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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泰国椰子在中国的持续衍生
从原装椰子到定制椰子水、从椰奶到椰子鸡火锅，小产品背后有大故事

过去三年，泰国椰子的“创造力 ”正渗透进

我们的生活：它在线上线下整只原装售卖，让消

费者在家中也能享受到来自泰国的舌尖美味 ；

它变成椰子水和椰奶， 在健康中国的消费大趋

势中成为进口爆款； 它还开拓了冬天的消费场

景，成为椰子鸡火锅的原料，更大发挥价值。

连续三届进博会上，椰子是很多东南亚食品

及农产品企业的主打产品之一，近年来的进口数

据直线上升，更深入我们进口生活的每一环。

加速放大溢出效应

首届进博会期间， 阿里巴巴与泰国方面签订

了三年 30 亿元的水果采购大单， 作为泰国的特

色水果之一， 椰子在这笔大单中占有重要一席。

“从首届至第二届进博会期间， 盒马鲜生

的消费者吃掉了近 2000 万只泰国椰子。” 盒马

鲜生酒水冲饮板块负责人徐俊给出这样一组数

据。 首届进博会后， 盒马鲜生第一次把泰国椰

子引入线上线下， 去年已成为泰国椰子在中国

最大的单一零售渠道。

看到进口椰子的巨大市场爆发力， 盒马鲜

生采购团队开始考虑放大溢出效应 。 徐俊介

绍， 从 2016 年开始 ， 椰子水的市场份额就逐

年提升， 这种健康食品也非常符合消费趋势 ，

“去年 1 月， 我们找了 4 款泰国椰子水产品和 1

款马来西亚产品 ， 根据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喜

好 ， 评估和调试甜度 、 香度 、 PH 值等指标 ，

经过三轮测试， 选定泰国原产地的加工工厂 ，

采用 NFC 非浓缩还原技术， 制成不加白砂糖的

低卡低脂水饮”。

去年 8 月， 定制版泰国椰子水一亮相就受

到追捧。 “最开始， 1 升装产品我们只进了一

个货柜、 约 2500 ?， 不到一个月就卖断货了。

泰国工厂紧急增加生产线， 11 月第二批货来了

3 个货柜， 到 12 月已增至 5 个货柜。 而今年以

来一直稳定在每月 20 个货柜以上。” 徐俊说。

去年 11 月， 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朱林

参加第二届进博会， 得知泰国美食在中国消费

市场增长明显， 还开心地开启直播， 吆喝泰国

水果， 鼓励泰国企业把更好的商品卖到中国来。

在消费升级中开拓新场景

我国每年需从东南亚进口椰子约 25 亿只，

椰子产品加工原料基本依靠进口。 来自海关的

数据显示， 去年我国椰子进口量大幅增长， 去

年前 11 个月， 进口数量达到 60.5 万吨， 进口

额达 2.66 亿美元 ， 同比分别上涨 52.1%和

53.9%。 ?升的数据背后 ， 是中国消费者的进

口生活日益丰富， 进口商品越来越深度地参与

到中国消费市场。

椰子和椰子水在国内双双成功之后， 去年

12 月， 盒马鲜生采购团队又开始进一步筹备定

制版进口椰奶产品。 由于泰国原产地及加工厂

与中国企业已经过长期磨合， 今年 1 月， 第一

批椰奶样品随即到达上海， 团队根据样品提出

无香精、 无防腐剂的基础需求， 希望泰国工厂

调整产品配方。 徐俊说， 当时规划这款产品在

三四月份上市， 为夏季的销售高峰作准备。

不料，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 物理

连接中断， 人员来往、 物流等相继暂停。 第二

批样品经过长达 1 个月的跨境物流寄送才到达

上海， 在这轮反馈意见中， 盒马鲜生研发团队

一次性提出 6 个梯度的糖度要求。 在双方的共

同努力下， 6 月， 椰奶产品的口感和包装最终

确认， 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9 月， 第一批定制版泰国椰奶到达中国口

岸， 作为该款商品的首次入关批次， 海关还需

要对产品进行包括核酸检测在内的多项检验 ，

这款疫情中诞生的盒马椰奶 ， 终于在到港 15

天后上架门店。

与此同时， 更多椰子正在通过不同方式融

入我们的生活 。 10 月 1 日 ， 盒马 X 会员店开

业 ， 水饮料中的销售冠军就是来自泰国的椰

子水 。 考虑到椰子产品的季节波动性 ， 包括

盒马鲜生在内的不少企业还开发出椰子鸡火

锅 ， 两只椰子浓缩成火锅底料 ， 一上市就成

了火锅界的新宠， 开拓出新的消费场景， 让泰

国椰子全年都有存在感。

在进博会这个大舞台上 ， 有很多像椰子

这样的进口展品 ， 不断挖掘自我 ， 延展商品

功能 ， 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小故

事里的大变化， 弹奏出进博会最动人的音符。

■本报记者 徐晶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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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来自全球各国的参展商、

