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乌到匈牙利COD小包物流--跨境电商COD专线--双清邮政派送

产品名称 义乌到匈牙利COD小包物流--跨境电商COD专
线--双清邮政派送

公司名称 深圳市森鸿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欧洲电商小包

价格 15.00/KG

规格参数 品牌:匈牙利COD物流
主营业务:匈牙利跨境电商小包物流
服务:代收货款一件代发双清包门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马安山社区鞍胜路35号一
层-东

联系电话 18170872539 18170872539

产品详情

跨境电商主流邮政小包优缺点对比分析。根据大数据统计分析，有70%的包裹快递都是通过邮政系统进
行投递的，而其中中国邮政就占据了大约50%的市场份额。香港邮政和新加坡邮政等快递也是中国跨境
电商小包常用的物流方式，因为对于跨境电商来看，大部分都是小型卖家，他们一般都是通过跨境电商
的平台进行发货，2公斤以下用中邮小包，超过2公斤则用中邮大包。下面森鸿国际物流就来给大家细说
一下跨境电商主流邮政小包的优缺点：

一、中国邮政 ( 价格优势明显，挂号小包“独霸天下” )

市场占有率，也是老资历。

优点：线路覆盖广、具价格优势

中国邮政线路之广，自不必说。中邮小包更是市面上有价格优势的小包产品，被广泛运用。有卖家举例
，发邮政小包、一公斤，到南美、非洲120元、亚洲邻国80-90元，其它地区均价100元左右，这个基础上
加上8元挂号费，乘以各地货代折扣，才是终发货成本。相较之下，其它小包即使基础收费持平也鲜有折
扣，甚至高一个档次收费，成本优势都不如中邮小包。

跨境电商主流邮政小包优缺点对比分析。总体来说，中邮小包总体时效尚可，部分地区甚至谈得上很快
。不过，无论是价格、还是时效，都比较不稳定，状况会多点。当然，上网速度是快的1-2个工作日，国
内清关也有优势。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广州是中邮发货较快的城市，内陆城市的折扣
则比较高。

跨境电商邮政小包优缺点



二、香港邮政小包( 历史长，综合质量较高 )

早被用于跨境电商领域，曾是独立站大佬们的“独门武器”，资历老。

优点：综合质量较高、各个指标较稳。

普货配送方面，是小包中时效、价格、清关方面较为稳定的产品。另外，丢包较少。就综合质量而言，
是小包中的理想选择，对主要市场发货都适用，客户体验更有保障，因物流引发的售后问题相对较少。
价格方面，香港挂号小包比中邮挂号略贵。不过在所有小包中，还是价格较优产品，香港平邮的性价比
尤高，几乎没有敌手。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小包发货，需要转运到香港，和内地邮政发货不一样，上网
时效是2-4个工作日，稍慢。当然这不影响总体时效，也不排除个别货代能做到承诺的次日上网。)

三、新加坡邮政：带电小包( 曾是其，价格较优 )

三大邮政小包之一，带电小包曾是其“”。

优点：对东南亚地区有优势，三大邮政小包中，成本优势仅次中邮挂号。

阿里巴巴注资新加坡邮政，收购了其10%左右的股份。当时有确认说是为3C产品保驾护航。因为，当时
乃至现在，中邮和香港邮政小包都限制带电产品，新加坡邮政是主要出货渠道，并且就成本优势而言，
也仅次于中邮小包。对于东南亚市场而言，新加坡邮政的配送服务，时效及收费具有优势。此外，根据
官方资料来看，其标榜的发货到西欧国家10-15个工作日的时效，有卖家表示配送还是挺及时的。

四、德国、比利时、瑞士、荷兰等小包( 时效快配送稳，发欧洲理想选择 )

这些邮政小包产品，齐齐上阵抢占市场，代表小包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

优点：时效和稳定性要好很多，发欧洲尤其理想，可带电。 )

跨境电商主流邮政小包优缺点对比分析。举例说明，德国(DHL)小包寄到英法德只需要5-8工作日，部分
线路可发带电物品。瑞士小包快时效也能做到10工作天，也支持带电产品配送。关键此类产品，由本土
邮政承运，本土清关能力强、一般欧盟境内无需二次清关，稳定性好，配送及时、丢包少。这些小包较
上述小包产品的价格优势不是那么明显，不过若卖家一心想提升客户体验，不失为理想选择。当然，根
据货物不同，超轻、超微利的产品，是要更注重成本考量，重一点的售价较高的产品，在物流上则可相
应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瑞士不是欧盟国家，需要二次清关，卖家走货经验指出，在一些欧盟国家如意
大利、德国等较易卡关，时效也有打折。不过，去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芬兰、丹麦，
还有其它欧洲小国，很靠谱，几乎8-15天妥投。目前，比利时邮政小包和荷兰小包也都支持带电产品配
送。

五、瑞典邮政、马来邮政小包( 可走带电、超平价)

