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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漫步R

鼠年春节，由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显

得与往年不一样，对线下消费

的 影 响 尤 为 明 显 。 但 从 各 家

电 商 平 台 监 测 到 的“ 年 货 节 ”

消费数据看，人们的消费热情

不减。无论是从消费理念、消

费 内 容 、消 费 渠 道 等 角 度 ，还

是 从 服 务 消 费 、城 乡 消 费 、网

上消费等领域，都能看出居民

消费正朝着智能、绿色、健康、

安 全 的 方 向 加 速 转 变 。 居 民

消费加快升级，电商创新层出

不 穷 ，以 新 消 费 引 领 新 供 给 、

以 新 供 给 满 足 新 消 费 的 特 征

更加明显。

直 播 电 商 消 费 ，够 新 潮 。

“感兴趣就买一件呗”“正品好

货，买它”……这个春节，进入

直 播 间 跟 着 主 播 买 东 西 成 为

一 种 消 费 新 时 尚 。 不 只 是 护

肤产品、服装鞋帽、零食礼盒，

甚至家电、汽车等都纷纷登陆

直播间，成为抢手年货。带货

主 播 有 农 业 大 户 也 有 公 司 总

裁 ，有 普 通 店 主 也 有 网 红 达

人，直播形式更有全球直播过

大年，老字号直播，AR、VR 直

播 等 形 式 ，均 以 互 动 、直 观 的

新消费模式，让购物体验越来

越好。

社 交 电 商 消 费 ，够 新 鲜 。

这 个 春 节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加

入 社 交 电 商 优 惠 购 物 大 军

中。借助拼团、拼购等电商消

费新形式，洗碗机、吹风机、定

制 奶 糖 、进 口 车 厘 子 、扫 地 机

器 人 、智 能 变 频 冰 箱 等 品 质

化、品牌化、好口碑的高性价比商品“飞入寻常百姓家”。人

们通过分享、交流、互动，让消费行为更有乐趣，也让消费理

念更理性。

这个春 节 ，只 要 在 电 商 平 台 一 键 下 单 ，很 多 商 品 与 服

务 需 求 能 得 到 满 足 。 比 如 针 对 快 递 配 送 服 务 、生 鲜 消 费

等 需 求 ，不 少 物 流 电 商 、生 鲜 电 商 、新 零 售 电 商 企 业 纷 纷

推 出“ 春 节 不 打 烊 ”活 动 ，给 这 个 别 样 的 春 节 带 来 更 多 的

民生温度。

今年春节消费的变化，是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

性作用进一步巩固的生动反映。我国拥有 14 亿人口，中等

收入群体达 4 亿多人，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对高品质商

品 和 服 务 的 消 费 需 求 日 益 旺 盛 。 随 着 政 策 红 利 的 持 续 释

放，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加，品质商品、特色餐饮、休闲娱

乐、文化旅游、体育健康等供给基础将不断夯实，人民群众

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相应的，更多

消费新亮点、新热点也将涌现出来。未来，消费增长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多彩斑斓的消费方式也将给人们

增添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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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消费方便省心
有报告显示，我国便利店

门店数量已达 12.2 万家

清晨，北京朝阳区京旺家园居民陈冬梅

到小区门口的“便利蜂”便利店买早餐，“包

子、油条、烧饼什么都有，不仅种类多，还离家

近，买着方便。还可以在便利蜂 APP（手机应

用）上点餐，由店员送餐上门，居民足不出户

就能享受美食。”

深夜，南京市居民徐晓加完班回家，“在

‘苏宁小店’便利店买点关东煮，或者来一份

面食，再喝碗热汤，犒劳一下自己，才算为一

天画上圆满的句号。”

离开苏宁小店时，徐晓还顺便取走了店

里帮他代收的快递，“白天家里没人收快递，

放在楼道里又不放心，家门口的便利店代收

快递真是方便又省心。”