全国各地采购商汇聚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在一次次磋商谈判中碰撞出

加强合作、达成交易的火花。 在这里，

无论展台大小、品牌知名度高低，所有

企业都能有所收获、有所成就。小而美

的中小微企业收获了意料之外的大订

单；曾经小众的品牌在此拓宽客群，走

向更广阔的中国市场……

第三届进博会今天即将落幕 ，

但合作不会结束 ， 广大中小展客商

将携手在广阔的中国市场不断寻觅

新的发展机遇 。

从 旁 观 者 到 参 与
者，小展台收获大订单

展台虽小，但收获不少。本届进博

会上， 一些小而美的中小微企业也都

有意外收获， 上海雪瑞进出口有限公

司就是其中之一。 这家公司从事欧洲

进口肉类贸易，在“四叶草”内的展台

面积仅 9 平方米。 而在这方小小的空

间里，该公司每天能吸引 10 余家意向

合作客户， 一家来自东北的大型商超

与他们达成了 120 万元的意向订单。

该公司负责人刘先生告诉记者， 公司

主要代理的进口产品有两类， 包括欧

洲生鲜牛羊猪肉、 小包装西班牙火腿

片。 这些产品既能与国内肉类加工企

业对接， 也可以零售。 本届进博会期

间，不少大型商超、加工厂的采购负责

人、 拥有百万粉丝数的网红主播都来

找他们洽谈。

成立于 1997 年的雪瑞原来的主

营业务是出口医疗器械， 却是进口贸

易的“新人”。前两年，刘先生曾作为观

展者参观了两届进博会。 进口市场的

勃勃商机让他深感震撼。去年 6 月，公

司决定盘活多年累积的欧洲出口贸易

资源，以增加进口肉类业务。在虹口区

商务委等多部门的支持下， 企业仅用

3 个月就办下了进口食品贸易所需的

所有证照。

刘先生说，此次与市场的第一次

“亲密接触”，不仅为公司开拓了全新

“朋友圈”，更有助于精准找到市场需

求。 今后，他们将在保持直采优势的

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品类、备好库存，

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经营策略。

更多人愿为高品质生活买单

“今年进博会给我带来的最大惊喜是二三线城市对我们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 ”敖司堡大中华区总经理何塞·伊尼格斯说，

这些城市的消费者正是他们的目标用户。 借助进博会的平台，

他们成功触达更多中国买家，有望走向更广阔的中国市场。

或许很多人对敖司堡并不熟悉， 但一聊起该公司旗下的

5J 火腿，吃货们一定了然于心。 一部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

让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被更多国人所了解。 5J 火腿的进博会

之旅正是当下中国不断扩大开放、 实施贸易便利化的一个缩

影。 进博会上，第一根正式出口至中国的带骨火腿首次展出。

目前，该公司中国团队已扎根上海，业务遍布全国。

同样体验到采购商群体变化的，还有日本 Litit Lab 文具

品牌中国市场负责人戴睿。 他说，文具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慢

热型”商品，其消费群体需要长时间慢慢培育起来。 而进博会

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越来越多人知晓、了解他们的产品，并

愿意为之买单。 这两天，他分别接待了来自湖北、湖南的采购

商们。他们之中，既有文旅企业，也有礼品店、进口超市等。“我

们产品单价相对较高，因此，过去仅仅把目标市场放在消费能

力较高的一线城市。 ”连续参加两届进博会后，戴睿对中国市

场的未来更有信心了，他说，中国广大的二三线城市正在经历

一轮消费升级，文具品牌的市场潜能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单颖文

长三角“千亿俱乐部”发力康复辅具产业

一年一度的进博会 “金秋之约 ”

