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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红利遭遇“天花板”

1.流量

阿里巴巴新零售供应链平台产品专家毅石告诉记者：“举例来

说，奥克斯不知道天猫、菜鸟平台上的销售、物流数据，我们也

不太清楚奥克斯的供应链数据。”

奥克斯现象：大家电供应链改革先锋

编者按/ 近年来，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持续增长的奥克斯空调已经成

为中国空调行业的一种现象。数据显示，奥克斯空调2015年、2016年、

2017年的出货量同比增长异常迅猛。

中国空调行业格力、美的、海尔三强格局已维持多年。但在2017

年，奥克斯已成为第四个出货量超过1000万台的空调品牌之一，让外界

看到了奥克斯打破传统三强格局的潜力。

另有数据显示，2018年1~8月奥克斯空调内销出货量同比增长超

36%，高于行业11%的平均增幅，增速继续领跑。

“奥克斯现象已经不只是家电行业争相研究的对象，也已经被当作

高校商学院的MBA经典案例。”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

业中心首席专家管益忻认为，奥克斯一方面借助电商平台实现了弯道超

车，另一方面是抓住时代变革的力量，实现了在行业的直道领跑。

奥克斯空调国内营销公司物流副总经理王亮近日接受《中国经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据数据显示，在总体出货量上，奥克斯1~8月排名第

三，但在电商平台上，截至目前奥克斯是销量最大的空调品牌。

然而，2017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开始发现线上流量红利在下滑，已

经不像以前那样持续火爆。电商存量市场依然很大，但增长速度开始下

降。”王亮说。

对重视电商的奥克斯空调来说，这显然是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于

是，今年初，奥克斯与阿里巴巴组建联合团队频繁对接、研究对策，最终发

现当网民规模高速增长带来的线上流量红利逐渐消失的时候，继续在电

商渠道快速奔跑的唯一办法，就是打通商家与平台的供应链、全面提升供

应链效率。

目前，奥克斯和天猫、菜鸟融合的智慧供应链系统已经上线。“销

售预测准确率目前达到了70%。大家开始意识到，平台大数据赋能商

家这件事还是相当靠谱的。”阿里巴巴一位供应链专家告诉《中国经

营报》记者。

王亮也介绍说，奥克斯空调原来的电商渠道供应链SOP（即标准

操作程序）分为18个节点、共需33个小时，新的系统上线以后已经优

化为 6个节点、只需 1个多小时就跑完整个供应链流程，大大提升了

供应链效率。

C2B才是终极目标

3.目标

王亮透露，奥克斯上下已经感受到了智慧供应链的潜力，下一

步打算推进系统迭代升级，大数据打通的范围延伸到生产环

节，全方位提升效率。

供应链革新，让原来“拍脑

袋”的事情变成通过智慧算法帮

商家做决策，往往需要改掉原来

的很多工作习惯，也涉及很多部

门，对于奥克斯来说，在决策和

推动过程中会有掣肘吗？

王亮坦言，对很多企业来

讲，供应链“看得见、摸不着”，不

像销售，能用数据体现出来，现

在通过智慧供应链优化合作，把

供应链数据化、智能化之后，让

每个部门都触达到供应链的信

息，“对供应链的理解也更加深

刻了”。

“在未来工作中，当日常经

营遇到问题的时候，相信每个部

门对供应链的理解会更加深

刻。比如客户反馈我们的配送

时效太慢了，以前不知道为什么

会慢，现在所有环节都数据化、

智能化、可视化，就知道问题出

在哪里了，很有可能是分仓出了

问题，也有可能是运输出了问

题，”王亮说，“以前这些不清楚，

现在变得很清晰，解决问题也有

针对性了。”

王亮透露，奥克斯上下已经

感受到了智慧供应链的潜力，下

一步打算推进系统迭代升级，大

数据打通的范围延伸到生产环

节，全方位提升效率。

在菜鸟近日举办的一场新

物流公开课上，王亮作为企业代

表，向与会众多商家分享了奥克

斯供应链革新的故事。

“作为大家电品牌商，我们

未来怎么去迎接新的变革？从

传统供应链到智慧供应链，不再

是某一个环节或实现单一功能，

而是从多功能服务到场景化服

务，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消费需

求。”王亮说。

在菜鸟网络副总裁、仓配

供应链总经理王文彬看来，越

是转型期，企业越要有先发制

人的决心，破局者最终收获也

会更多，“胜利属于在对的跑道

上奔跑的人”。

王文彬提到，物流全链路

上，从源头生产环节，到存储环

节，到区域仓储的环节，以及末

端各个渠道，高度数字化的物

流，让整个物流体系，通过全链

路数字化协同升级、2C和2B的

融合，能够把线上订单产生的

包裹从仓库很快地送给消费

者，这将带来全链路高速履约、

全场景触达升级和全过程心智

沉淀。

王文彬认为，消费者可触

达、全渠道和数字化，是新物流

三个主要的增长引擎，“新物流

不仅是从端到端的供应链，还可

以往上延伸到生产制造，从而改

变整个物流链路”。

衡大在接受《中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奥克斯

联手天猫、菜鸟做的供应链“样

板间”，通过提前预测消费者需

求引导生产和供应，但还没有

到定制化的程度。但大数据赋

能的最终目标将是定制化，就

是 C2B（Customer to Business），

用户驱动生产，到了那个时候，

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的个性化

需求，会直接触达商家，推动商

家生产并供应符合用户个性化

需求的产品。”

