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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口罩产能提升，曾经“一罩难求”的局面似乎得到了缓解。近日，不少网友反映口罩“好

买了，降价了”。部分商超线上渠道也显示，可供预约选购的口罩供应相对充足，种类也变得更为丰富。相比于线下大

多需要预约后到店购买，网络仍是购买口罩的主要渠道。

线上：存量充足 价格下降

疫情发生以来，不同程度的口罩供应缺

口一度让人头疼。买口罩拼人品、靠手速，网

上蹲点、摇号……大家使出浑身解数。不过，

北京商报记者3月10日多路调查发现，随着疫

情好转以及国内企业纷纷转产口罩，失衡的

供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和前段时间相比，物

美多点App近期可供预约购买的口罩种类多

了起来，粗略梳理，目前大概有六七种口罩提

供预约，而且供货充足。3月10日上午10点左

右，记者在多点App可以正常下单预约购买

口罩，除个别标注“限量”供应的口罩，其余口

罩均可按所需数量购买。

和此前一上架就秒没的状况相比，口罩

货源似乎没有那么紧张了，消费者也有了更

大的选择空间。从平台上检索可见，多点上既

有价格相对较高的进口口罩，也有12.9元10

片的国产口罩。

京客隆小程序和App也有充足的口罩供

货。目前主要销售的是普通防护性口罩，单只

14.9元，每人限购5只，支持同城配送和到店

自提。

很长时间以来，叮当快药App上的口罩

都处于缺货状态，最近则不时有口罩上架，而

且存量相对充足。目前，上架的19.8元/只的

KN95口罩和售价11.1元/3只的挂耳式口罩均

有货，可正常下单购买。

除了这些主流的口罩线上预约销售渠

道，一些口罩行业新入局者也放出货源，成为

口罩市场的另一种补充。如3月9日，格力电器

子公司珠海格健自主生产的口罩在格力官方

商城“董明珠的店”上线，目前共有两款口罩

提供预约购买，一种是售价275元/50只的一

次性KN95防护口罩，另一种是售价150元/50

只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均价在3-5.5元之间，

基本在消费者可承受价位区间内。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微博上的相关话题和

网友评论发现，“口罩变得好买了，价格降了”

是人们较为普遍的感受。

“现在口罩很好买了，刚看到一次性医用

的还有好多库存”，“一个月前有钱也买不到

口罩，有也五六块钱一个，现在降价差不多一

半”，有网友感叹。也有网友吐槽口罩降价太

快，“一上淘宝，发现前几天买的口罩降价了

30块，一看原来那单还待揽收，我一怒退款

了，再拍一次……现在想想，其实可以和客服

退差价……”

