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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维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广发证券嵇文欣、杨起帆，中邮基金吴尚，华泰柏瑞基金张又

天，长安基金马影舒，Dymon Asia 林佳宁，融通基金苏林洁、

张文玺，开源资管郑小凡，摩根士丹利苏香、徐达、沈菁，诺

安基金王月、刘鑫，平安基金李景瀚、区少萍，华西基金徐雨

晨，东方阿尔法基金孙振波，嘉合基金张皓月，招商基金黄馨

宜、徐生，信达澳亚马绮雯、刘维华，长城基金申忆扬，生命

保险资产姜甜，Anatole 宋一帆，国联安基金楼枫烨，创金合

信陆迪，杉树资产宋程程，前海联合魏甜，华创证券王薇娜、

姚婧，中融基金范鹏程，嘉实基金马晓煜，信达证券汲肖飞、

李俏、王雨霏，中金公司樊俊豪、吕沛航、邹煜莹、石狄、王

杰睿、袁华远，信达澳银曾丹怩，颐和久富陈帅，上海健顺投

资何荣珩，黑蚁资本严奕，荣富基金张芷潇，招商证券赵中平、

邓琪静、刘丽、李星馨、丁浙川，尚正基金胡启聪，中欧基金

宋星琦，鹏华基金刘思圣，兴业证券赵宇，先锋基金张子姣，



生命人寿唐航，国泰君安陈笑、周子玉，瓴仁投资余瑛紫，中

融鼎投资盘世雄，南方基金吕思奇，景顺长城基金邓敬东、孙

雪婉、唐弈，乾明资产管理李昊庭，翼虎投资胡梦，国信证券

张峻豪、柳旭，瑞银证券刘洋迪等 

时间 2023 年 7 月 19 日-7 月 21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  艾帆 

财务负责人  林文佳 

证券事务代表  张凯丽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服装品类和其他品类跨境电商的运营及管理差异？ 

