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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芳斋食品迎来首位虚拟代言

人、内联升鞋店开启直播“带货”、广

州酒家与视频网站合作拍摄美食纪

录片……一批国产老品牌在互联网

营销上频频“玩”出新花样，赢得更

多消费者的青睐，实现流量与销量

齐飞。在利用互联网加快转型创新

的趋势中，老品牌如何完成“年轻

化”的迭代，满足新的消费需求？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电商平台在完善供

应链、物流及用户体验等方面加大投入，推动网络消费市场向

本地化等方向发展，时效性敏感、本地化属性强的消费需求加

速向线上延伸。专家认为，从短期看，本地化业务模式的末端

配送效率优势已得到初步体现；从长期看，本地化业务模式通

过向上下游延伸，有助于打通全领域数字化通路，提升消费品

的供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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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纷纷上线经营

“平均下来一天1000多斤，一个月就3万
多斤，一年保守估计卖了有36万多斤蔬菜。”
最近，上海徐汇宛平菜市场的摊主陈春玲算
了一笔账，“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在网上买菜，
所以我把店铺上线到‘饿了么’平台，空闲时
可以做做外卖。”

作为“饿了么”平台上的“挑菜达人”商
户，因为对进货渠道、蔬菜品质的严格控制，
陈春玲的店铺上线 4 年赢得了一大批顾客粉
丝。现在每天“饿了么”的订单已占到总订单
的1/3。

“饿了么”生鲜业务负责人对记者说，目
前他们已经在全国多地上线了“挑菜达人”店
铺，通过建立一套食材挑菜，门店运营标
准，让摊主快速掌握线上经营技能。

据悉，美团、京东等平台也通过外卖生
鲜、社区团购等模式加速发展，快速融入本
地市场。

2022 年 8 月至今，“美团买菜”在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地陆续推出“本地
尖货”品牌打造计划，包括北京庞各庄西瓜、

平谷大桃、密云水库鱼，上海崇明大米、广
州本地特色番石榴、洪湖莲藕等在内，越来
越多“本地尖货”通过即时零售平台，更快地
从田间流通到消费者手中。

“本地尖货”品牌打造计划在让本地好
货卖得更好的同时，刺激本地消费，拉动
本地经济增长。以庞各庄西瓜为例，当地
合作社的农民收入普遍上涨了 40%到 50%；
与“美团买菜”合作番石榴的广州金泉农业
专业合作社，供应的南沙番石榴一天最高
可卖出上万斤，消费者复购率高，合作社
农民收入普遍上涨了 20%以上。同样的情况
也体现在“平谷大桃”“密云水库鱼”上，仅

“美团买菜”一家平谷大桃合作商就能帮助
当地 250 名农户实现增收近 500 万元。2021
年与“美团买菜”合作密云水库鱼后，合作
社每个月能够销售上万条密云鱼，直接带
动合作社渔农收入增长 30%。

即时零售更方便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李女士说，自己平时
就经常用京东买东西，“去年以来觉得京东送
的越来越快了。像超市的水果、手机、五金

配件等，几十分钟就到了，很方便。”
2021 年 10 月，达达集团和京东联手打

造的“小时购”服务正式发布，通过京东 App
和小程序为京东用户提供“线上下单、门店
发货、小时级乃至分钟级送达”的即时零售
服务。

“中国电商发展过程中，商品离消费者越
来越近，配送效率提升是必然趋势。”京东集

团首席执行官徐雷对记者表示，“现阶段，库
存就在消费者附近 3 到 5 公里，配送只需要
30分钟到1个小时，这就是行业所知的‘即时
零售+即时物流’，也是京东目前正在努力实
现的目标。”

“京东小时购”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即时
零售业务的一个缩影。本地门店加上即时配
送构成了“即时零售”新业态，连接了实体经

济和消费者，也激发了新消费需求。
业内人士认为，和传统购物方式相比，

即时零售解决了消费者线下不知道到哪买，
线上电商下单来不及的购物痛点。此外，与
传统电商快递相比，即时零售将快递运送时
间从4到5天压缩到1小时甚至几分钟，成为
消费者选择即时零售的重要原因。例如，“外
卖当作快递用”的话题引起热议，也反映了消
费行为逐渐即时化这一特点。

