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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文/摄

眼下，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义乌国际商
贸城四区帽类行业迎来了出货高峰期。其
中，遮阳帽、渔夫帽、棒球帽、空顶帽等成为
国内外采购商拿货的主力产品，线上线下
批零两旺。

据介绍，义乌市场帽类行业起步于上
世纪80年代末，目前该行业商位主要分布
于国际商贸城四区二楼，经营产品种类丰
富，按款式特点可分为时装帽、贝雷帽、鸭
舌帽、披巾帽、八角帽、青年帽、无边女帽
等，共有商位近千间，经营主体1500余户。

创新设计是核心竞争力

“说句毫不夸张的话，你们戴着的帽
子，很可能就来自义乌。”3月22日，义乌市
帽类商会副会长顾朝阳接受记者采访时道
出了旺季行情兴旺红火的势头。据他介绍，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义乌帽业产品远销世
界各地，义乌市场外向度达80%左右，年销
售额数十亿元，约占全国帽类销售总量的
20%，成为全国规模最大、集中度最高的帽
业流通中心。

近年来，随着帽子种类和功能的不断
丰富和提升，人们的消费品位、服饰理念、
健康运动和生活观念的逐步提高，帽类产
品作为服饰的必需品，其市场消费需求和
增长潜力日益广大和强劲。由于强调性价
比、主打低价，义乌市场的帽类商品通常缺
乏品牌溢价，走的是“薄利多销”路子，而要

想在未来市场中立于潮头，除了塑造品牌
外，创新设计更是关键因素。

“我们帽类行业也是靠天吃饭，今年天
气热得比较迟，春夏换季的行情跟着延后，
好在大家采购热情比较高涨。尤其是电商、
直播的订单，呈现小批量、多批次拿货。”跟
记者闲聊时，经营户陶婷婷的店铺内，来了
一波又一波拿货的客人。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国内外客商流动
受阻，通过线上下单的客户多起来了；国内
低风险地区的采购商都会在开市后陆续进
场采购，帽子样品跟实物略有差异，他们要
看过才放心下单。

“我每天都来拿货，量不是很大，卖
完就来补货。你看，这是我今天拿的八角
帽，一会儿就给客户发走。”在淘宝拥有
几家帽子店铺的杨振华，算是四区帽类
行业的“老客”，他每天下午 1 时准点进
场扫货，雷打不动，八角帽、太阳帽、棒球
帽等热销产品一个都不落下，什么好卖，
他就卖什么。

作为“飞天帽业”负责人，楼云彬经
营帽子生意已经有十多年了，品牌在国
内外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生产的帽
子主要销往韩国、日本等各大卖场，也会
结合当下流行趋势，自己研发设计帽子，
其中去年设计的一款“女皇帽”，已卖出1
万多顶。他说：“确定品牌基点有两种快
速见效的方法，那就是，依托文化背景，
找准目标人群。”

如今，消费者购买商品，不单单只考虑

商品的功能和价格，还考虑其服务、价值、
文化和个性等诸多因素。互不相同的品牌
代表着不同的质量、不同服务，让消费者购
买时有所区分，人们会通过品牌认知产品，
选择性购买。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小企
业必须扔掉“品牌哑巴”的帽子，进行企业
品牌的核心塑造，打造品牌喇叭效应，全力
进行市场突围。

借直播东风加速转型

义乌市场帽类经营户多年来积极布局
国内市场。正是多年的求变沉淀，在疫情冲
击下，直播经济兴起时，义乌市场帽类行业
才能借直播东风，乘势打开内销渠道。在这
之前，市场外向度达80%的帽类行业，对于
小批量拿货的电商订单，商户并不太愿意

接。究其原因是，疫情前外贸订单较多、订
单量大，工厂无空档期，生产电商订单利润
不高；疫情来临，外贸订单减少，以电商、直
播为代表的新业态迅速崛起，成为不可忽
视的销售渠道之一，商户也因时而变，开始
兼顾批零。

据行业相关人士估算，目前中国帽饰
市场的全年价值为200亿元，分别只有日
本和美国市场的1/6和1/8。中国人口相当
于欧美日韩和加拿大的总和，而我们现在
的主要销售市场就在这些国家，所以未来
的中国市场应该会非常大。

