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遛鸟老爷爷、胡同手艺

人、糖葫芦小朋友⋯⋯在近

日 开 业 的 北 京 乐 高 品 牌 标

杆店内，这些以北京市井生

活 场 景 中 的 人 物 为 原 型 拼

搭而成的 3D 人仔模型让消

费者感觉既亲切又新鲜。

近年来，诸多外资品牌

打造“本地化”“接地气”的

门 店 以 及 产 品 ，努 力 在 文

化、情感等方面实现与中国

消费者共鸣，这样的洋品牌

越来越多，“入乡随俗”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

2020 年 底 ， 可 口 可 乐

公 司 推 出 专 为 中 国 市 场 研

制 的 热 饮 产 品 ——“ 可 口

可乐生姜+”汽水，这是可

口 可 乐 公 司 全 球 第 一 款 可

加 热 饮 用 的 汽 水 产 品 ； 被

网 友 戏 称 为 “ 开 封 菜 ” 的

肯 德 基 ， 今 年 元 宵 节 期 间

推出“咖啡+冰激淋+黑芝

麻 汤 圆 ” 的 组 合 限 定 新

品 ； 第 四 届 中 国 国 际 消 费

品 博 览 会 期 间 ， 全 球 知 名

烈 酒 与 葡 萄 酒 集 团 保 乐 力

加 展 示 的 60 多 款 产 品 中 ，

包 括 一 款 独 具 中 国 特 色 的

中 国 原 产 叠 川 纯 麦 芽 威 士

忌 。 用 保 乐 力 加 中 国 首 席

执 行 官 郭 斌 臣 的 话 说 ， 这

是 “ 一 款 在 中 国 、 为 中

国 、 为 世 界 打 造 的 中 国 麦

芽威士忌”。

研 究 消 费 者 并 遵 循 消

费 者 行 为 规 律 是 外 资 品 牌

在 中 国 市 场 发 展 的 重 要 抓

手。伴随品牌本土化，推出如粽子、月饼、茶等中国特有的

美食和饮品，以既不失本土特色又别出心裁的样貌呈现出

来，为中国消费者带来颇具创意的体验。

2021 年 11 月份，星巴克中国首家“非遗文化体验店”星

巴克臻选北京华贸店开业。该门店既是星巴克的“第三空

间”，也是非遗艺术的展览空间，为更多非遗传承人搭建了

一个更广阔的展示平台。一家外资咖啡门店，由此变身为

“非遗文化与现代都市间的沟通桥梁”。

像星巴克这样，在门店设计和产品包装上更多地体现

中国文化元素，通过使用“中国视觉元素”吸引消费者的目

光，做他国文化的接受者、理解者和传承的桥梁，是获得消

费者对品牌认可最为直接和快捷的方式。

此外，利用传统节日等关键节点，积极拥抱中国传统文

化，也被很多外资品牌视为抢抓中国市场机遇的有效途

径。对西方人来说，春节是最能寄托和承载中国人情感的

节日，无论在民俗传统还是审美文化方面，春节都比其他节

日更具辨识度，因此，春节也成为外资品牌争夺中国市场的

擂台。

为迎接甲辰龙年，全球红牛品牌及“红牛”商标的创始

者和所有者天丝集团红牛品牌与故宫文化联合推出龙年限

定罐。在天丝集团看来，此举是集团助力保护中国传统文

化的体现，也是其在本土化运营中探索发展新路径的实践，

在本土化发展中探索出一条共创、共赢之路。

随着中国市场消费结构、消费渠道和营销手段的变化，

“新老结合”“中外合璧”成为众多外资品牌本土化策略的新

实践。相信只要理解并尊重本土文化，不断满足人们对新

消费的追求，避免过度营销给消费者带来审美疲劳，外资品

牌在中国市场“入乡随俗”还将走出更多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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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2024 年斋月期间，中东、北非地区