这一行为在年轻群体中尤其明显，埃森
哲咨询机构日前发布的 《聚焦中国 95 后消
费群体》 报告显示，超过 50%的 95 后消费
者希望在购物当天甚至半天内就能收货，
7%的消费者希望能在下单后 2 小时内收到
商品。

同时，消费者选择即时零售还因为品类
齐全。多次网购的李女士说：“超市、药店、
甜品店都上网了，我们可以在平台上直接进
入任意一家实体店购买商品，软件上还标明
了店铺与消费者的距离、送货所需时间。”

刚刚搬完家的刘先生也说，安装家具时
急需一个电动螺丝刀，在平台下单后20分钟
就送上门了，“如果自己出门购买，还得到处
找，费时也费力。”

探店视频受欢迎

不仅是电商，短视频平台也在不断扩展
本地生活业务，从内容消费走向线下服务。

据悉，短视频平台抖音围绕一二线和网
红城市进行布局，先后推出美食探店、心动
外卖等业务，并对入驻的本地餐饮商家进行
流量扶持，通过种草吸引顾客，促进线上线
下交易闭环。

抖音生活服务营销中心负责人王丁虓
介绍，抖音生活服务于 2021 年 1 月启动，
创 作 者 用 内 容 高 效 连 接 用 户 与 商 品 、 服
务。以部分抖音生活服务创作者为例，“若
以食为天”和“潜心食”通过不同风格的探店
视频，为粉丝推荐优质美食同时也让更多
好餐厅被看到；“穆雷 Murray”从旅游行业转
型生活服务，用专注无锡本地的 500 多条短
视频和 90 多场直播，获得了本地粉丝的认
可；因为看好生活服务业务，“小明粗去”去
年 6 月从户外主播转型用直播推荐北京的好
店好品，凭借鲜明的个人标签，获得了粉
丝的喜爱和认可，1 年多时间里粉丝数翻了
一倍。

“去中心化、分散化的本地生活服务市
场，与抖音分散在各地的创作者相结合，产
生了本地达人现场体验本地商家的‘达人探
店’短视频及直播模式，已经开始助力商家
增收。”抖音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倚老卖新”，老牌再出发

“小时候我家里就用蜂花的护发素。”家住北
京市丰台区的 95 后雨欣在超市货架上选购洗护
用品时，一眼选中了国货品牌蜂花。“这么多
年，还是这个包装，价格也没怎么涨。”雨欣觉
得，使用蜂花产品，不论是使用体验还是“友
好”的价格，都有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和雨欣有同感的网友不在少数。“蜂花 10 年
仅涨 2元”等词条曾登上微博热搜，唤起许多人
对这个老牌洗护产品的旧时记忆。一时间，网
友们纷纷涌入蜂花在多个平台的电商直播间。

而在蜂花的网店里，为怀旧而来的消费者
们不难发现，一些满足防脱发、蓬松发质等新
兴需求的产品赫然在列。围绕新产品的制作原
料、生产过程和使用方法，蜂花还在抖音等平
台制作发布了系列短视频，直击年轻一代重视
成分安全、追求性价比等消费诉求。

专家认为，随着年轻一代逐渐成为主力消
费人群，越来越多自带怀旧属性的老品牌通过

“情怀营销”重回消费者视野，不仅拉近与消费
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还吸引消费者关注自身产
品创新，激发品牌产品迭代的活力。

花式跨界，出圈又出彩

走进位于北京朝阳大悦城的“气味图书馆”
门店，记者看到，在醒目位置摆放的香氛瓶
上，有只眼熟的“兔子”。正在货架前试香的顾
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多次回购这款大白兔
奶糖和气味图书馆联名推出的奶糖味香氛。“甜

甜的，闻起来心情都会变好！”顾女士说。
一颗承载了许多人童年回忆的经典奶糖，

如今通过开发衍生品、联名、授权 IP 等方式，
已经演变为雪糕、牛奶、润唇膏、抱枕等多种
形态的创新产品，将那一抹记忆中的甜美，延
伸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更多角落。

“老字号的跨界创新有利于开拓新的消费市
场。”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说，例如吴裕
泰卖绿茶冰激凌、同仁堂卖中药咖啡，让忠于这
些老品牌的消费者扩展了消费领域，也让品牌自
身的生命力更强。

不过，并非所有跨界尝试都会被消费者照
单全收，一些噱头大于实质的“强行捆绑”式联
名，往往只能获得短暂的热度，有时甚至还会
消耗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

