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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市物美超市联想桥店内，消费者选购标准化包装的蔬菜。 本报记者 康 朴摄
②消费者在超级物种门店内选购和享用午餐。 资料图片
③北京市物美超市联想桥店内，消费者在用智能购物车扫码购物。本报记者 康 朴摄
④T11生鲜超市内的金枪鱼加工区。 资料图片
⑤消费者在盒马鲜生店内选购海鲜。 资料图片

曾 几 何 时 ，
粮店、副食店已
成往昔记忆，热
闹喧嚣的菜市场
也被人流如织的
大 型 超 市 取 代 ，
手机下单买菜早
已 不 是 新 鲜 事 ，
线上线下融合的
零售新模式正逐
渐 被 人 们 接 受 。
这几年，细心的
消费者发现，快
被忘到脑后的传
统 超 市 变 了 模
样，家门口小巧
精致的便利店越
开 越 多 ， 水 果 、
海鲜等生鲜类食
品专营店频频在
朋友圈刷屏，无
人超市、无人便
利 店 引 人 注 目
…… 商 家 们 使 出
浑身解数，吸引
着消费者前来购
物 下 单 。 然 而 ，
万 变 不 离 其 宗 ，
无论是老超市还
是新业态，只有
牢牢抓住消费者
的痛点，才能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制胜。

食 品 安 全 与
商品质量是消费
者 的 第 一 关 切 。
小 说 《 烦 恼 人
生》 中，主人公
印家厚在买来的
菜里吃出了一条
肥虫子，给他本
来就琐碎杂乱的
生 活 又 添 了 新
堵。这恐怕不是
他一个人的独家
体验。不过幸好
只是一条菜虫，如果是肉类检疫不合
格或是农残超标，那恐怕就是一场事
故了。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日益
重视，不少商超便利店都建立起食品
安全可追溯体系，消费者通过扫描二
维码就可知道食品的检验检疫情况，
吃得更放心了。相比流动摊贩们“打
游击”式经营，消费者的监督与维权
有了保障。一些食品零售电商将供应
商的相关信息与资质对消费者公开，
让产品质量监督更加透明。不少生鲜
专卖店坚持不卖不新鲜食材，通过科
学统计确定进货量，确保食品品质的
同时减少浪费。安全问题一票否决，
红牌退出，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价格始终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
性价比高不高依然是核心考量。不少
食品零售企业在降低成本上下起了功
夫。大型连锁超市通过自建农场、自
有农产品品牌与大宗采购降低成本，
同时，通过开发智能购物车、微信服
务号的导航功能，减少雇佣导购的人
工成本。自助结算设备的使用也出于
同样目的。食品零售电商省去店面租
金成本，在价格上较大型连锁超市具
有竞争优势。价格低了，买的消费者
就多了。一些食品零售电商花大力气
推出各类优惠减免活动，不断增加用
户黏性。

便捷程度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在消费升级背景下，人们对价格的反
应略有迟钝的今天，便捷与否正越来
越重要。在笔者看来，便捷体现在

“三免一近”上——免挑拣、免排队、
免负重、离家近。一些超市人工挑选
后，按份打包蔬菜，免去菜市场买菜
拣选之累；或是推出搭配菜、半成品
以适应人们的快节奏生活。不少连锁
超市与便利店都推出自助扫码结算，
减少了顾客排队结账等候时间。一些
实体超市与电商平台合作，让消费者
可以同等价格线上下单，享受送货上
门服务，免去搬运米面粮油等大件商
品之苦。各类食品零售电商更不用
说，“三免”已成它们的先天优势。政
策扶持下，便利店越开越多，离家近
成为显著优势，“10分钟消费圈”逐渐
形成。

站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时间节
点上，回顾国内零售业的变迁与发
展，我们会发现，变的是形式，不变
的是本质——食品安全与商品质量、
价格、消费便捷程度。想要在食品零
售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这三
个因素既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也将
始终是零售品牌的着力点。

货架变矮，包装标准化，线
上下单……身边的超市变了样

下午 5 时许是超市购物的高峰期，北京
市海淀区物美超市联想桥店已是人流如织，
但收银台却不见了排队结账的长龙——现在
人们可以通过智能购物车、多点 APP、自助
收银和人工收银等多种方式结算。

2017年，这家超市月亏损额度曾达到100
万元，在物美各连锁店中业绩垫底，其面临
的窘境是传统超市面对消费升级和零售业巨
变时措手不及的一个缩影：来超市的人少
了，人均消费额度低了，经营成本却上涨
了。痛定思痛的物美决心从优化店面设计和
数字化改造两方面入手，提升客户体验，让
顾客回到超市。

“以前上下两层经营面积达 12000 平方
米，改造后只保留 3500平方米，精简商品数
量，减少顾客的‘选择困难’。同时，卖场外
增加理发、餐饮等项目，提供多元化的便民
服务。到 2018年底，联想桥店同比利润增长
高达113%，整体业绩增长49%。”与物美超市
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多点Dmall合伙人刘桂海
介绍。