相关代理的网介绍瑞典邮政小包，表示其较香港和新加坡小包价格优势明显。

优点：官方宣传超平价、可走带电

瑞典小包发美加、欧洲的平均时效都在20-30天，不算突出。可接内置电池、配套电池货，无需特殊包装
，增加了其赢面。性质类似，



马来西亚邮政挂号件可接所有电池货，无需特殊包装，同样也是超平价小包产品。 对于尤其注重成本的
卖家，这两大小包产品，提供了另一选择余地。不过，产品稳定性如何，还需卖家自己少量发货测试下
。

活动期间，我抓住机会和几位年销售额几亿、几十亿的跨境电商头部商家进行了沟通。聊聊在这个魔幻
的2020，他们过的怎么样。真是不聊不知道，一聊吓一跳。几家公司今年的业绩不但有翻倍的，甚至有
的公司达到三倍的增长。这一下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还有机会吗？下面，我就把
我采访来的内容分享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启发。1.对跨境电商有什么影响？一上来，我就问几位企业家
，今年，增长这么快，你们觉得是为什么？他们和我说。肯定和相关。确实对整体经济会有较大的影响
，但受影响，海外国家的电子商务渗透率也大幅提高。两个相抵，因为电子商务渗透率提高更多。反而
促进了跨境电商的发展。什么是电子商务渗透率？简单来说，就是总体的零售中，电子商务占比多少。
渗透率越高，说明通过电子商务购物的人就越多。就以美国为例。先说总体零售，据雨果网的数据显示
，美国*二季度总体零售支出下降了3.6%。那美国的电子商务渗透率呢？美国*二季度的电子商务渗透率
达到了16.1％，**去年同期的10.8％。不包括汽车，汽车零件，酒吧和餐厅的销售额，电子商务的渗透率*
过22％。 比如一些拉丁美洲等国家，原来的消费者几乎没有线上购物习惯，现在因为，也开始在线上开
始购物了。

很多人说，2003年的非典激活了中国的电商，那么这次也激活了海外很多国家的电商。

如果2003年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比较遥远那稍微回想下，我们国内爆发之初，很多从来不会线上购物的大
妈也开始抢菜了。是不是，就好理解了。所以，受影响，虽然全球的零售总额在下降，也可以说总需求
在下降，但是因为电子商务渗透率大幅提升，反而促进了跨境电商的发展。

2.没有，跨境电商是否仍能**发展？我继续问道，那这次增长是只有我们国内的跨境电商企业增长迅速，
还是整个行业里其他国家做跨境电商的企业也同样增长迅猛？他们告诉我，其他国家做的一般。为什么
？较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国内的制造业、供应链完备，这是我们相对海外其他国家较重要的一个优势
。同样因为影响，很多国外的工厂开工率也不足，导致有些商品现在只能在咱们国内生产所以说，完备
的供应链体系，再加上导致国外工厂无法开工的客观情况，也让我们国内做跨境电商的企业相对于国外
企业有*明显的优势。当然，除了这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电商上，我们有强大的运营能力
。什么意思？电子商务，在2003年，就在我们国家兴起，这17年来，我们培养了大量从事电子商务行业
的运营人才。而很多海外国家，他们才刚刚起步。所以，在跨境电商领域，我们相对于海外其他国家，
我们强大的制造业所带来的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以及强大的电商运营能力，是他们所不具备的。这也是
促进跨境电商今年高速发展的一个原因。这同时也说明了一件事。什么事？那就是，只是跨境电商高速
发展的助推剂，没有，依托供应链和强大运营能力，我们的跨境电商也发展的非常好。

RCEP对于中国外贸经济和外贸企业影响是什么

*全球较大的自贸区的建立，对于中国经济和市场是具备重大的利好的。对于我们外贸出口企业家来说，
外贸企业来说RCEP的好处大概有下面几点。

1：RCEP会形成区域内*规范统一的规则体系

对于广大中国外贸企业家，出口企业来说，以往外贸出口较大困惑之一就是，各国*贸易标准差异化太大
，贸易协定变化多端，比如说原始产地规则，投资政策，服务贸易政策，RCEP成立以后，在协定的区域
内规则会*统一和规范，这对于外贸出口企业来说可以大大的降低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



2：RCEP进一步优化区域的供应链和*资源

笔者做*贸易已经*过17年了，我一直认为*贸易**还是市场资源的整合，RCEP协定以后，区域内的各国国
家的，资源，商品流动，技术合作，服务资本合作，人才合作都会*加便利，可以较大程度创造*和整合
资源，这对于目前中国如火如荼的跨境电商行业来说会带来巨大的机会。比如说海外仓的建立，东南亚
市场的建立，*人才的招聘。未来外贸跨境行业会拥有质的飞跃。

3：RCEP有助于外贸企业海外投资和*化建设

跨境电商目前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2020年的跨境电商发展*强调*化和海外目的国本土化，这些
都是需要跨境电商企业海外大量的资本投入，比如今年很多头部跨境电商企业布局海外仓，RCEP区域内
规则统一以后，对于区域内的投资者来说，进入了一个国家等于进入了区域的全部国家，这样的投资效
率较佳，也*稳定。

4：进一步促进中国稳定外贸和稳外资

我们特意调研了一个海关数据，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2019年我国的总贸易额是4.6万亿美元，协议区
域内的贸易总额达1.3亿万元美元，协议会*加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稳定外贸有非常大的作用
，较终利好于中国外贸企业和生产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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