便利店一般位于社区一隅或路边街角，

因距离近、省时、省力而受到居民欢迎。除了

日用消费品零售，很多店面因地制宜为周边

居民提供早餐、接收快递等多种服务，这些新

式便利店在方便居民生活的同时，自身也增

加了盈利点，还有利于推动城市新零售业发

展、助力经济增长。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19 年中国

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2018 年中国便利店

前 100 强 企 业 实 现 销 售 额 2264 亿 元 ，增 长

19%；全国便利店门店数量达到 12.2 万家，较

上年增长 14%，便利店业态蓬勃发展。

新式便利店带来的商机也吸引了传统零

售商。北京超市发超市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

萌说：“超市发一直在做百姓的‘菜篮子’‘肉

案子’‘米袋子’，主要服务社区中老年客群。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我们传统的超市服务往

往触及不到他们。因此，2017 年我们决定启

动便利店模块，销售饭团、快餐、甜品等鲜食，

为年轻客群提供一个人一餐饭的服务。结合

商圈特点将 24 小时便利店、免费阅读空间、提

供修表配钥匙、洗衣修鞋、15 元快剪理发等便

民服务的‘社区商业服务 e 中心’，和传统的生

鲜食材超市组合起来，为百姓提供更贴心的

服务。”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裴亮说，便利店

是广大消费者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平台，期

待各地相关部门有更多扶持便利店发展的

政策出台，为便利店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行业发展仍存短板
一 些 便 利 店 服 务 标 准 差

距大，同质化商品多，特色不
明显，竞争力偏弱

“老板，您这货架上的东西怎么这么少？”

不久前，记者走进北京市西大望路上的一家

便利店，看到有几个货架已经空了，零星摆放

着一些水果，店内几乎没有鲜食，其他货架上

摆放的商品有些已经落了一层浮灰。

“我准备撤店了，客流一直上不来，不想

再坚持了。”这家便利店的老板告诉记者，他是

第一次加盟做便利店，从开始选址到后期经营

都缺乏经验。这家便利店向北约一公里，曾有

一家邻家便利店，前两年就已经关闭了。

近年来，在一些便利店品牌增加开店的

同时，也有一些便利店遭遇困境，或关店、或

转卖。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

任赵萍介绍，便利店是一种运营成本比较高

的零售业态。“便利店看似经营简单，实际上

这一行业成本控制的难度要远高于其他零售

业态。如果企业内部成本管控失效、管理不

完善，加之产品购买频率低、跟不上市场需求

变化的脚步，便利店就很难实现盈利。”

“便利店往往开在人流集中的地段，房租

成本比较高。”赵萌说，如果便利店房租达到

每天每平方米 20 元，就很难盈利。盲目扩

张，不仅其自身可能会面临经营风险，也会给

行业带来压力。

在罗森（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车文焕

看来，“中国便利店大多由个人小店转变而

来，服务标准差异大，同质化商品多，特色不

明显，竞争力偏弱，这是一些便利店不能做大

做强的原因所在。”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5 年

中国便利店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

告》显示，销售额较上一年实现增长的便利店

主要得益于门店商品结构的调整、运营能力

提升、配送效率提高等因素。

便利蜂执行董事薛恩远认为，我国便利

店品牌数量有 200 多个，前十大品牌的门店

数和销售额占比都还比较低，行业集中度有

较大提升空间。

用新技术撬动发展
发展智慧型便利店，提供

精准销售和引导消费等全新
体验，实现“智能商业”