消费者的感受最有说服力，在一些顾客
眼中，家门口的这家老超市最近有了新面貌。

“变漂亮了！东西摆得更合理、好找，装
饰简洁但看着温馨。”家住附近小区的张翠茹
说道，“以前来逛超市，货架那么老高，改造
后货架比以前低了，瞧着舒坦，货架之间的
距离宽了，人来人往没那么挤了。”

来到最热闹的蔬菜区，香菇和油菜的组
合包装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我们推出几种蔬
菜搭配，就是要解决顾客选择困难的问题，
为顾客节约时间。”刘桂海表示。

记者发现，这里大多数菜品已经过标准
化包装，重量、价钱都写在标签上，顾客无
需逐个挑选，也省去了排队称重时间。“工作
人员会将品相不好的商品筛选掉，以保证商
品质量。”刘桂海说。

“菜价还行，没比外边市场的贵，买回去
也没碰到过坏的。来超市买菜主要是图个心
里踏实。”60岁的海淀居民郭兰华说道。

近年来，随着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
高，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在降低，食品安
全更受关注，品质而非价格成为更多人的首
要关切，超市的果蔬产品供应渠道明晰可追
溯，消费者买得更放心。

物美超市联想桥店改造的另一个着力点
是通过接入“多点”APP，大力推进门店的智能
化、数字化改造，以提升顾客的综合体验。

顾客在购物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
以直接在APP内向超市管理者“吐槽”，并实
时追踪问题处理情况。“顾客看到的任何微小
变化，都需要背后整条服务环节的全盘梳理
和调整优化，我们搭建的系统，以数据驱
动，任务到人，层级责任明确，反应迅速。
必须要‘宠着’消费者，才能赢得青睐，把
他们请回超市。”刘桂海表示。

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多点”APP 下
单采购商品。“尤其是米面粮油等重物大物，
对于老人和妇女来说，不方便直接拎回家，
他们可以从 APP 上下单送货到家。我们希望
不断改善消费体验，把来超市购物变成一种
享受和休闲方式。”刘桂海说。

这样的改变不仅仅发生在物美。越来越
多的传统超市如华润万家、联华、超市发
等，在线上线下的双重夹击下寻找破局思
路，探索生长空间，努力让超市变得更有温
度、更具特色。

便利店打造家与单位之外
的“第三空间”

“欢迎光临！”在北京市朝阳区中心商务
区的便利蜂蓝堡 24 小时便利店里，正在整理
货架的两名售货员齐声迎接新来的顾客。两三
分钟后，这名顾客拿着挑选好的商品走到收银
台，将商品二维码对准扫码机自助结算，并通
过微信支付完成了整个交易过程。

“便利蜂的自助收银非常方便快捷，不需
要下载多余的 APP 就能快速完成付款。而且
也不用麻烦正在忙碌着的店员，我自己就可
以。”刚买完零食的赵扬说。这种不想麻烦别
人的想法是很多年轻人的心声。技术在顺应
和强化人际沟通方式的变化，节省人工成本
的同时，也把人从简单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
出来。

在这1公里范围内，有5家大小不一的便
利蜂，以满足周边写字楼、住宅区即时性和
便利性的消费需求。

自2016年12月成立以来，便利蜂就以惊
人的速度在华北和华东地区扩张。“目前已开

业门店突破 1000家，分布在北京、天津、上
海、杭州、南京等 8 个城市，年内将突破
1000家。”便利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不少城市都推出积极政策，推进便利店
有序发展。2018 年 10 月，北京市 7 部门联合
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便利店发展的若干措
施》，以 19 条创新举措，扶持北京便利店的
建设和发展。福州、西安等城市也出台了类
似政策。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显示，在 2018

年 ， 便 利 店 百 强 企 业 销 售 规 模 同 比 增 长
21.1%，门店增长 18%。2016—2018年，便利
店业态在整个零售行业的平均增长速度最
快，达到 18%，显示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据
统计，2015—2018 年，全国便利店门店数从
9.1万家增加至12.2万家。电商如苏宁，央企
如中石化、中石油等巨头都在积极布局自己
的便利店生态。

除了数量的急剧增加，便利店功能也在
悄然发生变化。“这是我第二次来，上次在这

里买水，看到二楼还有休息区。今天路过，
就买点东西上来吃，歇歇脚。”从事市场营销
工作的李东洋略显疲惫，拿着关东煮和酸奶
来到便利蜂蓝堡店二楼休息区大快朵颐。最
近为了推广公司项目落地而经常奔波在商务
区周边，这家便利蜂对他而言是个绝佳的中
转地。

二楼休息区，两张餐桌，十几个座椅，
光线柔和的吊灯，角落里摆有上百本图书的
书架，四周墙上的各类插座，构成一个简洁
舒适的“第三空间”。“现在人们生活节奏太
快，压力太大，很多人都需要一个家与单位
两点一线之外的‘第三空间’，离家近又能放
松。我们的便利店 24 小时提供餐饮、生鲜，
可以让消费者随时休息。”便利蜂相关负责人
说。