在线销售呈现爆炸式增长，电子商务交易数

量较去年增长 23%，网站成交总额（GMV）增

长 13%。

中东电商市场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市

场之一。根据迪拜南部电子商务区 2023 年

公布的一份报告，2018 年至 2022 年，中东、北

非地区电子商务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达 32%，

2022 年电商市场总规模达 370 亿美元，较上

一年增长 14%。预计 2022 年至 2026 年期间

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1%，2026 年市场规模将

达到 570 亿美元。届时，电商经济将在中东、

北非地区的商业中占据 8.3%的市场份额。

政府的政策支持、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

及率的不断提升，以及人们对方便快捷的网

上购物体验的日益青睐，都是中东地区电子

商务市场快速增长的推动力。中东地区电商

市场发展迅猛、前景广阔，已经成为各路电商

投资创业的“蓝海”。

群雄逐鹿 创新为王

中东电商市场的发展潜力正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电商平台与物流公司竞相涌入。目

前，中东电商市场已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以

亚马逊为代表的全球性电商巨头，以 Noon

为 代 表 的 中 东 本 土 电 商 ，以 及 以 SHEIN、

AliExpress、TikTok Shop 为代表的中国跨境

电商，共同竞逐这一新兴电商“蓝海”。

2017 年，亚马逊收购中东本土电商平台

Souq，强势入局中东市场，目前覆盖沙特、阿

联酋、埃及、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等中

东多国，在中东、北非地区拥有超过 10 个运

营中心、65 家自营和第三方投递站点，以及

中小企业配送服务商网络。

Noon 是中东第二大电商平台，由阿联酋

企业家联合沙特主权投资基金共同投资 10

亿美元于 2016 年创立，并在 2017 年 1 月份正

式上线。该平台旨在成为中东地区的“亚马

逊”和“阿里巴巴”，提供包括时装、电子产品、

美容产品、家居用品等多种类别的商品，主要

站点为阿联酋、沙特和埃及。

目前，亚马逊与 Noon 都拥有自

建物流、供应链系统以及自营支付模式，成为

中东电商市场的两大巨头。

早在 2015 年，中国跨境电商 SHEIN 就已

布局中东，凭借供应链优势，通过“时尚电商”