王亮也认为，新零售、新物

流都是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

概念，传统供应链转变为智慧供

应链，核心就通过数字化、智能

化等技术，实现更多场景的服

务，未来消费者将越来越个性

化、重视性价比，产品也需要更

加个性化、满足更多体验。

在他看来，奥克斯和天猫、

菜鸟的合作，目前只是踏出了第

一步，“我们现在选了一条对的

跑道，还要往前跑。”

实际上，不仅是家电厂商，电

商平台也早已发现类似问题。“流

量红利最近几年已经慢慢下来

了，遇到了瓶颈。”天猫消费电子

事业部供应链运营专家衡大接受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表示。

一般大家都认为，电商流量

红利、互联网红利本质上还是人

口红利，主要特征是中国互联网

用户、移动互联网用户的飞速增

长。现在，中国网民规模的增长

空间遇到“天花板”了，电商流量

红利自然也会遭遇“天花板”。

在流量红利遇到瓶颈的同

时，电商的供应链效率也在下降，

到了需要变道的时候，由规模驱

动时代进入效率驱动的时代。

阿里巴巴 2016 年下半年率

先提出“新零售”，2017年开始全

面拥抱“新零售”。“新零售”的本

质其实就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推动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全面提升零

售业效率尤其是供应链效率。

“大家电与服饰电商还有不

同之处，服饰电商的整体毛利率

可以很高。但大家电不一样，大

家电的生产、制造、物流、供应链

成本占到 70%以上，多数商家的

净利润本身就贴着盈亏平衡线在

走，一旦供应链效率降低，意味着

商家规模做大了以后，反而越来

越不赚钱。”衡大表示。

继续往下深究，供应链效率

为什么下降？“双方的供应链没有

拼成一张图，信息化系统的数据

节点是断开的，各跑各的，”阿里

巴巴新零售供应链平台产品专家

毅石告诉记者，“举例来说，奥克

斯不知道天猫、菜鸟平台上的销

售、物流数据，我们也不太清楚奥

克斯的供应链数据。”