在传统零售的买卖模式之外，便利店的
功能日益多样化。记者了解到，苏宁小店的
实体门店还为其社区团购业务苏小团充当前
置仓，成为家电维修等业务的线下入口，同
时又是苏宁菜场自提点、快递代收发点，宛
如一个“社区服务大杂烩平台”，甚至还在一
些店面中增加了餐厅和酒吧的功能。

多元形态便利店的“野蛮”生长，不仅
适应和满足了人们对便捷消费的需求，也在
撬动着现代都市人生活方式的悄然改变。

零售+餐饮，生鲜食品零
售店成为市民消费新选择

大饭店太贵，水产市场环境差，还要买
回去自己做，想吃海鲜还有什么选择？

近年来，盒马鲜生开创“零售+餐饮”经
营模式后，以生鲜品类为特色的新型零售超
市在大中城市迅速铺开，受到消费者追捧。
诸多企业不甘落后，京东旗下“7Fresh”、苏
宁旗下“苏鲜生”、新创品牌“T11”等纷纷
跟进。在实体超市领域经营多年的永辉也加
入战局，打造生鲜食材体验店“超级物种”。

从地铁安贞门站 A 口出，走进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中海环宇荟购物中心负一层，到尽
头便看见一个大招牌上写着“超级物种”。记
者来时正值午饭时间，近 500 平方米的餐饮
区几乎座无虚席。拥有三大核心工坊——波
龙工坊、盒牛工坊、鲑鱼 （即三文鱼） 工
坊，分别零售并加工波士顿龙虾等海鲜、牛
排以及日料等食物的超级物种生鲜食品零售
店，已成为周边商务区上班族生鲜品类消费
的优先选择。

透明可观的制作过程最能勾起消费者的
购买欲。“现挑，看着他做，品类不多，之所
以选这儿吃海鲜，就是看中它的新鲜。”在这
座大楼上班的周祎笛点了一份三文鱼刺身作
为午餐。

据永辉“超级物种”北京区域总经理张
景明介绍，鲑鱼工坊的食材从挪威捕捞到空
运过来摆在工坊食材区，整个过程用时5到7
天。

据统计，2013—2017 年中国生鲜食品零
售额从 3.61 万亿元增长到 4.72 万亿元。预计
2019 年中国生鲜市场交易规模将达到 5.31 万
亿元。生鲜市场购买频率高、市场规模巨
大、竞争激烈。成立于 2017年的永辉旗下品
质生鲜体验店“超级物种”，采用的“餐饮+
零售”经营模式虽非首创，却在生鲜消费升
级的时代脱颖而出。

“民以食为天，但是大超市并不能满足城
市中等收入者和家庭用户在生鲜领域的品质
新需求，深耕生鲜供应链多年的永辉就选中
生鲜作为新的业态生长点，引领生鲜品类消
费 升 级 。 全 国 目 前 已 有 80 余 家 ‘ 超 级 物
种’，全部布局在购物中心和商务区，这里的
人消费水平较高，对食材品质有更高要求。
全球30余个直采基地的优势帮助我们最大限
度保证原材料的新鲜，同时减少中间环节的
流通成本，以相对优惠的价格呈现给消费
者。”张景明说。

消费者还可以通过“永辉生活”APP 网
上下单，3 公里范围内最快 30 分钟送达，享
受跟到店挑选相同的新鲜品质。

“超级物种”最令消费者感到舒适的是便
捷的支付方式。在人工收银台和自助收银机
之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接入腾讯自助扫码
购的“永辉生活”APP 或微信小程序用手机
随时随地结账，而无需经过店内工作人员查
单。

“商业损失率处于行业平均水平，并没有
因为信任消费者而蒙受损失。”张景明表示。

消费者与商家相互信赖的良性互动不仅
构建了舒适的购物环境，更折射出经济发展
背景下中国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
与提高。期待中国零售品牌能在日益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保持初心，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
质的服务。

今天，我们去哪儿买好吃的？
——国内食品零售行业发展微观察

本报记者 康 朴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竖立着一座半身塑像，上有陈云题词：
“‘一团火’精神光耀神州”。塑像的主人公张秉贵从1955年起成为王
府井百货大楼一名普通售货员，他以“一抓准”“一口清”绝技和“一
团火”的精神，在平凡岗位上服务广大顾客，被誉为“京城第九景”，
引得众多市民和游客竞相参观，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只能在供销社、粮
店、副食店以及百货大楼购物的人们心中的一份独特记忆。

改革开放东风劲吹，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人的食品消费选择也
更加多样：小卖部、便利店星散于城乡，超市的崛起更深刻改变了国人
采购食品的方式。

近年来，食品零售行业面临新变局。在行业洗牌过程中，一些中国
食品零售品牌通过战略调整与转型，化危为机，成功实现“惊人一
跃”，也有一些新兴企业抓住机遇，乘势崛起。

食
品
零
售
转
型
应
抓
住
消
费
痛
点

张
鹏
禹

①①

②②②

③③③

④④

⑤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