老品牌跨界，如何做到出圈又出彩？北京
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教授杨越明认
为，老品牌的创新要建立在守住品质的基础
上，通过与其相近文化调性的品牌进行创新融
合，才能吸引消费者的关注。

借力平台，更懂年轻人

纵观一些老品牌“旧貌换新颜”的成功案例，
紧跟年轻人的消费兴趣，是这些老品牌越“活”越
年轻的共同秘诀。

要想抓住年轻人的心，首先要找准他们的
“消费根据地”。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发布的
《老字号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指出，鼓励老字号
企业加强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支持平台帮助老
字号企业拓展客户、打造品牌，进行数字化升级。

为了顺应年轻人喜爱网购的消费习惯，不
少老品牌加快布局电商，业绩喜人。今年 8月，
隆庆祥的两款量身定制西服新品在电商平台线
上首发，引发不少年轻人的关注。据了解，平
台“私人定制”频道可以提供上门量体、到店量
体以及在线智能量体等服务选项，充分满足用
户个性化需求。

除了电商平台，便于年轻消费者“种草”的
内容社区也在助力老品牌读懂年轻人。国货护
肤品牌颐莲在内容平台小红书的帮助下，推出
融合了扎染文化的产品共创活动，鼓励用户利
用产品附赠的扎染玫瑰 DIY 手工包，对一款老
版喷雾产品进行彩绘。据悉，活动期间，颐莲
在小红书站内的曝光度大大增加，关键词搜索
量提升6倍以上。

“传统品牌焕新，关键是要开拓新消费人群，
找到新的沟通视角进入年轻市场。”小红书相关
业务负责人介绍，积累了大量年轻用户和原创内
容的社区平台，正在利用大数据、用户画像等方
式赋能美妆护肤类的老品牌，为他们提供更多新
鲜玩法，帮助老品牌与新消费人群互动对话。

提高配送效率，优化用户体验

网上下单，本地商店全城送
本报记者 杨俊峰

积极触网，推动产品“破圈”

老品牌“在线”越活越年轻
本报记者 朱金宜

本报广州电（记者李刚） 记者从
日前召开的 2022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

（秋季） 媒体交流会上获悉，2022中国
跨境电商交易会 （秋季） 将于11月25
日在广州广交会馆开幕，30多个国内
外知名跨境电商主流平台、200多家跨
境电商知名服务商、超 1500家外贸优
质供货企业及综试区将同台展出。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中国
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徐兵介绍，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势头
强劲，不仅激发了外贸主体活力，
拓展了外贸发展空间，也提升了外
贸运行效率，稳定外贸产业链供应
链，实现产业数字化和贸易数字化
融合发展。跨境电商作为中国发展
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带动作用最
强的外贸新业态，已经成为外贸发
展的新动能、转型升级的新渠道和
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

本届跨交会展会规模5万平方米，
设跨境电商供货商、跨境电商平台及服
务商、跨境电商综试区及产业园区3大
展区；同时本届跨交会还将组织 50 多
场论坛和活动，涵盖供应链、平台、仓
储、物流、资本、财税、广告、软件、运营、
人才等跨境电商全生态链。

交流会上，亚马逊中国副总裁彭
嘉屺代表亚马逊发布了《聚势而上 勇
拓新机——2022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产
业集群发展白皮书》。白皮书从产业基
础、贸易生态、发展潜力和跨境进展
4 个维度，介绍了当前发展较为活
跃、相对成熟的17个出口跨境电商产
业集群特点。白皮书显示，中国出口
跨境电商产业集群正在加速转型、升
级，呈现出从沿海到内陆，从东部到
西部多点开花的趋势，越来越多具备
传统外贸优势的产业集群通过出口跨
境电商实现了全球业务拓展。

《2022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产业集群发展白皮书》发布

工作人员在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美团买菜”逸仙路站点内分拣货品。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近日，由沈阳市体育局和于洪区人民政府联合打造的智慧体育公园——于洪
区丁香东湖智慧体育公园正式对外开放。据了解，该公园将为周边群众提供15分
钟健身圈。图为市民在丁香东湖智慧体育公园健身。 黄金崑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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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莫家栅村，村民通过网络直播形式推介“湖州老底子粉丝”。
邓德华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