服装品类作为非标品类，与其他品类具备明显的风格属性

的差异，开发设计上需要对各个细分消费需求和流行趋势进行

调研；供应上需要研究服装尺码、品质管控等关键要素；跨境

业务的长周期也对品牌备货模式下的库存管理水平有很高的

要求，等等。目前我们持续保持在服装业务的供应链环节的深

耕，依托底层系统和组织的赋能，希望在产品维度实现款式新

颖、品质水平高、周转快速、服务体验好、单款效益高等目标，

稳步提升在单个细分品类中的市场占有率，同时逐步扩大对细

分品类的布局。而在服装领域底层能力的积累，可以在服装各

细分品类之间实现能力的高度复用，这也是有别于其他品类的

重要特点。 

2.公司品牌化发展以来亚马逊的销售占比提升，是否考虑更多

平台发展？ 

公司历史期间有对接过多个电商平台，有丰富的运营对接

经验，近些年也是随着品牌化路径的深入，根据平台的特性、

平台监管规则的完善性、平台流量机制特点、以及与公司战略

方向的匹配性等方面对合作的平台进行调整和聚焦。在亚马逊

平台的发展是我们运营聚焦后的结果，经过多年在亚马逊的运

营经验也能发现，亚马逊总体来说是个流量机制稳定、风控健

全的平台，适合中国卖家的海外发展，流量机制也非常适合新

的品牌凭借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实力获取品牌露出的机会。 



我们也一直基于以上标准持续关注符合公司风控标准、适

合公司品牌业务发展的营销渠道。 

3.公司品牌众多，或许考虑把资源从数百个小品牌转移至大品

牌上，集中发力？ 

我们的业务模式就是品牌矩阵的模式，服装这个大赛道中

有诸多细分的消费需求，是具备发展服装品牌矩阵的空间的，

同时公司在服装底层能力上的积累，能够对各个品牌进行高度

复用，也能助力品牌矩阵的发展。 

过去期间我们确实在大品牌上有投入，同时在不同细分品

类中都有进行新兴品牌的布局。在培育品牌的过程中，持续夯

实服装运营的底层基础能力。品牌的发展与基础能力的构建是

相辅相成的过程。随着对各流程环节进行数字化、标准化改造

的逐渐深入，我们会依托这样的能力平台，在更多细分品类进

行品牌布局，同时依托可复制的品牌经验，助力新品牌提升孵

化成长的效率。 

4.公司服饰以外的品类近年有所下滑，未来如何运营？ 

公司对于服饰配饰品类有长期在供应链各环节深耕的积

累，服饰配饰稳健发展。硬件品类方面，受疫情周期中需求变

动的影响，在 2020 年-2022 年之间出现明显的波动。未来也会

继续进行品类的精简和聚焦，同时筛选有市场运营基础和增长

空间的品类强化研发投入，进一步夯实竞争力。 

5.公司的销售增长，毛利率提升是否主要还是依靠头部品牌？ 

公司头部品牌凭借较高的细分市场占有率以及品牌知名

度收获溢价能力的提升，中小品牌通过持续加大投入和运营优

化以扩大市场份额，扩大份额的过程中也会随着规模和品牌力

的提升而收获毛利的提升。 

6、公司柔性供应链是以何种形式去达到小单快反的效果？  

公司自主研发服装柔性供应链系统，依托系统算法，实现

生产过程线上化、合理规划生产、智能排程和多工序协同，将

数据智能深入至工厂生产的工序级别进行智能调度，满足 “小

批量、多批次”下单的需求，进一步强化公司的高效供应能力，

极大降低工厂的生产周期，提升公司整体的库存周转率。同时，

良好的数据智能指导，也让工厂的工序调度更加有序和有效，

长期来看，可以增强工厂与公司的合作粘性及持续提升合作品



质，实现与供应商的双赢。 

7、未来公司在行业或品类的选择上，有没有除服装外的第二

大大品类？ 

服装还是我们近期的主要品类，也是希望更高效的发挥我

们长期在服装供应链等环节的能力积累，同时服装领域仍有大

量具备发展空间的细分品类。 

8、公司这么多细分品牌，品牌运营的组织架构是怎样的？ 

在基础平台层面，公司搭建了“小前端+大中台”的敏捷型

组织架构，希望敏捷型小团队能够专注于某个细分品类的消费

需求，相应开发产品和进行全周期运营管理，同时大中台持续

给小团队提供各项支持和赋能。同时公司通过在数字化系统中

的投入，结合管理需求，实现了细颗粒度的数字化管理和考核

机制，驱动团队目标明确、运营健康且动力十足。  

9、公司如何管控库存风险？ 

公司采购系统可通过结合内、外部数据，实现精准的库存

管理。公司的采购系统通过分析产品销量、Google Trends 等

数据，预测产品未来一段时间的销量，且系统可以根据备货逻

辑，为运营部门提供备货量和备货时间的建议。同时，公司在

管理机制上，将库存周转水平也作为团队的重要考核指标，可

以大力助力库存管控水平的提升。2022 年我们的存货周转率

2.25 次，实现了良好的库存周转水平。 

10、请问公司与 Shein 的主要区别在哪？ 

除了渠道的差异外，公司与 Shein 定位的产品消费群体、

平均年龄段、消费水平都具备较大差异，也随之带来消费产品

的价格定位的差异。 

11、请问公司服装产品未来发展的战略是怎样的？ 

公司的服装品类涉及多个细分品类，各品类的品牌也处于

不同的发展阶段，未来的发展战略也要分层看：头部大规模的

品牌，未来会进一步强化品牌营销，构筑品牌溢价能力；而新

兴品牌和中坚品牌，还是会更注重产品级别积累，抓准品牌定

位，通过好设计、高品质、优质服务的产品逐步积累用户评价

和认知，提升在特定细分品类的市占率。 

12、请问公司销售费用率较高，还有优化的空间吗？ 



2022 年公司销售费用率 56.17%，销售费用主要包含物流

费用、销售平台费、业务推广费及职工薪酬。其中尾程物流费

用占销售费用比 37.12%，销售平台费 30.48%，业务推广费

15.33%。尾程物流费用高主要是因为大多使用的是 Amazon 

FBA 配送服务，费用较高，但是使用 FBA 配送服务也能对获

取更多流量有所帮助。除了部分费用可以通过规模提升进行优

化外，主要的销售费用项目较为刚性，会通过优化包装来优化

物流运费水平。 

13、请问目前跨境电商行业物流费用率较高且近期有上涨，会

不会对未来公司的利润产生压力？ 

公司长期耕耘品牌业务、具备品牌力积累，能够借助品牌

溢价能力，通过价格调整逐步吸收掉这些普遍的费率上涨因

素。 

14、2021 年的亚马逊封号潮事件，是否说明亚马逊会因平台

机制的突然变化而影响平台商家运营的稳定性？ 

我们并未发现亚马逊在底限规则和价值观上发生变化。根

据亚马逊的公开信“封号潮”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商户严重的评

论造假行为所致，并非因为平台政策发生了变化。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3 年 7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