不止于展示新产品 、 新技术 、 新服

务 ， 更在于激活内需市场的庞大潜

能。 作为第三届进博会的配套活动之

一， 昨天举行的国际康复辅助器具产

业创新论坛宣布， 康复辅具产业长三

角 “千亿俱乐部 ” 正式启动 。 未来 ，

上海将引领长三角地区孵化若干家康

复辅具领域上市公司， 实现营收千亿

元的目标。

记者获悉 ， “十四五 ” 时期 ，

长三角将基本形成康复辅具产业融

合发展体系和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

为进一步提升需求端的支付能力 ，

上海将先行先试探索把部分康复辅

具产品纳入长护险支付目录 、 医保

报销目录等 ， 以需求牵引供给 、 供

给创造需求 ， 推动康复辅具产业进

一步做大 、 做强 。

加快试点康复辅具
社区租赁

据了解 ， 康复辅具产业长三角

“千亿俱乐部” 首批成员单位共 9 家，

涵盖福祉车制造企业、 音频分享平台、

金融企业、 保险企业等多种类型。 在

上海市民政局残疾人福利处处长孙晓

红看来， 康复辅具产业的发展过程中，

政、 产、 学、 研、 用等环节缺一不可。

为形成 “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

求 ” 的动态平衡 ， 他们将制造企业 、

传播企业等多种类型企业一一纳入

“千亿俱乐部 ”， 使产业落地更顺畅 、

市场拓展更迅速。 “千亿俱乐部” 成

立后， 能为产业培育出更多 “头部企

业”， 进一步引领、 促进康复辅具产业

更好发展。

与供给端稳步发展相对应的是需

求端的加速培育。 围绕解决康复辅具

进社区 “最后一公里” 难题， 上海正

加快试点康复辅具社区租赁， 预计明

年将实现街镇全覆盖。

千亿元级市场不是
一个口号

一些制造业龙头企业也积极参

与康复辅具产业发展 ， 上汽大通就

是其中之一 。 该公司负责人王瑞告

诉记者 ， 他们一直在探索包括早餐

车 、 负压救护车等在内的不同类型

汽车产品 。

王瑞表示，为人们提供无障碍出行

服务的福祉车， 其未来市场前景将十

分广阔。 “我认为千亿元级市场不是一

个口号，而是很快就能实现的事情。 ”

有人跃跃欲试推出核心产品 ，也

有人早早瞅准了产业痛点、静待发力。

“目前我国康复辅具产业的系统性和

智能性还不够。”达闼科技联合创始人

汪兵认为， 他们将着重提升康复辅具

产业的智能性， 从而进一步减轻护理

员与老人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目前

长三角合力发展康复辅具产业可以说

“恰逢其时”。 从需求端而言， 市场需

求旺盛。 不过，受限于高企的成本，一

些康复辅具产品目前的价格仍让人望

而却步。 随着长三角市场规模的进一

步扩大，成本也将有所下降，更多康复

辅具产品可望进入寻常百姓家。

探索长护险、医保支
付试点

围绕提升老百姓的支付能力， 上

海还在谋划建立多元化的康复辅具支

付体系。

记者昨天从论坛获悉， 目前上海

部分康复辅具已纳入工伤保险支付制

度 。 下一步 ， 上海计划在借鉴日本 、

德国等老龄化较早国家长护险运营经

验的基础上， 通过大数据精算， 设计

出具有中国特色、 上海特点的多元化

康复辅具支付体系。 同时， 探索形成

以长期护理保险、 医疗保险、 商业保

险等多种保险和个人支付相结合的组

合支付体系。

“十四五” 时期， 上海还将梳理

纳入 《医疗器械分类目录》 管理的康

复辅具， 聚焦家用型、 社区型康复辅

具， 并从医疗器械目录中切分， 实施

分类管理， 推进康复辅具产品纳入医

保报销目录。 在推动康复辅具进医保、

进长护险之外， 上海也将努力培育商

业支付体系， 如探索各类保险用于康

复辅具租赁服务， 鼓励商业保险公司

研究支持康复辅具消费的险种和支付

范围等。

■本报记者 王嘉旖

今年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全面“扩容升级”，展区展览面积达 7 ?平方米，吸引了300 多家企业参展 ，

明星展品让人目不暇接，多款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在这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本报记者 袁婧摄影报道 制图：冯晓瑜看见科技改变生活

荩意大利法拉帝集团带来的

Aquariva Super 33 （出水丽娃） 游艇。

▲山崎马扎克公司展示的机

床零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