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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超市紫竹院店是距离车道沟最近的大型

连锁超市，从超市商品的消费情况可略知社区居民

的消费特点，车道沟社区附近居民的消费还是以价

格导向为主，品质需求待刺激。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中看到，物美超市面积约

4000平方米，上下两层，地下一层的生鲜商品区域

消费者最为集中，不过在这家物美超市中，并没有

净菜、有机蔬菜、准成品菜等价格稍高的商品，而是

仍以散卖菜为主，高峰时期，几个消费者挤在菜堆

旁挑挑拣拣的场景很常见。紫竹院店孔店长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通常在中青年客群占比高的门店，净

菜、有机蔬菜、包装好的标准化生鲜商品等有比较

大的销售空间，而目前这家店的消费者价格敏感度

比较高，因此还是以单价较低的散卖菜为主。

相关调研显示，北京市居民对净菜的偏好度已经

大幅增加，与2012年净菜比例的8%相比，北京市城镇

居民2016年所购蔬菜中净菜的比例提高到了20.65%。

赖阳表示，一些老旧社区里尽管居住着很多中老年

人，但是年轻上班族租房居住的比例也很高，社区商

业供给不应只考虑中老年人需求，应满足多种层次

的需求。年轻人下班后时间有限，更倾向于购买净菜

和准成品，社区超市应该注意到这方面的需求。

与此同时，物美超市紫竹院店的进口商品部分

销售情况也相对一般，销售占比约为整店的3%-4%

左右。美国食品工业协会此前曾预测，2018年中国

将成为最大进口食品消费国，市场规模将达到4800

亿元。总体来看，进口食品消费已从之前的礼品、炫

耀性质消费，向个人的品质性、犒劳性消费转变，不

过放到一些老社区来看，由于多年的消费特性已经

养成，一些新的消费习惯、品质需求等方面都还需

要商家慢慢引导升级。

物美超市紫竹院店是距离车道沟社区最近的

连锁超市，于2016年开业，在并不那么繁荣的社区

商业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在选址上物美超市主要看

重“顾客易到达”、“商圈内顾客保有量高”等特点，

并会优先选择有停车场的区域。

物美超市助理总裁许丽娜表示，从超市经营看

社区的消费情况，车道沟社区最明显的特点主要有

两方面。一方面是社区居民对于日常生活的蔬菜水

果需求比较大，并对健康、品质有较高的要求，但是

周边缺少相应的配套业态，故对超市的依赖性比较

大。另一方面，附近商住人口较多，这一部分人群对

快捷、便利、现场用餐等有较大需求，因此物美超市

内的快速结账、店内的餐饮区等比较受欢迎。

品质消费待激活

连锁化程度不高在车道沟社区商业中也有所体

现，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中看到，从生鲜店、服装店

到杂货铺，形形色色的个体商户、夫妻店挑起了社区

商业的大梁，很少见连锁品牌。

以便利店为例，车道沟社区附近仅有一家位于

写字楼下的7-11便利店，以及一家位于沿街底商中

的爱便利，而每个小区内部或门口都有小卖铺。这些

小卖铺不仅出售食品、日用百货，还提供代缴水电

费、代收发快递等多项便民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的各

项需求，堪称离家最近的应急枢纽。

曾有连锁便利店从业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之

所以目前仍较少进入北京老社区，一方面是因为

部分老社区的建筑不符合商业租赁条件，另一方

面则是考虑到人口结构，以中老年人为主的社区，并

不是很适应便利店的消费习惯，通常客流量、客单价

较低。

尽管连锁品牌的管理较为系统、规范，并且由于

规模化发展使成本降低，价格更有优势，但当连锁品

牌尚未深入社区时，缺少系统化管理的个体户也有

其不可替代的温情和灵活变通。

一位住在车道沟十号院的白领陈女士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小区里开了几年的小卖铺、菜店老板，

与街坊邻居们已经相熟，打个折赠头蒜之类的都是

小事，寄存东西也都是打声招呼就好。但比较下来，

有一次陈女士临时在单位附近的某品牌便利店存

放东西时，工作人员不仅态度不耐烦，还要收取1小

时1元钱存放费，很难让人感受到它的人性化和便

利性服务。

个体户的商业价值

老年消费亟待社区商业制度关怀

车道沟社区是北京很多社区的一个缩
影，存在大量国家部委机关宿舍，居民整体素
质较高，但老龄化严重。这些社区通常房价较
高，商业经营成本很高，而老年人消费力又很
有限，因此较难吸引连锁生鲜商业企业等，形
成了生鲜食品荒漠区。年轻人还可以坐公交、
开车去稍远的地方购买， 老年人的购买环境
则非常恶劣。

政府应承担起关怀消费弱者的主导作
用。做好社区商业规划，系统梳理可用的商业
空间、零售业分布状况，将生鲜空白地区都标
出来重点加以扶持。 并针对社区商业完善相
应的立法、制度和可持续性的连贯政策，成立
社区商会、社区商业街委员会等组织，专门调
节社区商业不平衡的现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陈立平）

·专家建议·

物美超市紫竹院店及北洼路店两店店长孔先生：

社区O2O订单大幅增长

在物美超市的五年间， 最直观的感受，除
了客单价在一点点升高外， 门店内的电子支
付、O2O订单量也都有大幅增长。

物美超市的到店消费者很有规律性，每
天早晨以老年消费者为主， 中午和晚上会有
中青年、上班族消费者，下午的客单价明显高
于上午，平均在50元左右。北洼路店由于离首
都师范大学很近， 整体消费比紫竹院店年轻
化一些。 紫竹院店的生鲜商品每天销售占比
达42%左右， 可以反映出紫竹院店以家庭消
费群体为主。 而北洼路店的生鲜商品占35%
左右，食品、杂货卖得更好。另一方面，紫竹院
店互联网化程度稍低，举例来说，在今年“双
11”期间，物美超市内通过多点App的销售占
比平均为14.76%， 北洼路店单店的多点销售
占比能达到18%左右， 紫竹院店仅有10%左
右。 这和顾客对互联网平台多点App的使用
率有关，主要受客群年龄结构的影响。

·对话企业·

>>�商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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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需求满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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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消费
社区网购消费金额前十品类及金额占比：
1.手机通讯
2..电脑整机
3.大 家 电
4.生活电器
5.礼品
6.生活日用
7.中外名酒
8.饮料冲调
9.电脑配件
10.休闲食品

>>�网购年龄结构

■18-25岁 14.71%
■26-35岁 39.11%
■36-45岁 29.96%
■46-55岁 6.88%
■56岁以上 9.34%

（网购数据来源于京东大数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