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百布看 B2B 行业未来投资机遇--企服系列研究

（三） 

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许多领域陷入存量竞争中，企业降本提

效、精细化运营的必要性逐渐体现，在需求的助推下企业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前两篇文章介

绍了企业服务行业的发展现状与投融资情况，虽然行业整体发展向好，但面对复杂而庞大的

企业服务市场，我们不禁会思考未来哪些细分领域将快速增长？又有哪些领域已进入竞争红

海？这些领域的发展趋势如何？在梳理投融资数据以及访谈行业主流机构后，清科研究中心

筛选出发展潜力较大的四个细分—数据库、云服务、企业经营数字化、产业互联网（B2B平

台）进行深入分析。本文主要就 B2B行业进行分析，其余三个细分领域将在近期发布，敬请

关注清科企业服务系列研究报告。 

 

 

本文研究的 B2B交易平台系指企业与企业间通过互联网实现产品、服务、信息交换的商

业模式。依据服务对象不同，可分为垂直 B2B交易平台和综合 B2B交易平台，前者专门服务

于特定领域，例如钢铁、纺织及服装等，后者是服务于多个行业和领域的电商网站。 

 

 我国 B2B 电商交易规模快速增长，但增速逐年下降 

依据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2019 年中国 B2B电商交易规模为 25万亿元，同

比增长 11.1%，随着电商行业逐渐饱和，B2B 电商规模的增速也较往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 

图 1 2013-2019年中国 B2B电商交易规模 



 

 

 B2B交易平台由 1.0信息服务阶段迈向 3.0供应链整合阶段 

20世纪末 21 世纪初，互联网进入中国，能缩短供应链、降低成本的 B2B平台迅速兴起，

诞生了诸如慧聪集团、中国制造网、中国化工网等企业。在 1.0时代，B2B交易平台主要以

信息服务为主，通过信息资讯连通供需双方，主要经营模式为信息黄页，通过收取会员费、

广告费和技术服务费盈利。21世纪 10年代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电子支付、征信系统发展，

以在线交易为主的 B2B2.0时代来临。该时期的 B2B交易平台除了信息展示外，还可满足企

业间线上交易需求，出现自营、撮合、代售等模式，盈利模式也从传统的会员、广告费用拓

展到交易服务费、自营交易价差等方式，典型的代表企业有 1688、找钢网、百布、敦煌网

等。近年来，B2B交易平台进一步更新迭代，服务内容由撮合交易延伸到产业链上下游，从

单一的交易平台向 C2M甚至智能工场领域拓展，提供包括仓储、金融信贷、大数据分析等一

系列高附加值的服务，进入到 3.0供应链整合阶段。通过打通供应链，B2B交易平台盈利模

式更加多样化，数据、信息、物流、金融等附加服务均可创造利润。 

图 2 B2B交易平台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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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业链长、供应关系不稳定且 SKU多的行业 B2B发展空间较大 

通常情况下在行业规模大、中小企业众多且供应关系不稳定、产业链长、SKU多的行业

B2B 交易平台发展空间较大，因此，我国纺织业、生鲜农业、能源化工、工业、快消等领域

的 B2B企业众多，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活跃度也相对较高。典型的 B2B交易平台有百布、美菜

网、找钢网、摩贝、震坤行和易酒批。 

图 3 B2B交易平台图谱 



 

 

B2B交易平台的细分领域众多，每个领域的行业特性和切入方式不同。清科以目前的热

门投资赛道—纺织业 B2B为例进行深入分析。 

 

 

 纺织行业供应链长、分散度高、交易效率低，催生 B2B交易平台建立 

从产业链可以看出，我国纺织业供应链长、分散度高、各环节交易效率较低。上游产业

为纱线市场，中小企业众多，呈现出市场集中度较低、产地集中等明显特点，例如百隆东方、

华孚时尚两家上市公司 2018年营收的总市场占有率不足 1%；中游布料市场，包括坯布生产

和印染环节，我国约有 2万家坯布厂，坯布市场集中度较低，且大部分坯布厂壁垒不高，畅

销布料容易被模仿和生产，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下游服装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壁

垒不高且集中度低，采购端个性化需求强，供需双方难以高效匹配。此外，在中游布料市场

和下游服装制造商之间还存在较多层级的布料批发商。行业特性给买方和卖方带来诸多不

便，也催生了 B2B平台的建立。 

图 4 我国纺织业产业链 

 
图 5中国纺织行业痛点总结 



 

 

 针对以上痛点，纺织业 B2B 平台可以从信息流、供应链、资金管理三个方向切入 

信息流切入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和面料数据库实现价格、库存的透明化，同时展示面料详