虽然当前帽类行业直播电商尚处于红
利期，白牌低价商品居多，但未来无论是外
贸、内销，抑或是电商，品牌化终将是长期
方向。义乌市场部分帽类经营户积极塑造

自身品牌，使用户形成一定程度的忠诚度、
信任度，从而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

其实，在疫情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商城
集团国际商贸城第四分公司积极践行“党
建+三服务”，联合帽类商会化疫情之危为
转型之机，千方百计为市场经营户、采购商
做好“保姆式服务”，组织新经济业态的专
业力量进场，将义乌贸易行业的货源优势
与业态渠道无缝对接，带来了直播流量和
采购商。

“今年以来，义乌帽类行业在外销稳步
回暖的同时，借直播东风，乘势拓宽了内销
渠道。”顾朝阳告诉记者，帽类行业紧抓电
商直播风口，积极探索商户自播、主播合作
分销、主播入店直播等模式，打破了疫情期
间市场采购商流动难、商户培育新客难等
困境，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顾朝阳告诉记者，义乌市场帽类行业
进行电商直播有以下优势：产业集聚地带，
义乌商家能以较低成本拿到各类产品，同
时又有着最新最准确的市场信息，能捕捉
到各类爆款。作为非标品，帽类线上与线下
消费过程主要差距之一在于体验环节。帽
类产品进行直播销售时，主播类似线上导
购，可以进行产品展示；与听众互动，动态
直观展示产品效果，缩短消费者决策时间；
可以一次性展示多款产品，通过搭配方式
增加购买连带率；可以通过直播触达低线
城市消费者直接进行销售，相较于传统线
下销售方式来说，省去了中间的层层代理
环节，价格上具备吸引力。

全国每卖出5顶帽子，就有一顶来自义乌

商位内摆满了各式帽子商位内摆满了各式帽子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文/摄

“出发，去铁路口岸！”
3月16日上午，位于义乌市诚信大道

的义乌港内，工人们忙着装载货物, 集
卡车有序进出，一派繁忙景象。人群中，
记者一行三人找到了集卡车司机杨永。
当天，他接到车队的派工，要从义乌港短
驳一批装满货物的集装箱到义乌市陆港
铁路口岸通关落箱，并经“义新欧”中欧
班列发往境外。

为了抢抓出货时间，义乌铁路口岸集
装箱堆场内最多时堆了 2600 多个集装
箱。如何让这些集装箱以最快速度进出
堆场，短驳至铁路发运的龙门吊下，直接
影响着“义新欧”中欧班列的运行效率。
为此，义乌推出了一系列数字化应用，让
集装箱通关时间从排队 24 小时缩短至 5
分钟，“义新欧”班列也从原来一天3班提
升至最多6班。

据统计，今年前2个月，“义新欧”中欧
班列共开行204列，共发运17138列。一个
个数字化场景是如何运转的？我们跟着杨
永，体验了一个集装箱的数字通关之旅。

9:00 预约
线上“云”排队

9时，义乌港车水马龙。坐进集卡车的
副驾驶室，我们发现，杨永并没有急着开
车。只见他拿出手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名
为“铁路口岸进场证预约”的数字化平台。

“现在有了这个，方便多了。”只见他在平台
界面上输入进场单号、车牌号和集装箱号
后，点击开始预约。不到1分钟，杨永就收
到了平台发送过来的反馈信息：集装箱已
报关，预约通关进场时间为9时50分。

按照约定时间，我们跟着杨永发车启
程，赶往铁路口岸。

“其实早在发车前，这个集装箱的数字
通关之旅就已经开启了。”路上，坐在后排
座的陆港铁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口岸场站
运营中心副经理龚英来告诉我们，报关就
是走在前面的一环。

“樱桃去核器7000个，劳保手套39128
双，保温瓶 2484 个……”就在发车前半小
时，义乌通欧报关代理有限公司报关员陈
嘉炜就打开电脑，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的“义新欧”中欧班列业务系统（以下
简称“义新欧系统”），为杨永集卡车上的集
装箱货物报关。

义乌打造的这一系统，实现了海关、铁
路、场站、交通、运营单位等主体间数据共
享，打通“通关+物流”各信息节点，实现了

“义新欧”中欧班列集装箱全流程可视化。
一路上，龚英来反复强调，集装箱报关

是预约的前提，而预约是为了更方便通关进
场。报关，意味着数据共享的开始。海关、铁
路、场站、运营单位等主体都会同步收到这
个集装箱的信息。“什么产品，目的地是哪
里，一目了然。无论到哪个环节，集装箱都能
畅通无阻。”龚英来说，预约让原来排长队进
场的集卡车提前在线上“云排队”。