定位占据一席之地。网红营销、直播带货在

中东地区有很大的潜力，TikTok 在中东的发

展很快，成为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在沙特，

18 岁以上的人几乎都在使用 TikTok，TikTok

也成为品牌营销的重要阵地。

在中东地区，因为人口稀疏、配送距离

较远、物流价格较高，消费者习惯单次购买

多件商品，单位包裹体积较大，快递员大多

驾驶面包车进行配送，在人迹罕至的沙漠地

带，甚至需要用骆驼去派送最后一公里，存

在仓库密度不足、用户地址库不完善、时效

略慢、妥投率低等问题。2022 年 1 月份，极

兔速递 （J&T Express） 在阿联酋和沙特启

动快递网络运营，现已在两国分别建立起全

国性自有配送网络和本地化仓储系统，覆盖

当地全部省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速卖通

（AliExpress） 联合菜鸟国际快递升级中东跨

境物流服务，持续加码中东市场。中国电商

加 速 进 军 ， 显 著 提 升 了 中 东 市 场 的 物 流

水平。

政策激励 法规护航

近年来，中东各国为推动经济转型、提高

国际竞争力，相继出台了支持电子商务发展

和鼓励创业的诸多政策措施，并投资必要的

基础设施和技术，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良好

的发展环境。政府举措在支持电子商务增长

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东第一大经济体沙特阿拉伯不断加快

数字经济转型的步伐，在沙特“2030 愿景”中

提出“国家转型计划”，将发展电子商务作为

实现经济多元化的重要途径，发展数字支付，

并联合私营部门发展电信和 IT 基础设施，将

数字化经济作为发展目标，使之成为国民经

济的新支柱。2019 年，沙特通过电商法并成

立电子商务委员会，规范并扶持电子商务发

展。2021 年，沙特中央银行首次批准针对电

商快递的保险服务。2022 年，沙特商务部共

签发 3 万多张电商运营许可。

阿 联 酋 制 定《数 字 政 府 战 略 2021—

2025》，不断改善网络连接和数字基础设施，

提升政府现代化服务水平。推出政府统一数

字平台，作为政府实体提供所有公共信息和

服务的首选平台。2022 年 4 月份，阿联酋发

布《数字经济战略》，并成立数字经济委员会，

目标是在未来 10 年内，将数字经济对国内生

产总值的贡献翻番，从 2022 年的 9.7%提高到

19.4%。2023 年 12 月份，阿联酋政府批准《关

于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开展商务活动（电子商

务）的联邦法令》，旨在通过便利商业行为和

合同签订、提高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和增强稳

定性等措施来规范和促进电子商务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

卡塔尔也推出《数字政府 2021—2026 年

战略》，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向

加强投入。卡塔尔积极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

管理机制，2019 年推出电子商务认证制度，

极大促进了当地电商市场的发展。

2023 年，海湾合作委员会（GCC）贸易合

作委员会第 65 次会议讨论了根据灵活的原

则，制定一个管理整个海湾地区电子商务的

统一立法框架。2024 年 4 月份，GCC 商业副

部长委员会第 58 次筹备会议和第 44 次工业

副部长会议讨论了逐步建立国家间统一的电

子商务强制性立法框架，并制定统一的商业

特许经营法，以促进整个海湾地区的电子商

务发展。

基础雄厚 潜力巨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 年的数据，

海湾六国的人均 GDP 在 3 万美元至 12 万美

元之间，且 GDP 仍然保持较高增速。中东总

人口超 5 亿人，年轻人占比高，这些年轻消费

者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对于线上购物这一新

兴购物形式接受度很高，能迅速完成从线下

到线上消费模式的转变，使得当地电商市场

的需求不断扩大。另外，中东地区的消费品

大多依赖进口，线上购物的商品种类繁多且

价格低廉，因此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阿联酋市场助推中东地区数字和电商经

济强劲增长。根据阿联酋 2023 年 8 月份发布

的 《数字阿联酋概况》 报告，阿联酋互联网

活跃用户占总人口的 99%。社交媒体活跃账

户达 1000 万户，占总人口的 105.5%，占互

联网用户数量的 106.6%，用户平均每天花

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为 2.33 个小时。通过手

机应用程序购买支出额达到 15.87 亿阿联酋

迪拉姆。根据研究机构 YallaHub 的最新数

据，阿联酋电商市场正在高速增长，预计

2024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90 亿美元，其电商

渗透率也会增长到 66.1%。

沙特是中东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该国

有近 3600 万人口，拥有庞大的客户群，对在

线购物情有独钟。沙特通信、空间与技术委

员会发布的《2023 年沙特互联网报告》显示，

2023 年，沙特互联网普及率达 99%，网上购物

的比例跃升至 63.7%。2023 年，零售消费电

子支付占总支付的份额从 2022 年的 62%提

高到 70%。预计沙特电商规模 2024 年达到

136 亿美元，2029 年将达到 274 亿美元，年复

合增长率为 15%。

卡塔尔中央银行称，2024 年 3 月份电子

商务交易量达到 644 万笔，交易额为 36.6 亿

卡塔尔里亚尔，与 2023 年 3 月份相比，电子商

务交易额增长了 43.5%。随着越来越多的零

售商和消费者转向在线平台，卡塔尔的电子

商务市场正呈现出显著的增长势头。

瑞银集团分析称，中东地区仍“处于数字

上升的早期阶段”。作为中东地区领头羊的

沙特和阿联酋，其电商市场规模目前也只在

100 亿美元左右，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

东地区的电商市场正处于总量较低但爆发性

增长的发展阶段，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维

持这一趋势。

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促进中欧关

系与交流合作”为主题，举行了第 175 期“经济每

月谈”。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中欧关系有着强大内

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当前中国推动高质量发

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包括欧洲在内的世

界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

“中欧合作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表示，当前国

际形势复杂多变，欧洲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疲

弱，还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欧元地位急剧下降、

欧洲产业链供应链遭到极大削弱等挑战。欧洲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同中国加强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表