在南京，徐庄软件园内的苏宁小店安装

了摄像头和重力感应货架，利用“视觉识别+

重量感应”系统即可精准获取商品信息，消费

者从货架取下的商品自动加入虚拟购物车，

放回商品时则自动清除。利用人脸识别技

术，会员出店时闸机自动开门放行，同步完成

扣款，平均购物时间将节省 45 秒，买一瓶矿

泉水最快 1 秒。

在北京，便利蜂首城国际店每天应该卖多

少货、订多少货，以及每一个货架上的商品应该

怎么摆、放多深，全都是系统算出来的。店员只

要做到友好服务和保持环境卫生即可，其他均

可实现自动化决策，无需人工参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便利店有了浓浓的

“科技味”。今年 1 月，商务部等 13 部门联合

印发了《关于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加快发展

的 指 导 意 见》，从 加 强 规 划 政 策 引 导 、深 化

“放管服”改革、推动品牌化发展、创新智能

化经营、提升连锁化水平等 5 方面，提出 18
项政策措施，力促连锁便利店建设，推动消

费升级。

便利店的升级离不开科技的助力。苏宁

小店集团副总裁韩鹏认为，未来将大力发展

智慧型便利店，旨在运用科技力量，创新商业

模式，借助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深入了解

和挖掘居民的日常消费偏好和需求，加强数

据的使用和管理，提供精准销售和引导消费

等全新体验，实现“智能商业”。同时，成为

“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的重要基础。

薛恩远说，便利蜂创立之初就用数字化

重构整个便利店业务，实现全链条数字化掌

控。未来，便利店行业一定会迎来前所未有

的变化，新消费升级、大数据驱动、人工智能

技术的应用都将参与其中。

“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十几年前只

要 店 内 干 净 舒 服 ，能 买 到 标 准 化 的 商 品 就

够 了 ，现 在 的 消 费 者 更 成 熟 、更 理 性 ，需 求

更加个性化。我们要不断适应消费者的新

需求，依靠科技升级软硬件，这样才能跟上

消 费 升 级 趋 势 ，真 正 挖 掘 出 国 内 市 场 的 潜

力。”赵萌说。

上图：便利 蜂 通 过 对 生 产 、物 流 、门 店

和 消 费 者 实 行 全 链 路 数 字 化 ，突 破 传 统 便

利 店“ 以 人 管 店 ”的 业 务 模 式 ，实 现 门 店 的

快 速 扩 张 。 图 为 开 在 北 京 某 社 区 的 一 家

便利蜂门店。 影像中国

便民服务很受欢迎，转型升级还须发力

科技，让便利店更便民
本报记者 林丽鹂

■消费视窗·生活性服务业如何升级③R

便利店行业发展很快，
但也存在连锁化程度低、服
务参差不齐等问题。应运
用新技术撬动便利店服务
升级，推动品牌化发展、创
新智能化经营、提升连锁化
水平，让便利店更加便民。

核心阅读

今年 1 月，商务部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加快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优化便利店营商环境，推动