9:50 通关
现场“零”等候

驱车约半小时后，杨永的集卡车于 9
时45分抵达铁路口岸门口，离约定的进场
时间还有5分钟。此时，排在我们前面的，
有10多辆同样等待进场的集卡车。让人意
外的是，轮到进场时，每一辆车子几乎都是

“秒进场”。
“和以前比，差别很大。”老家在河南的

杨永在义乌跑了6年集卡车，往来于义乌
港与铁路口岸之间，见证着这里的日新月
异和逐渐繁荣。

据统计，义乌铁路口岸2021年全年发
运“义新欧”班列1277列、10529标箱，同比
增长 31%，海铁联运班列 811 列、68432 标
箱，同比增长100%。随着业务量的增加，集
卡车排队等候进场的时间也长了起来。

“我见过最夸张的时候，通关车队要排
到几公里外。”杨永告诉我们，没有数字化
系统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何时能进场，也
不知道自己运送的集装箱是否已报关。“所
有信息都靠人工操作，由报关行、货代公司
层层传达，车队、司机接收信息很不及时。”

杨永说，提前到铁路口岸盲等成了最稳妥
的办法。

“有时候未报关的集装箱排在前面进
不去，报了关的堵在后面前进不了。”在杨
永的印象中，排队时间最长的一次，短短
200多米路，他整整等了24小时，吃喝全在
车上，哪也去不了。

现在好了，数据共享后，杨永只要通过
铁路口岸进场证预约平台，就能随时掌握
集装箱的通关动态，合理安排时间。

9时50分，卡口自动识别集装箱号后，
杨永的集卡车顺利进场。从抵达铁路口岸
排队到通关进场，只用了5分钟时间，刚好
与预约进场的时间相符。

10:06 落箱
堆场“智”调度

通关进场之后，如何最快找到集装箱
所要堆放的位置呢？

在海关监管场进出卡口边上的调度房

内，我们见到了陆港铁路口岸集装箱堆场
调度员尹小华。当杨永的集装箱被识别进
入海关卡口后，我们在他的电脑上看见，一
个矩形的橙色模块——集装箱3D化模型
冒了出来。

“这是什么原理？”在我们的追问下，尹
小华道出了背后的玄机。这一模型的生成，
归功于陆港铁路口岸场站智能化作业系
统。“我们通过对重箱堆场、集装箱等比例
缩放进行3D建模，相当于把场站搬到了网
上。”尹小华说，他只要在电脑前，通过简单
的“拖拉拽”，进行堆场集装箱的调度作业，
就能实现堆场堆存情况“云监测”。

我们在 3D 模型上看到，集装箱堆场
按发往地点不同，被划分为ABCD等不同
区块，A 区是中亚和俄罗斯，BCD 区是中
欧方向。而集装箱则按堆放层次不同被分
为多种颜色，一层为绿色，二层为黄色，三
层为白色，刚进入卡口未调度的集装箱则
以橙色显示。

“我们会按照先进先出、班列的发运
计划、尽量减少翻箱等原则堆放集装
箱。”经过综合考虑，尹小华最终把杨永
的集装箱用鼠标拖到 A3-12-1。而此时
的堆场内，负责装卸集装箱的正面吊司
机的平板电脑上，也第一时间出现了这
一串编号。

当我们跟着杨永的集卡车进入堆场
后，平板电脑上接到堆位指令的正面吊司
机朱林峰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面前。寻找
堆位、起吊集装箱……在他指引下，16 分
钟后，杨永的集装箱就精准落箱了。我们看
了看表，时间显示是10时06分。

“我们还实时统计分析堆位使用率、预
约箱量、客户进场箱量、正面吊作业量等关
键数据，帮助铁路口岸更直观地掌握场站
运营情况。”尹小华说。

后来我们也发现，从义乌港进入义乌
铁路口岸，作业全程居然不用下一次车、全
程无接触，直到离开口岸。

一个集装箱的数字通关之旅
——记者随集卡车体验“义新欧”班列数字化场景运转效率

正面吊司机正在吊装集装箱正面吊司机正在吊装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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