在此情况之下，不可避免会

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平台告诉商

家生产 1 万台 A 产品，最后发现

消费者需要B产品、C产品，或者

这批产品北京的需求量最多，结

果放到了华东的仓库里。毅石

认为，信息化系统的割裂和供应

链数据的错配是效率低下的主

要原因。

当以前商家的 SKU（商品库

存进出计量的基本单位，可以是

件、盒、台等）不是很宽的时候，这

些问题还可以规避，或者影响不

大，但当 SKU 不断扩大，影响也

就慢慢变大了。

“我们就在想，既然是这样，

能不能把天猫、菜鸟、商家三方的

供应链全部打通？阿里巴巴有大

数据分析、智能算法、人工智能等

技术能力，我们为什么不能给商

家带来更大的价值？为什么不能

准确地告诉商家，哪里的消费者

将在什么时候需要哪些产品，商

家据此生产、布货、发货，快速响

应消费者需求。”衡大说。

美团 CEO 王兴于 2016 年 7 月

率先提出，中国互联网已经进入“下

半场”。从此以后，中国互联网“下半

场”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

具体到零售业，阿里巴巴集团

创始人马云在2016年10月份的阿里

云栖大会上首次提出，“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没有电子商务一说，只有新

零售。”“新零售”概念由此首次横空

出世，目前也已经深入人心了。

为什么2016年出现了这些新的

论调？因为截至2016年12月底，中

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普及率超过

全球平均水平。因为2016年12月中

国移动电话用户数据已经超过13亿

户，达到可增长的极限。根据IDC

统计数据，早在2013年第四季度，中

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出现了首次增长

放缓，到2014年、2015年、2016年，同

比增长已经降到10%、2.5%、8.7%，早

已进入“滞涨期”。

中国互联网的人口红利、电商

的流量红利遭遇“天花板”，一定是

天猫、淘宝、美团这样的互联网平

台率先会感受到的。接下来，平台

上电商程度最深的商家，也会感同

身受，遭遇到电商渠道增长的“天花

板”。因此，中国互联网“下半场”的

精细化运营、中国电商走向“新零

售”，最终一定是平台和商家的双重

选择。

我们看到，服装服饰等领域的

一部分品牌，目前已经在尝试C2B

（Customer to Business），因为服装服

饰是电商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

不过，应该认识到，自建C2B平台，

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数据全部沉

淀在自己的系统上，坏处是自建平台

毕竟流量有限。

在探讨、解决电商红利见顶、供

应链效率下滑等问题的过程中，阿里

巴巴创造性地提出“新零售”，将“新

零售”的模式提炼成 S2B，并提出

B2B、B2C、S2B等都只是电子商务的

过渡形态，C2B才是最终形态的进

化路径，应该说是符合中国电商进化

趋势的。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商家

会与大平台一起，拥抱“新零售”，拥

抱智慧供应链，获得技术变革的新一

轮红利。

观察

平台和商家的双重选择

破局在于提升供应链效率

2.效率

经过三方团队几天几夜碰撞、探讨，最终排产仓储环节简化为

一个环节，仅仅需要0.1个小时；配送环节优化两个节点，仅仅

需要0.8个小时；签收环节优化为三个环节，仅仅需要0.5个小

时。也就是说，优化之后SOP变成6个节点、1.4小时跑完整个

流程，大大提升了供应链效率。

在解决电商流量红利瓶颈、

供应链体系效率下滑等问题上，

阿里巴巴与奥克斯等家电厂商可

谓不谋而合。

今年，天猫提出要继续成为

全球商家在线上的最佳经营场

所，菜鸟提出要帮助商家提高供

应链效率、优化资源。衡大解释

说，就是要让商家在平台上玩得

更舒服、赚到更多钱、资金效率更

快，比如从原来 50 天、60 天周转

降到30天，成本更低。

奥克斯空调国内营销公司物

流副总经理王亮透露，随着新零

售提出，消费者对于销售环节、物

流环节的要求越来越高，奥克斯

察觉到了电商增量市场的下降，

也察觉到整个供应链效率的下

降，遇到供应链的一些难题和需

要解决的痛点。

“奥克斯是一个愿意接受挑

战、接受新鲜事物的企业，”王亮

说，“我们经过内部探讨，逐渐意

识到，电商渠道不能继续依赖传

统模式，必须找到继续提高线上

销售规模和效率、提高消费者体

验的办法。”

其他大家电厂商也都逐渐意

识到了电商红利瓶颈、供应链效

率下滑等问题，主动找到阿里巴

巴，希望联手天猫、菜鸟，在供应

链创新上做一些事情，带动整体

效率的大幅提升。

今年 3 月，奥克斯和阿里巴

巴正式启动智慧供应链优化项

目。衡大回忆，当时天猫的产品、

算法团队，菜鸟的产品、技术团

队，奥克斯的相关业务部门，一大

帮人坐在一起讨论“到底应该怎

么架构这个系统”。

“说白了就是先做SOP（标准

操作程序），首先把供应链节点都

梳理出来，想办法跑通，比如我们

的空调从工厂生产出来，进入仓

库，到产品最终送达消费者手中，

所有流程节点做成一个 SOP，然

后再想每一个节点的优化。”王亮

表示。

梳理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

惊：排产仓储、配送、签收三大

环节中，排产仓储环节五大节点

共计需要 3 个多小时，配送环节

六大节点共计需要近 11 个小

时，签收环节七大节点共计需

要近 20 个小时，也就是说，按

照原来的 SOP，从排产仓储到

配送再到签收，共需要 18 个节

点、33 个小时才能跑完整个供

应链流程。

经过三方团队几天几夜碰

撞、探讨，最终排产仓储环节简化

为一个环节，仅仅需要 0.1 个小

时；配送环节优化两个节点，仅仅

需要0.8个小时；签收环节优化为

三个环节，仅仅需要0.5个小时。

也就是说，优化之后 SOP 变成 6

个节点、1.4 小时跑完整个流程，

大大提升了供应链效率。

王亮理解，打通三方的供应

链数据，减少所有不必要的环

节，目标是让天猫和菜鸟后台的

大数据分析能力，可以实时传导

到奥克斯的系统架构，及时、按

需响应。

于是，2018 年 3 月至 6 月，经

过奥克斯和天猫、菜鸟上百人团

队的对接、测试、调整，奥克斯供

应链优化 1.0 版本上线并且跑起

来了，预测准确性已经超过70%。

“经过初步计算，我们的仓储

的预测率、智能分仓以及提前布

仓备货预测准确率都提升了”，王

亮介绍，今年5月、6月、7月三个

月是空调销售旺季，以往像湖北、

华北这些高温地区的缺货比较常

见，通过三方一系列的改善之后，

今年这些地区缺货率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货物周转率

提升了将近40%。

王亮还提到，奥克斯和菜鸟

合作以来，整个仓储物流费用有

很大幅度下降，粗略估算，截至目

前已经节省将近20%的仓储物流

费用。

奥克斯空调国内营销公司物流副总经

理王亮近日在菜鸟新物流公开课上分

享供应链革新的故事。

奥克斯智能工厂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