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8 □2022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杜汶昊 □本版美编 郭佳卉

行业有喜有忧行业有喜有忧，，线下临期特卖何去何从线下临期特卖何去何从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近年来，凭借价格低、折扣
大而走红的临期商品成为消费
新宠，临期商品折扣店也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当越来越多的玩家涌入，
竞争愈加激烈。近日，中国城
市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临期
商品折扣零售行业有喜有忧，
有的玩家宣布扩大店铺规模，
有的却面临倒闭危机，一场淘
汰赛似乎已经打响。

年轻人为消费主力军

随着人们的消费观念趋于
理智，消费者越来越在乎性价
比。购买临期商品，这个在过
去原本被视为“抠门”的行为，
如今却被看作是“会过日子”的
表现。

便宜划算，是消费者购买
临期商品的主要原因。上海
白领小周每隔几天就要去一
趟临期折扣店铺来一次大采
购：“在这里我可以实现购物自
由。原价15元的消毒湿巾只要
4元，原价120元的保湿面霜只
要49元。”

像小周一样的消费者不在
少数。艾媒咨询研究发现，目
前中国临期食品主力消费者为
年轻人，年龄介于26—35岁的
占比为47.8%。

事实上，临期商品的商业
模式早有雏形。2012年，原国
家工商总局发文明确要求食
品经营者要对即将过期的食
品向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并
单独出售，如超市的“临期食
品专柜”。

中国城市报记者此前在河
南郑州等城市采访时，在当地
大型商超内也看到过临期商品
的专售货架。

临期商品是怎么火起来

的？业内人士认为，新冠肺炎
疫情令零售业渠道库存压力加
大，不断涌现的快消新品牌和
冗余产能为临期商品的发展提
供了充足货源。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
长柏文喜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移动电商的主
流使用人群是年轻人，再加上
年轻人的支付能力有限、收入
增长缓慢而生活费用上涨压力
较大，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了临
期食品消费的主流人群。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淘宝、
京东、拼多多等主流电商购物
平台上以“临期”为关键词进行
搜索，数以万计的商品信息出
现在页面；在豆瓣等平台上，还
有专门分享购买临期商品的经
验贴存在。

艾媒咨询发布的报告显
示，2021年临期食品市场规模
达到了318亿元，预计保持6%
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将超过
400亿元。

货源供应不稳定

一位折扣超市创业者把临
期特卖形容为“打土豪分田地”
的生意——“土豪”指的是品牌
商，“分田地”指的是让利消费
者。他称，临期商品之所以价
格低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
供应链利益分配逻辑发生了改
变。简单来说，就是除去“中间
商赚差价”，直接向上游工厂要
产品，甚至要产能。

中国城市报记者调查发
现，这宗生意的前期投入主要
分为四部分：进货、人力成本、
装修设备和店铺租金，其中房
租开销占比最大。至于回本周
期，主要看选址和客流量。

11月3日，中国城市报记
者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
的一家好特卖店里看到，前来

购物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货架
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
品，其中还有不少国外进口商
品，商品售价为原有商品价格
的1—8折不等。

值得关注的是，货架上琳
琅满目的商品多数是少见于普
通超市的牌子和品类。此外，
中国城市报记者还注意到，与
今年初到访该店时相比，店里
的临期食品品类缩减，日用百
货品类占比上升。

这些货品从何而来？该店
铺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临期商品的来货渠道主要
有两个：厂家和市场。

一位线下店铺经营商向中
国城市报记者透露，正因临期
商品货源供应不稳定，对于行
业外人士来说，想要做此生意
的门槛相对较高。

未来或呈三大趋势

据了解，中国临期食品赛
道已有好特卖、繁荣集市、小象
生活、甩甩卖、好食期等多个品
牌出现。2021年临期食品行
业引起资本关注，好特卖、繁荣
集市等品牌均获得融资。与此
同时，拥有强大供应链和库存
储备的头部商超，比如盒马、物
美也盯上了这块蛋糕。

然而，在经过近两年的高
速发展后，临期商品折扣零售
赛道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流
现象。

近日，好特卖供应链中台
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当下好特卖门店数已达
500家，计划2023年开到2000
家店。