示，近年来，中欧关系经历了不少起伏。新冠疫

情、俄乌冲突等都对中欧关系产生了一定冲击，但

中欧关系的主基调仍是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全球

化浪潮下，中欧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相嵌

交融，彼此早已谁都离不开谁。

据统计，2023 年中欧贸易克服全球贸易低迷

等不利影响，贸易总额高达 7830 亿美元，平均每

分钟贸易往来接近 150 万美元。中欧双向投资存

量超过 2500 亿美元，双方企业持续看好对方市

场。《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 2023》显示，超

过 90％的受访欧洲企业计划将中国作为投资目

的地。欧盟中国商会 2023 年年度报告显示，超过

八成受访中国企业计划扩大在欧发展。

冯仲平表示，近日在欧洲开展的元首外交，展

现了中国与欧洲三国的合作成果，正是多年来中欧

务实合作、互利共赢的缩影，对其他欧洲国家乃至世

界都具有引领作用。中欧相互不构成威胁，不存在

根本利益冲突。只要中国和欧洲国家支持多边主

义和经济全球化，反对阵营对抗和脱钩断链，新冷战

就打不起来。只要中欧合作，就有更大希望解决气

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危机等全球性挑战。

“中欧双方具有较深的合作基础，同时在推动

多边机制、贸易自由化等方面存在一定共识。这

为中欧开展更多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银行研究

院首席研究员宗良表示，在此背景下，中欧双方应

借势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尤

其是针对欧洲不同国家的发展优势、实际情况等，

因地制宜开展不同合作、拓宽合作空间。

在 元 首 外 交 引 领 下 ，中 欧 关 系 正 持 续“ 趋

暖”。双方可以在哪些领域寻求拓展务实合作，增

添发展新动力？

陈文玲表示，中欧在共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方

面，可以实现双向奔赴、共同合作。近年来，双方

在经贸投资上不断提质升级，开展优质产能合

作。比如法国空中客车公司在天津建立了 A320

飞机的第二条生产线；法国汽车零部件公司佛吉

亚在江西建设了汽车电子超级工厂等；蔚来、比亚

迪、宁德时代等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也纷纷到匈

牙利等欧洲国家投资设厂。“未来双方可以在此前

合作的基础上，聚焦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清洁能

源、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合

作，通过取长补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不仅为

双方也将为世界作出贡献。”陈文玲说。

“双方还可以携手开辟第三方市场。”宗良表

示，当前第三方市场合作已成为中欧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内容。中国已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比利时等欧盟国家建立第三方合作机制。在这种

机制下，中国的优势产能、装备和工程建设能力能

够与欧洲国家的核心技术装备优势和市场管理经

验相结合，与中亚、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

化、现代化需求对接，推动超越双边的经贸合作，

实现多方共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

茉楠表示，中欧互为汽车出口的重要市场，汽车产

业也是欧盟对华投资的重点领域。当前双方在汽

车领域的合作正从原来的市场合作转向技术合

作，中国在锂电池、电机电控、汽车自动化、物联网

等方面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这些

方面恰恰也是欧洲希望推动新能源发展和绿色转

型的重点。此外，未来中欧合作也可以从一些短

期项目订单转向长期的制度化合作，包括从政府、

商界、民间等方面加强制度性交往，这对于巩固双

边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中俄铁路货运量有望创新高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春辉

“2023 年 俄 中

之间铁路货运量同

比 增 长 36% ，达

1.616 亿吨；今年一

季度货运量同比增

长 8%，有望继续创

新高。”俄罗斯铁路

股份公司总裁奥列

格·别洛泽罗夫日

前表示，铁路运输

合作有效强化了俄

中关系。

在别洛泽罗夫

看来，俄中铁路货

运 量 保 持 快 速 增

长 的 重 要 原 因 是

俄 罗 斯 铁 路 股 份

公 司 和 中 国 国 家

铁 路 集 团 已 就 最

大 限 度 发 挥 铁 路

过 境 点 潜 力 和 增

加列车数量达成协

议。今年一季度，

自 俄 罗 斯 向 中 国

发出的列车数量每

日达 42 列，同比增

长 16.7%。

别洛泽罗夫介

绍，当前俄中正在

积极发展现有 4 个

铁路口岸的基础设

施，以提高其运行

效率。后贝加尔斯

克口岸铁路检查站

的新集装箱码头已

于 2022 年 投 入 使

用，计划于 2026 年

完成该口岸全部配套设施建设。同时，

旨在提高格罗捷科沃—绥芬河和马哈林

诺—珲春边境口岸通行能力的相关工作

也在开展中。2022 年底投入使用的下

列宁斯阔耶—同江铁路桥口岸目前已达

到计划通行量，日经行列车多达 5 列。

别洛泽罗夫认为，推动数字化是俄

中铁路合作的优先方向。俄中两国铁路

人对引入最新通信标准、优化基础设施

以及改进运营技术等方面合作抱有浓厚

兴趣。

别洛泽罗夫看好俄中铁路合作前

景，表示俄远东基础设施发展有助于推

动双边贸易新一轮增长。今年 5 月份，

俄政府批准启动“东方多边形”基础设施

（贝加尔—阿穆尔运输线和跨西伯利亚

运输线）现代化第三阶段工程，这是连接

俄罗斯和中国的重要铁路大动脉。项目

投 资 将 超 过 3.7 万 亿 卢 布 ，运 输 量 到

2030 年和 2032 年预计分别达到 2.1 亿吨

和 2.7 亿吨。他还指出，相关基础设施的

发展将为两国增加互访游客数量带来新

机遇，有助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

阿联酋迪拜以其摩天大楼和地标建筑吸引阿联酋迪拜以其摩天大楼和地标建筑吸引

众多游客众多游客。。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