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智能化发展。

加强规划政策引导，优化网点布局。

进一步推动落实新建社区商业和综合服务

设施面积占社区总建筑面积比例不低于

10%的要求；鼓励品牌连锁便利店企业由中

心城市向周边城市、小城镇及农村拓展，便

利城乡居民消费。

推进便利店品牌化建设。支持品牌连

锁便利店统一设置代表企业特色的标识牌

匾，提升品牌认知度；鼓励企业加强与知名

文娱品牌合作，建设文化主题便利店，发展

集文化服务和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

“书店+便利店”模式。

推动门店数字化改造，鼓励采用数字

货架、电子价签、无线射频等商品管理技

术，提升门店服务智能化水平；鼓励企业

整合连锁门店资源与在线流量资源，通过

自建线上系统、会员体系，或加强与电商、

配送等平台企业合作，大力推进连锁便利

店 O2O 模式，开展全渠道经营，为居民提

供线上下单、线下体验、配送到家、社区团

购等服务。

（茂 边整理）

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加快发展
■延伸阅读R

据业内人士分析，2019 年国内民宿市场

渗透率（市场上现有需求和潜在市场需求的

比率）约为 3%，未来这一行业还有较大增长

空间。随着我国对全域旅游、乡村旅游政策

扶持力度加大，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持续提

升民宿用户体验，公众对共享住宿的接受度

和消费意愿将会越来越高，民宿行业未来发

展前景可期。

作为一 种 新 兴 的 非 标 准 住 宿 业 态 ，民

宿对传统标准酒店住宿业起到明显的补充

作用。目前美团民宿交易额占美团酒店交

易 额 的 比 例 约 为 4.8% ，且 整 体 呈 现 上 升 趋

势 。 从 各 省 份 民 宿 交 易 额 看 ，广 东 省 民 宿

交 易 份 额 占 据 首 位 ，交 易 额 占 全 国 市 场 的

11.6%，交易额排前 10 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

省、北京市、四川省、江苏省、山东省、陕西

省、重庆市、上海市、浙江省、湖北省，上述

十省市交易额占全国民宿市场交易额比例

超过 65%。

数据显示，2019 年民宿预订以女性消费

者为主，占比 55.7%。从民宿产品用户年龄

层分布来看，40 岁以下人群占整体消费者比

例达到 86.2%，可见国内民宿产品受众偏向

年轻化。其中，90 后是民宿消费的主力军，

90 后消费者的订单量占比约 58.9%，80 后占

比约 27.3%。

从消费品类偏好看，用户在住民宿期间，

同时消费餐饮品类的比例约占 30.8%，同时

消费非餐饮品类的比例约占 28.2%。这说明

民宿消费对其他品类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带动

作用。

民宿行业在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规范化

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压力。中国饭店协会

的专家表示，应积极利用大数据优势开展科技

创新，努力促进民宿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民宿行业正在逐步规范过程

中。据不完全统计，除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

民宿行业标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

外，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已出台或即将出

台民宿行业监管政策。“希望尽快完善共享住

宿行业自律标准，促进民宿规范化经营。”业

内人士表示。

专家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应继续坚持包

容审慎的监管理念，结合民宿行业发展的现

状、特点，充分考虑行业对经济增长、就业带

动等作用，制定出台更多鼓励行业发展、可执

行可落地的政策。

公众接受度和消费意愿越来越高

民宿行业前景可期
尚 文

■消费万花筒R

今年春节市场，
电商作用更加凸显，
直播电商、社交电商、
“不打烊”服务等消费
新业态、新模式加速
迸发，以新消费引领
新供给、以新供给满
足新消费的特征更加
明显

■资讯R

本报电 为更好地推动“生鲜供应链标准化行动计划”，

帮助零售企业提升果蔬商品流通效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

前联合标准化机构、连锁零售企业、生鲜果蔬种植户及相关服

务商发布《果蔬商品流通实施指引》，进一步推动标准化果蔬

周转筐的应用与普及，提升全行业供应链效率。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建议，供应链各环节企业统一采用标

准化果蔬周转筐，对于不符合标准的周转筐逐年淘汰，力争到

2021 年底，快速消费品百强企业原产地直采的果蔬类商品

中，超过 50%的库存采用标准化生鲜周转筐进行储运。

业内人士表示，果蔬供应商对农产品进行集中收储、加

工、包装，然后分销给相应渠道，改善了果蔬商品品质。建议

上下环节通过合同约定双方的权责利，通过上游果蔬供应商

的集中信息处理，对生产过程实施连续监管。

（邴 雪）

连锁经营协会发布果蔬商品流通实施指引

本报电 为促进餐饮企业整体质量水平提升，改善消费

者用餐体验，中国烹饪协会将开展 2020 年餐饮业质量安全提

升工程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着重突出经验型企业、美食街区、

代表性区域等，通过推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树立

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的成功经验模式，搭建企业间相互

学习交流平台，促进餐饮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烹饪协会建议，为有效提高餐饮安全管理水平，积

极采用“明厨亮灶”方式，完善公开透明监督措施。设立中

央 厨 房 的 单 位 应 具 备 完 善 的 冷 链 运 输 配 送 系 统 和 工 作 模

式，确保物流配送过程的食品安全。结合“互联网+”模式，

开展网络订餐，确保送餐食品安全、卫生；一次性送餐盒具

用材符合食品安全和可降解要求，减少环境污染；保证餐厨

垃圾合理化处理。

（晓 琪）

烹饪协会推动行业提升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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