度服务产业链下游的中小
客户，而不仅仅是让它们在平台上买到货。”郝
言军说。

冻品经过多级流转，大部分最终进入加工厂
做成预制菜，流向连锁餐厅、超市、家庭等消费终
端。疫情以来，预制菜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消费
者的生活中，并在资本的加持下摇身一变成为新
风口；另一方面，我国现存6.4万家预制菜相关企
业，行业集中度低，多数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中
小企业，亟需提高供应链能力。

2022年，飞熊领鲜提出了云工厂战略，通过
整合腰部加工工厂资源，为预制菜、餐饮供应链
企业提供一站式原料供应链服务，并同时提供共
享研发中心、资金对接、订单管理等服务，以提升

加工厂及餐饮供应链企业的成本控制、供应链稳
定、资金周转等能力。

腰部加工厂区别于大型食品生产企业，是指
年产值在5000万元到2亿元之间、有一定柔性化
生产能力、对供应链需求较高的中小型工厂。“预
制菜近70%的成本构成是肉类，肉价波动对产品
毛利的影响十分显著。我们提供数字化供应链
服务，可以在原料价格合适的时候帮助腰部加工
厂备货，降低平均采购成本。打个比方，猪肚现
货在 4 万元一吨的时候，价格已经很有优势了，
但是工厂只有 1000 万元流动资金，如果依托平
台则可以备3000万元的货。”他说。

除了原料供应、降本增效外，飞熊领鲜还在
产品研发、加工生产、渠道销售等方面发力，链接
加工厂与海底捞、外婆家、紫燕百味鸡、东方甄选
等品牌方。以新型烤肉连锁餐厅小猪查理为例，
飞熊领鲜与其合作研制烤肉产品，并帮助一家淄
博加工厂对接订单。

目前，飞熊领鲜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
渝四大地区设立数字化研发中心，围绕火锅食材、
烧烤食材、快餐、中餐、西餐等不同餐饮渠道，建立
共享化专业化区域性研发中心，研发上架30多款
预制菜产品配方，多个品类已在云工厂投产。

5年拿到4轮融资

京东超市联合蓝鲨研究院发布的《2022预制
菜年度消费报告》显示，2022年预制菜市场规模
为 4196 亿元，同比增长 21.3%，预计 2026 年将达
到万亿级别。各类预制菜中，招牌硬菜及高性价
比的大单品更受欢迎，以佛跳墙、猪肚鸡和牛大
骨等为代表的招牌硬菜销售额占比最高，同比增
长超190%。

随着预制菜迈入 B 端向 C 端转移阶段，将
继续催生进口冻肉需求，但市场上还缺少有影
响力的冻品供应链服务平台，存在巨大的产业
机会。

在郝言军看来，冻品行业从业者众多，飞熊
领鲜的优势在于产业老炮+互联网老炮+小鲜肉
组合，创始人拥有近30年肉制品产业背景，IT核
心成员来自阿里，团队兼备产业、互联网和金融
背景。

行业龙头属性、增长确定性、创始团队背景
等，也让飞熊领鲜迅速成为得到大牌投资机构背
书的“资本宠儿”，几乎每一年都完成一轮融资。

2018年成立不到半年，飞熊领鲜即获得千万
级天使轮投资；2019年完成数千万元Pre-A轮融
资，由巨峰科创领投；2021年完成近亿元 A 轮融
资，由同创伟业、青岛财富中心联合投资；2022年
再获亿元B轮投资，由国投资本旗下股权投资平
台国彤创丰领投、同创伟业跟投。

当前，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优化，各地加大
促消费、扩内需力度，对消费市场恢复增长产生
重要的推动作用，被压抑的消费需求逐步释放。
对于冻品产业而言，这形成了强势的需求预期，
有望促进冻品产业跑得更快更稳。

“从远期来看，中国对进口冻肉的需求还有
很大的增长空间。”郝言军对未来信心满满，“经
过 5 年的发展，飞熊领鲜的商业模式已经成熟，
今年将进入一个快速成长期。”

港口中低速增长比预想中来得更
快，“大进大出、大吞大吐”的时代正在
过去。

交通运输部最新发布的一组数据显
示，2022年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
长 0.9%，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下跌
1.9%；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4.7%。排
名前十的港口中，货物吞吐量增速均未
超过两位数，上海港还出现了负增长。
而在2000年到2010年，中国沿海港口货
物吞吐量平均增速高达 15.9%，2011-
2015年平均增速也有7.4%。

港口是经济“门户”，全球大宗商品、
航运、贸易等各种要素交汇于此。吞吐
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一部分
短期因素在于新冠疫情、地缘局势紧张、
全球通胀加剧、外贸需求萎缩等，更长期
的因素则来自于绿色低碳转型和产业结
构升级，与港口吞吐量密切相关的煤炭、
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逐步放缓，
过去靠价格优势制胜的低附加值产品出
口越来越困难。

这一进、一出的变化，将国内港口推
入中低速增长的新阶段，摒弃“吞吐量为
王”的传统思路，港口需要在新的维度上
确立竞争的坐标。

“先行一步”的国外港口的发展路径
可资借鉴。与伦敦港、新加坡港、鹿特丹
港等世界一流港口相比，国内港口在港
口功能、服务水平、港产城融合、智慧绿

色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差距，某种意义上
正是进击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港口的增长
动力将发生根本性转变，由出口导向型
变为进出口内外并重，由单一的装卸、仓
储、转运拓展到航运、贸易、金融、物流、
信息等。

相应的，国内港口需要在港口功能
上有所突破，从装卸港向贸易港、金融港
升级，着力打造与航运相关的供应链金
融、大宗商品交易、港航保险服务、产业
投资、金融科技等服务业集群，提升全球
航运资源配置能力。

要在枢纽能力上下功夫，海向进一
步丰富航线网络，打造全球性门户枢
纽；陆向持续优化调整集疏运结构，构
建多式联运体系。随着东盟成为中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海运航线结构从
传统的欧、美航线为主导发展为美、欧
和东盟三足鼎立，青岛港 2022 年新增
的28条航线中，大部分都是“一带一路”
及RCEP航线。

要积极扩大消费品进口，连结国
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建设进口商品消
费与集散中心。以青岛港为例，近年
来开通多条冷链消费品精品快航，来
自东南亚的椰青、榴莲和龙眼等优质
进口生活资料仅需 7 天即可到达青岛
口岸，满足山东乃至北方腹地市场对
冷链生活消费品的庞大需求，成为吞
吐量的重要增量。

要在绿色智慧港口建设上跑出“加
速度”，加快自动化码头建设和传统人工
码头升级改造，推动港口用能多元化，打
造“零碳码头”，致力于成为港航业数字
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的先锋。

为预制菜“预制”供应链方案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目前市场上大约
有6.4万家预制菜相关
企业，行业集中度低，
多数是“摸着石头过
河”的中小企业，亟需
提高供应链能力。

飞熊领鲜提出了
云工厂战略，通过整合
腰部加工工厂资源，为
预制菜、餐饮供应链企
业提供一站式原料供
应链服务，并同时提供
共享研发中心、资金对
接、订单管理等服务，
以提升加工厂及餐饮
供应链企业的成本控
制、供应链稳定、资金
周转等能力

■飞熊领鲜为预制菜、餐饮供应链企业提供一站式原料供应链服务。

打通进口冻品产业链，服务2万多家大中小贸易商，
5年拿到4轮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