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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改善用户体验是此类电商未来重要的布局方向。主打性价比，未来将面临与传统性
价比品牌及新兴线下品牌的竞争，弥补线上体验的不足为此类电商布局的重点。

产业互联网背景下，电商成为助力制造业智能升级的重要一环。消费大数据指导上
游生产变革，消灭库存，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市场空间广阔，受益于消费升级人群扩大和工厂的积极“入网” 。电商直连工厂模
式在消费端强调性价比，2018年实现交易规模175.2亿元，在整体性价比市场容量
中的渗透率为4.1%，预计未来4年内将保持24.4%的复合增长。

C2M电商模式对上游的变革程度最深，从品牌和通路两端提升制造厂商的附加值。
电商直连工厂主要分为3种模式：①自营类F2C电商模式，例如：网易严选、淘宝心
选、京东京造； ②平台类F2C电商模式，例如：拼多多拼工厂； ③ C2M电商平台模
式，例如：必要商城。其中C2M电商模式对工厂的变革程度最深：消费大数据指导
生产，先订单后生产实现“零库存”，平台模式帮助制造商打造自主品牌、助力制造
商打造柔性生产链、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取得竞争优势。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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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说明

来源：腾讯研究院《产业互联网 构建智能+时代数字生态新图景》、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及整理。

在产业互联网的大背景下，除了传统的B2B电商和科技企业之外，越来越多的消费类电商启动B端赋能计划，
切入上游供应链领域，利用自己积累的数据、技术提高工厂效率，反馈C端需求；与此同时，迎合消费升级
趋势，通过直连工厂，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和个性化的商品。

典型参与者例如必要商城、网易严选、淘宝心选、京东京造、拼工厂等，但是模式不尽相同，对产业链的变
革程度也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

研究背景

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融合：提供数字化赋能，助力产业互联网效率提升和新旧动能转换

关系

产业互联网是消费互联网向生产端延伸的产物

• 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发展的递进与深化，将互联网从消费端带入生产端，目的是实现C2B2B2C的闭环、带动各产业整体转型升

级，同时带动新兴产业发展。

• 服务对象由C端延伸到B端企业。

• 两者的融合涉及到产生的机体、运作方式、文化包括价值观的融合。

关键词

包含工业互联网、“智能+”、“互联网+”等众多概念

• 产业互联网不是单一技术的应用，而是以数据作为基础，综合运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集，来促进传统产业效率提升和新兴动能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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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说明

来源：百度百科、《F2C电子商务模式创新文献述评》-林炳坤，吕庆华、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绘制及整理。

C2M与F2C

 【C2M】Customer-to-Manufacturer（用户直连制造）的缩写，是一种新型的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又被称为

“短路经济”。例如：必要商城。

 【F2C】Factory to customer，即工厂到消费者， 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商业模式。在 F2C 模式下，交易双方只有生产者和消费

者，辅助以电子货币完成资金支付，物流完成实物递送。分为①自营类的F2C电商，例如：网易严选、淘宝心选、京东京造；

②开放平台类的F2C电商，例如：网易考拉工厂店、拼工厂。

产业互联网C2M电商

 【产业互联网C2M电商平台】指的是采用C2M商业模式，从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出发，通过消费行为数据指导上游选品、设计、

“按需生产”的电子商务平台。这种模式也是电子商务平台在产业互联网背景下对B端工厂和供应链扶持的一种探索。

 【商业价值】在这个过程中，电商平台通过直接链接上游工厂与下游消费者，利用消费大数据分析用户偏好，指导上游工厂提

升设计、工艺水平，并通过去除流通中经销商的加价环节和品牌溢价环节，为消费者提供了高性价比和个性化的商品。另一方

面，通过“先订单后生产”的方式，也帮助工厂降低了库存压力，实现效率提升。

 【涉及到的研究对象】中国代工厂、消费者、消费电商平台

 【涉及到的技术概念】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传感器、物联网、AR/VR

相关概念解析（本报告讨论的范畴集中在消费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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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关注品质、性价比
及个性化
 关注品质：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直接刺激品质需求增加 p.7

 关注性价比：国内消费市场尤其是一二线城市进入去品牌化发展阶段 p.8-p.9

 关注个性化：80、90后年轻群体逐步成为消费主力引领个性化，且定制
化小众需求增加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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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直接刺激消费需求增加
高品质商品成为首要追求，对优质供应商需求旺盛
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2018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 元，一线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6万元。收入水平的提高，直接驱使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在消费形式上首先表现为对商品质量的追求。

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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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直接刺激消费需求增加，对商品【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电商渠道成熟，海量SKU解决
商品数量问题；品质提升成为
本次消费升级的主题

生产及销售满足消费者品质需
求的商品成为生产端和渠道端
共同探索的方向

• 制造商需要下游消费市场
数据进行选品、设计、定
价指导

• 流通端需要对接优质供应
链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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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一线城市进入去品牌化发展阶段
人均GDP约2万美元，追求高性价比和简约风
根据欧美及日本消费市场发展经验，去品牌化趋势出现在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的阶段。日本无印良品、优衣库以及美国

的costco等均诞生并发展于本国人均GDP约2万美元的阶段。目前国内消费升级趋势下，一线、新一线甚至二线城市经济

高速发展，已接近上述水平，消费行为模式方面逐步与之接近。去品牌化趋势下，大众消费需求回归本质，炫耀性消费特

征逐渐退却，高性价比与简约化风格成为主流需求趋势。

来源：世界银行，choice。新一线城市来源于《第一财经》，2018年15个新一线城市依次为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宁波、
东莞、无锡。

关键解析

 北京2018年人均GDP=2.03万美元；

 上海2018年人均GDP=1.96万美元；

 广州2018年人均GDP=2.19万美元；

 深圳2018年人均GDP=2.76万美元；

 新一线城市2018年人均GDP≈1.67万

美元

消费上，大众需求回归消费本质，炫耀性

消费特征逐渐退却，高性价比与简约化风

格成为主流需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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