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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MRO电商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子商务模式，正逐步成为企业提升

运营效率、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阐释国内MRO行业的现状及特点；其次以国内MRO电商领域

的领军企业——上海W公司为例，通过运用SWOT分析法深入分析其MRO电商业务的运营状况、竞争优

势与潜在挑战，以窥见当前MRO电商行业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探索未来的发展趋势，旨在为MRO电商

行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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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MRO e-commerce, 
as a new e-commerce model, is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means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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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reduce costs. This paper firstly explai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
acteristics of the domestic MRO industry; secondly, it takes Shanghai W Company, a leading enter-
prise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MRO e-commerce, as an example, and analyses its MRO e-commerce 
business operatio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challenges by using SWOT analysis, so as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the MRO e-commerce industry, and ex-
plo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iming to provid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researchers in 
the MRO e-commerce industry. It aims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
tioners in the MRO e-commerce industry. 

 
Keywords 
MRO, B to B E-Commerce, SWOT Analysis, Future Trend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企业对于运营效率与成本控制的追求愈发迫切。工

业互联网的蓬勃兴起与智能制造技术的不断突破，不仅重塑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模式与供应链体系，也

催生了众多新兴业态与商业模式。其中，MRO (Maintenance, Repair, and Operations，即维护、修理和运营)
电商作为连接供应商与企业用户之间的桥梁，凭借其高效、便捷、透明的特点，正逐渐成为企业优化供

应链管理、降低维护成本、提升竞争力的关键一环[1]。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国制造业发展趋近正

相关，工业品市场尤其是 MRO 工业品市场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5
年，我国 MRO 采购市场规模将超过 3 万亿元[2]。 

然而，被视为“独角兽”行业之一的 MRO 电商行业虽在实务界备受重视，但在学界的理论研究仍显

不足。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行业的正面效应和成功案例，对于存在的问题和挑战的探讨相对较少，难以

为业内提供有效的借鉴。基于此，本文聚焦新形势下的 MRO 电商发展，以国内 MRO 电商领域的领军企

业——上海 W 公司为例，全面分析其竞争优势、存在劣势、潜在挑战与发展机遇，以期不仅能够丰富

MRO 电商领域的理论研究，更为行业内的实践者提供宝贵的参考与启示。 

2. MRO 电商平台的现状与特点 

2.1. MRO 电商平台的发展现状 

1. 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从政策来看，中国政府对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鼓励企业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发展。如“十四五”规划[3]就将工业

互联网作为关键领域，其中 MRO 作为重要环节之一被重点提及，为促进 MRO 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

了宏观指导和支持。 
根据权威产业咨询的数据，2023 年中国非生产性物料(MRO)电商市场规模同比增长 12.7%，预计 2024

年同比增长 11.5% [4]，充分说明了 MRO 电商行业在中国市场的深厚潜力和广阔前景。 
2. 竞争格局逐渐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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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MRO 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我国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平台

按照电商起源特征可划分为以下三种[5]：第一种是由国际市场拓展到国内业务的外资–本土化平台；第

二种是完全本土发展的工业品超市；第三种是由央企自主打造的电商平台。 
这三类平台也各具优势。第一类由国际市场拓展到本土业务的电商通常拥有国际市场的丰富经验和

资源，带着 MRO 工业品从业经验和多年积累的财富进入中国市场，能够引入全球优质的 MRO 产品和技

术，满足国内企业对于高品质、高性能 MRO 物料的需求；完全本土发展的工业品超市长期扎根于中国市

场，对本土企业的需求和偏好有深入的了解，能够提供更加贴近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而由央企自主打造

的电商平台依托中央企业的强大背景和资源优势，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更有助于实现

高效、稳定、安全的运营。 

2.2. MRO 电商平台的特点 

1. 多样化的产品供应 
MRO 电商平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产品供应的多样化。由于 MRO 物料种类繁多、规格复杂且需求量

大，传统采购方式往往难以满足企业的多样化需求。而 MRO 电商平台则通过整合全球范围内的优质供

应商资源，构建了庞大的产品库和丰富的产品线。这些产品涵盖了机械设备、电器元件、五金工具、劳

保用品等多个领域和类别，能够满足企业不同部门和岗位的需求。同时，平台还提供了详细的产品信息、

规格参数和价格比较功能，方便企业客户进行选择和决策[6]。 
2. 便捷的在线采购 
传统的企业采购过程繁琐复杂且效率低下，往往需要企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市场调研、询价比