线下：提前预约 到店购买

除了线上，线下零售也是人们获取口罩

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很多不会上网的老人，会

选择去药店、超市购买口罩。

3月10日，北京商报记者分别走访了超

市、便利店和连锁药店，了解口罩供应情况。

虽然和线上相比，不同类型实体零售点的口

罩货源有所差别，不过北京大型连锁超市的

口罩供应充足，可提前预约，到店购买。

在7-11太平街东侧店，北京商报记者看

到，口罩货架贴着“口罩正在备货中，保证不

涨价！！”的字条，旁边还贴有一张各类口罩的

价目表，店员表示，目前店里有海绵口罩和售

价570元/10只的进口N95防辐射口罩供应。

此外，物美超市也可以通过多点App

在线预约，然后到店内购买口罩。超市内一

间空置店铺门口贴有“防疫用品售卖区”，

其中销售17.9元/ 只的儿童版韩国进口雾

霾防护口罩和售价358元/20只的韩国进口

KF94口罩。

在利君堂大药房太平街店，北京商报记

者询问口罩后被告知暂时无货。不过，店员提

示称，如需购买口罩，可扫描店内二维码进行

关注，一到货即可接到相关通知。

在金象大药房南纬路店，目前可以提供

线上预约口罩的领取服务。店员表示，可以

通过关注金象大药房微信公众号，随时关注

放货通知，线上预约成功后即可到店领取，

现在店内可提供一次性医用口罩，售价21.1

元/10片。

从线下零售网点的走访来看，购买口罩

主要采取在线预约，然后到店领取的方式。值

得注意的是，相对疫情初期，口罩的平均价格

平稳，不再有高价现象。

有部分消费者反映，华联BHG超市目前

有韩国KN95口罩现货在售，且货量充足，单

只均价差不多在20元左右。

完全充足尚需时日

从北京商报记者的实际调查来看，口罩

紧缺状况已基本得到缓解，但部分渠道货源

仍有待加强供应。

实际上，春节过后，随着口罩生产端大量

劳动力复工，口罩产能已较春节期间有明显

提升。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强调，将继续开展

口罩扩能专项工作，进一步扩大口罩生产。

除推动口罩企业复工达产外，国家发改

委还全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转产口罩。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三枪、爱慕、七匹狼、雅戈

尔、水星家纺、上汽通用五菱、吉利、广汽、中

石化，甚至地铁、纸尿裤企业都开始入局生

产口罩。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仅2月初，全国就有

超3000家企业经营范围中新增了“口罩、消毒

液、防护服”等业务。根据公开数据，目前国内

口罩厂商已达到4000多家。根据发改委公布

的最新数据，包括普通口罩、医用口罩、医用

N95口罩在内，目前全国口罩日产能和日产量

均已突破1亿只。

但另一方面，在消费终端，口罩供需的缺

口依然难以完全弥补，原因在于生产口罩的

原料熔喷布不足。

据了解，熔喷布是确保医用口罩和N95口

罩过滤性能的关键原材料。但目前熔喷布紧

缺，成为制约口罩产能扩充的瓶颈。有媒体报

道，由于缺货，熔喷布价格一路飞涨，每吨叫

价已从原来的2万元上涨到三四十万元。

有口罩行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没有熔喷布，不论上多少口罩生产设备都制

造不出口罩”。该人士表示，构建熔喷布生产

线并不是一件易事，“快的话要4、5个月，一般

也要7个月左右”，他预计短期内口罩供应不

足的情况恐怕仍难彻底缓解。“从目前来看，

国内主力口罩生产企业的产品依然要优先供

应疫区和医院，这也就决定了只有采购能力

强的企业才能搞到口罩。”

据了解，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已向浙

江、江苏等8省市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开展熔

喷布价格专项调查，确保价格稳定。

当前，部分央企也加入到熔喷布生产行

列。由于熔喷布以石化产品聚丙烯为主要原

料，中石化已介入熔喷料、熔喷布和口罩生

产。2月底，中石化投资约2亿元，在北京燕山

石化和江苏仪征化纤两家企业加紧建设熔喷

布生产线，跨界生产急需的熔喷布。

中石油在开足马力生产聚丙烯纤维料的

同时，也在加快熔喷布生产线建设。2月6日，

中石油还启动了大庆石化、抚顺石化、兰州石

化和大庆油田3地4家企业的口罩生产线建

设，目前4家企业已建成6条医用口罩生产线，

3月将再建21条生产线，全部投产后，中石油

日产口罩可达150万只。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孔瑶瑶/文并摄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孔文燮）宜家
与阿里终于走到了一起。3月10日，宜家正