与好特卖迅速扩店行为截
然相反的是，此前，繁荣集市母
公司——上海嘣嘣喵科技有限
公司，在今年与供应商的一场
合同纠纷诉讼中表示，因业务

已停顿，没有现金流，准备申请
破产。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
对此分析称，巨头进入了临期
商品的战场，自然也就让大量
的临期商品特别是临期食品货
源变得日益紧俏。要知道临期
食品本就是在传统超市不容易
卖出去的商品，价格是其唯一
的竞争优势。在众多企业纷纷
扎堆竞争的时候，原先的市场
参与方本身的货源竞争力不
足，再加上红海竞争压力巨大，
临期食品相关问题就开始集中
出现。“甚至还有临期折扣超市
变成了常规超市。大部分临期
折扣超市卖的都是常规商品，
临期变成了噱头，自然让消费
者失望了。”江瀚说。

那么临期商品折扣零售赛
道未来将呈现哪种趋势，什么
样的玩家可以脱颖而出？江瀚
认为目前有三个趋势较为明
确。一是对小企业来说，互联
网电商可能是折扣零售最终的
归宿。面对当前市场的变局，
大部分中小型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其实会越来越弱，线下实体

店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对于
这些中小企业来说，可能电商
是唯一的解决思路，如果能有
稳定的货源，做小而美的电商
可能是降低成本最好的办法。
通过电商直接连接货源和消费
者，从而降低单纯的销售成本，
这无疑是对小企业而言最有效
的发展思路。

二是大型企业需要自身有
稳定供应。对于大型企业来
说，临期商品折扣电商其实是
自己上游业务的一个补充，比
如说盒马、苏宁这样的巨头，已
有足够多的货源，折扣零售的
价值是处置自身的体系商品以
及相关产业的商品，这无疑将
会有较大的价值。也就是说，
折扣零售的“二八分化”其实已
经开始了。

三是临期商品折扣零售的
未来可能注定无法做大。在当
前的情况下，折扣零售想要成
为单纯的大型产业已经非常困
难，市场的逻辑注定折扣零售
将会是大型产业的附庸赛道，
认清现实才是相关行业最需要
面对的事情。

循环经济发展十年循环经济发展十年：：成绩亮眼成绩亮眼 持续深入持续深入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近日，在由中国循环经济
协会主办的2022中国循环经
济发展论坛上，《循环经济这十
年》主题报告发布。该报告从
循环经济的战略定位、促进绿
色低碳转型、壮大资源循环利
用产业、保障资源安全、助力节
能降碳、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引领绿色生活新时尚等
多维度，总结了十年来我国循
环经济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
全国各地累计制定实施省级储
环经济发展规划已超39部，明
确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路线图。

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辰昕指出，
新时代十年，我国循环经济发
展成效显著，制度体系持续完
善，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初步
形成，废弃物循环经济成效突
出，循环型农业体系持续深化，
塑料污染治理取得积极进展。

“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核心
要义是产业废物循环利用，再生
资源循环利用、再制造，以及污
水和垃圾资源化。”中国循环经
济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发展改革
委原副秘书长赵家荣表示。

报告显示，这十年，我国主
要资源产出率提高了58%，循
环经济发展持续走向深入，为

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
支撑。分项数据来看，2021年
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比2012
年降低11.1%；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率比2012年增长约14
个百分点；2021 年我国单位
GDP能耗比2012年累计下降
了26.4%。

与此同时，这十年，以利用
生产生活中各类废弃物为主要
特征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在我
国逐渐发展壮大，利废范围不
断拓宽、产业质量不断提升、产
业规模稳步扩大、科技创新能
力不断加强，已成为我国绿色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报告研究数据，2021

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超
过3万亿元，带动超过3000万
人就业。据粗略测算，目前全
国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企业已超
过10万家，从业人数超过1500
万人；新增城市和县城生活污
水处理厂超过1500座，污水处
理厂处理能力达到2.1亿立方
米/日 ，污 水 处 理 率 达 到
97.89%，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
集率为68.6%，新增垃圾焚烧
处理厂超过500座，城市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88%，
焚烧占比约为68.1%；大宗固
废综合利用量约 38 亿吨，比
2012年增加了约17亿吨；废钢
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纸

等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达
到3.85亿吨，比2012年增加了
2亿吨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量约为6.47亿吨，比2012年
增加了4000万吨左右。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解振
华表示，要在国家高质量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大局中，进一步明确循环
经济的定位，推动循环经济在
转型创新的系统性变革中发挥
更大作用。他指出，要加速循
环经济领域的转型和创新，进
一步健全法规政策、完善机制
体制、研发先进技术、优化商业
模式。

11月3日，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的好特卖店铺里，消费

者挑选好商品后排队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