价和合同签订等工作。而 MRO 电商平台则通过提供一站式的在线采购流程简化了采购流程并提高了采购

效率。企业只需在平台上注册账号并填写相关信息即可享受从需求选品到货品签收全方位的便捷服务。 
在线采购的便捷性[7]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平台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信息和规格参数供企业

客户进行选择和比较；二是平台支持在线询价和比价功能方便企业进行价格谈判和成本控制；三是平台

支持在线下单和支付功能实现了采购流程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此外平台还提供了物流跟踪和售后服务等

功能确保采购过程的顺利进行和问题的解决。 
3. 完善的供应链管理 
MRO 电商平台通过广泛的市场调研和严格的筛选机制，整合了众多优质的供应商资源。同时，平台

还会定期对供应商进行绩效评估，确保供应商的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平台通过构

建供应链协同平台或利用第三方供应链管理系统，实现供应商、采购商、物流商等各方之间的信息实时

共享和协同作业[8]，帮助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响应速度，降低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

供应链的整体效能。 

3. 管中窥豹：对上海 W 公司的 SWOT 分析 

上海 W 公司是由外资品牌被本土管理层反向收购后，诞生的内资品牌典型。看似 23 年才改名的 W
公司，其品牌发展史却能追溯到成立于 1927 年的 MRO 行业开拓者美国 G 公司。通过将世界领先的 MRO
管理体系与中国本土市场特点结合，W 公司大力推动前端到后端的全平台系统化操作，致力于将自身打

造成为一个宽线，全品类的电商平台，以符合时代潮流方向的数字化的系统管理手段来谋得在中国市场

的一席之地[9]。从 G 公司到 W 公司，不仅展现了中国 MRO 数字化发展的历程与成果，更是中国品牌持

续发力与崛起的一个缩影。它的发展历程、战略布局与市场表现，对于整个行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部分将利用 SWOT 战略分析方法，分别对 W 公司 MRO 电商业务的优势(S)、劣势(W)、O (机会)、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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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进行讨论，以对该公司的业务发展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 

3.1. 优势(Strengths) 

数字化商品管理能力。W 公司凭借其在商品数字化方面的深厚积累，建立了完善的 MRO 商品数字

化标准体系。通过产品属性、客户行业等多维度搭建的完整产品类目结构，以及制定产品参数、命名、

图片、详情页等标准，W 公司实现了千万级商品的开发和管理，降低了客户因不同分类方法带来的错采、

漏采和重复采购问题。不仅提升了采购效率，还确保了产品选型的精准性和便捷性。 
强大的供应链体系。W 公司通过智慧总仓、前置仓、智能仓到智能柜的多层级全国仓网布局，实现

了供应链数字化跟踪，平均 48 小时完成交付。这种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一方面缩减了配送时间，提升了

客户满意度；另一方面，通过精准备货和专品专供，提高了履约时效，降低了库存成本。此外，W 公司

还与全球一线品牌达成原厂品牌合作，建立了稳定充裕的自营库存，满足了客户对高频 MRO 产品的紧

急需求。 
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依托智慧化数字中台和 AI 技术，W 公司实现了对企业用户需求的深刻洞察。通

过将产品按场景整合，逐步打造了包括开工季、行政办公、照明、安防、防潮、防汛、防冻、交通运输、

搬运等全场景解决方案。能够为企业提供纵深的定制化、自动化、智能化 MRO 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实现

智慧管理和产业智能。 
多样化的采购渠道与专业服务。W 公司为不同需求类型的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数字化采购渠道，如 GPS、

Punch-Out、API、在线商城、手机 APP、小程序等。渠道覆盖了从大型企业到中小企业的全范围客户，

对于没有采购平台的客户，G 公司还可通过专业的服务团队在自主研发的在线采购平台帮助客户找到更

多合适的商品。力求能够 7 × 24 小时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10]。 

3.2. 劣势(Weakness) 

产品非标品特性带来的挑战。MRO 产品多为非标品，种类繁多且规格不一，这给 W 公司的商品管

理和采购带来了较大难度。尽管 W 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商品数字化标准体系，但面对复杂多变的

市场需求和产品特性，仍需不断优化和完善商品管理体系，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售后服务难度与成本。MRO 产品的售后服务要求较高，需要供应商协助客户将产品“使用”到实际

场景中。然而，由于 MRO 产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售后服务往往面临诸多挑战。W 公司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建设和完善售后服务体系，以确保客户能够及时获得有效的支持和帮助。这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国际商品供应的不足。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对进口产品的引进产生影响。此外，国际供应链