细属性，提高供需匹配效率。供应链切入指的是 B2B 平台可直接链接上下游，取代中间环

节，降低客户采买成本。同时，可采用小单集成模式，即对接下游需求后进行分类整合，集

成相同需求订单后发与上游供应商制作，有效解决卖方无法达到规模经济的痛点。资金管理

切入主要指的是通过销售订单管理和资金担保模式进行供应链金融管理。百布在以上三个方

面表现均较为优秀，下文将以百布为例，梳理 B2B行业的投资机遇。 

 

 

百布可以说是纺织业 B2B的成功案例之一，解决了纺织业的众多痛点，从 B2B企业中脱

颖而出，并在 2021 年获得 1 亿美元的大额融资。下文将全面剖析百布的成长历史、商业模

式以及成功原因，为 B2B行业的投资做参考。 

百布，成立于 2013 年 12月，是中国首家致力于改革纺织行业传统交易模式的互联网公

司。至今，已成功入驻的商铺达到了 5,000多家、采购商数量高达 20,000 多家。百布创立

的初衷是通过链接上游供应商，建立标准化的布料信息库，再运用准确的技术系统进行高效

匹配，链接原本信息极不对称的上游供应商和下游需求，完成交易闭环。目前，已完成 9轮

融资，估值超 10亿美元，背后的投资机构包括云启资本、源码资本、成为资本、老虎基金、

中金资本和数字天空技术等。 

图 6百布融资历程 

日期 融资轮次 投资方 融资金额 

2015/6/11 天使轮 源码资本 100万人民币 



2015/11/22 A 轮 不公开投资者 1000万人民币 

2016/3/21 A+轮 源码资本 数千万人民币 

2016/7/4 B 轮 成为资本、源码资本 数千万人民币 

2017/8/9 B+轮 云启资本、源码资本、成为资本 1.65亿人民币 

2018/8/29 C 轮 云启资本、雄牛资本、成为资本、源码资本 3000万美元 

2018/11/21 C+轮 
云启资本、老虎基金、雄牛资本、成为资本、

源码资本 
1 亿美元 

2019/12/16 D 轮 
云启资本、中金资本、DST、老虎基金、雄牛资

本、成为资本、源码资本 
3 亿美元 

2021/1/7 D+轮 普洛斯隐山资本及老股东 1.1亿美元 

 

经过 6 年的发展百布业务已从 B2B 平台拓展到两大业务板块：第一类业务模式是百布

模式，纺织成品交易平台，链接一级批发商与下游的中小服装制造厂，通过面料数据库提高

供需匹配效率，并辅以一体化仓配网络、物流管理、金融服务等增值服务，提供全方位的供

应链管理。第二类业务模式是全布模式，通过 AloT和 SaaS 连接上游坯布厂及下游成品布一

批商，打造坯布生产智能云工厂。具体而言，全布模式下会先将下游订单分类聚集，再由系

统拆解分配至坯布厂，完成后再按订单归集，质检后交付给顾客。 

图 7百布业务模式 

 

 

图 8 全布业务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 6 月，百布与巨细、织联网签署战略并购协议。其中，巨细的

主要业务涉及纺织管理软件，例如 ERP、仓库云等，织联网拥有全套 MES生产管理系统及布

匹快捷生产平台。本次并购后，百布的云工厂和智能织造服务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实现订单、

金融、生产、仓储、物流等全流程数字化。 

 

经过详细的分析，清科研究中心认为，百布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① 选对行业与切入点。我国纺织行业具有规模大、产业链长、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产

品 SKU 多等特点，交易型 B2B 企业发展空间大。依据中纺联发布报告，2019 年我国规模以

上纺织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94 万亿。且上下游市场均存在不同问题：上游纱线市场，原料

采购以及成品分销链条长；中游布料市场，同质化严重且制造商家距离市场远供需不匹配，

容易形成库存过剩；下游服装行业，采购端个性化需求强，供需双方难以高效匹配。针对以

上痛点，百布采取自营模式，并开展百布和全布两大业务，提供质优、价低、量足、交期稳

定、持续供货力强的服务，打破纺织业原本的信息不对称，进行高效匹配并完成交易闭环。 

 

②具有全链条数字化能力，能有效整合资源，提升行业竞争力与利润率。正如上文所述，

百布通过 AIoT+SaaS实现织布产能的管理与运维，从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在成品布交易环

节，通过建立行业标准布料数据库，实现交易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匹配，提供全方位的供应链

管理；同时产业链管理进一步向前端延伸，加强打造智能织造工厂，具备全产业链的整合管

理能力。 

图 9 百布特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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