的稳定性也是影响进口产品供应的重要因素。W 公司拥有较好的品牌口碑，除了本土企业外，不少涉及

外资的大型企业也会将 W 公司作为 MRO 采购的对象。但从目前的商品状况来看，W 公司的进口货源数

目仍有待提升，还难以完全满足部分客户的进口采购需求。 

3.3. 机会(Opportunities) 

绿色可持续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企业越来越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W 公司可

以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推广如节能灯具、环保材料和高效过滤设备等绿色 MRO 产品和服务。通过提供绿

色解决方案，W 公司不仅可以满足企业的环保需求，还能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新兴市场拓展。随着新兴市场消费水平的逐步提升，MRO 电商市场在新兴市场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W 公司可以通过多元化营销渠道积极拓展新兴市场业务、吸引目标群体，通过本地化运营和定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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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满足当地企业的 MRO 采购需求。这将有助于 W 公司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和提升品牌影响力。 

3.4. 威胁(Threats) 

W 公司多年来硬件设施的推进和其合法合规及透明化的企业价值观被大量客户所认可。但是，随着

MRO 模式在中国的普及，大量竞争对手涌入市场，为 W 公司的持续扩张和业务深化带来了不少的威胁。

例如一开始就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震坤行，在资本市场表现活跃，多次获得融资支持。更于 2023 年初向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 F-1 文件，计划以“ZKH”为股票代码在纽交所挂牌上市[11]。且由于是完

全的本土品牌，震坤行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市场地位。相比之下，如果 W 公司无法进一步提升

企业竞争力，其未来在中国的 MRO 行业发展就很可能被限制。 
除同行业竞争之外，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新兴竞争者可能凭借技术创新、更灵活的经营模

式或更贴近市场需求的产品进入市场，对 W 公司乃至于 MRO 行业构成威胁。 

4. 机遇与挑战并存：MRO 电商平台的未来趋势 

4.1. 智能化管理：重塑采购与供应链的未来 

1. 技术赋能，精准预测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 MRO 物资的智能化管理和预测性维护将成为可能。通过部

署智能传感器和物联网设备，平台能够实时监测企业设备的运行状态和物资消耗情况，收集海量数据并

进行深度分析。这些数据不仅能帮助企业精准预测物资需求，提前规划采购计划，还能为预防性维护和

故障预警提供科学依据，减少因设备故障导致的停产损失。 
2. 自动化流程，提升效率 
借助 AI 算法和自动化工具，MRO 电商平台能够自动完成信息搜集、比价、谈判等繁琐工作，大幅

提高采购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同时，通过智能合约等技术的应用，还能实现采购流程的透明化和可追

溯性，增强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3. 数据驱动决策，优化成本 
在数据为王的时代，MRO 电商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够洞察市场趋势，精准把握价格波动规

律。这为企业制定科学的采购策略提供了有力支持，帮助企业在合适的时机以合理的价格采购到所需物

资，有效控制采购成本。此外，平台还能根据企业的历史采购数据和偏好，提供个性化的采购建议和服

务，进一步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4.2. 生态化发展：构建共赢的 MRO 生态 

生态化发展是 MRO 电商平台未来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构建以 MRO 商城为核心的生态圈，平台能

够整合优质供应商、物流服务商、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形成强大的资源聚合效应。在此生态系统中，

各参与方将基于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诉求，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12]。例如，平台可以与供

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物资供应的稳定性和质量；与物流服务商合作优化配送网络，提高

物流效率和服务质量；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供应链金融产品，解决企业融资难题等。各参与方将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动 MRO 电商行业的繁荣发展。 

4.3. 国际化拓展：开启全球采购新篇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跨境电商的兴起，MRO 电商平台的国际化拓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跨

境电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贸易壁垒，使得企业能够轻松触达全球市场和供应商资源。MRO 电商平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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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跨境电商的便捷性和高效性，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物资采购和销售。 
而为了实现国际化拓展的目标，MRO 电商平台需要制定明确的国际化战略并付诸实施。首先，平台

需要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政策法规、文化习俗、消费习惯等因素，确保在合规的前提下开展业务。其次，

平台需要积极寻找并拓展国际供应商资源，建立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同时，平台还需要加强与国际物流

服务商的合作，优化跨境物流方案和服务质量。此外，平台还需要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为企业

提供跨境支付和融资等金融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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