式入驻天猫开设宜家家居天猫旗舰店，并利

用淘宝直播广而告之。

IKEA宜家家居官方天猫旗舰店开业才

6小时，网店的粉丝数已经达到18.1万人，且

上午云直播仅10分钟，观看人数就达到了

2.7万人，并很快超过30万人。围观之势使得

这场合作显得众望所归。据了解，双方打通

了会员体系，消费者在宜家天猫旗舰店和门

店可使用同一账号，且价格一致。

目前，IKEA宜家家居官方天猫旗舰店

是宜家家居在全球开出的首家第三方平台

的线上官方旗舰店。首期，宜家天猫旗舰店

上架3800余款产品，包括客厅、卧室等品类

的畅销商品。初期服务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的消费者，并逐步拓展至全国。

事实上，宜家此前就已布局电商业务，

而疫情期间家居直播的火热，或许更刺激了

宜家敏感的神经，面对竞争对手的锋芒毕

露，宜家被迫以新面貌冲刺中国电商市场，

在数字化、渠道融合等方面见长的天猫或许

能成为宜家电商业务的撬板。

宜家把握住了上线的机会，却和其他品

牌一样，面临着如何平衡线上与线上之间、

线上与线下门店之间关系的难题。

宜家家居天猫旗舰店上线当天，也是宜

家家居App上线的日子，至此，宜家在中国

建立了官网、天猫和App三个线上渠道共存

的局面。

对于家居品牌而言，光有线上渠道是不

够的，更重要的是线下服务和体验。宜家做

电商，始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逛宜

家商场时会产生随机消费冲动，而在官网、

App、天猫购物的消费者目的性很强，这样

会导致线下流量的减少，在一些大的城市，

宜家线上渠道也会影响到既有的线下门店

流量，业绩反而可能会有所下降。

在宜家中国区总裁安娜库丽佳看来，所

有线上线下渠道是相辅相成的。“在线下门

店我们一共提供9500种产品；在宜家的网

上商城，我们提供9300种商品；在天猫旗舰

店，我们主要提供3800种商品，主要是热销

的产品系列以及家居的解决方案。之所以这

么选择，一方面是考虑了我们物流和运营的

能力，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希望能够优化消费

者的购物体验。”

上线天猫，物流配送是宜家不得不再次

面对的一个问题。

此前2018年10月23日，宜家开通网上

商城时曾宣称，为推进电商业务，将在全国

设立4个中央配送中心，分别位于天津、上

海、成都和广州，还有3个小件包裹配送中

心，分别位于上海、北京和广州。

3月10日，宜家采购及物流东亚区负责

人马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宜家的物流配送还是和国内的运输公司

合作，一期上线会服务江浙沪和安徽4个区

域，后续会推广到全国，其中大件家具的物

流运输都是通过合作的第三方物流运输公

司实现。

然而，与电商争夺用户常使用的打破地

域限制、免运费、上门安装等手段不同，宜家

的运费并不亲民。北京商报记者在IKEA宜

家家居官方天猫旗舰店看到，商品运费在

9.9-119元不等，折叠椅等小件商品运费9.9

元，床和大型储物柜运费为119元。

阿里巴巴副总裁、天猫家装事业部总

经理杨光对此表示，“当下的确存在物流

配送费用较高的问题，主要是产品重量、

距离因素导致物流成本上升，但由于消费

密度、诉求密度的存在，未来存在降低物

流和仓储成本的可能性，带来效率和成本

的降低”。

街区MALL更能吸客 疫情启示商场新形态
复工期稳步推进，不同结构的购物中心

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也给未来商业新项目

空间设计带来启示。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多家

商场看到，疫情期间，街区式商场的客流要比

盒子MALL的客流更多一些，其中三里屯太

古里、祥云小镇等项目中表现明显，而新世界

百货、国瑞购物中心等商场中客流稀少。有不

少分析指出，开放式街区商业项目通风性较

好、户外空间多，能吸引客流，反之传统的盒

子型购物中心封闭性太强，难以吸客。

街区场景客流可观

随着复工复产，商场也逐渐有了人气。北

京商报记者走访三里屯商圈看到，太古里的

喜茶门前虽没有往日的门庭若市，但依旧有

不少消费者及外卖人员在等待取餐。同时，一

些轻食餐厅的堂食消费者也逐渐增多，Wa-

gas、新元素等餐厅在下午时段堂食的消费

者大约占整个餐厅的一半面积。作为北京街

区式购物中心的代表项目，三里屯太古里的

客流虽然比往日少了许多，但商户依旧保持

正常营业，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与太古里相似的是，中粮祥云小镇的客

流也逐渐恢复起来。北京商报记者在工作日

中午走访祥云小镇看到，奈雪の茶门口有不

少消费者排队取餐，街区内也有一些带着孩

子玩乐的消费者。同时，江边城外门店人员向

记者透露，近一周前来订餐的消费者比往常

多了很多，还有不少人带着孩子前来遛弯。

一位带着孩子的消费者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商场在疫情期间的消毒杀菌工作规格

比较高，再加上外出的人较少，现阶段带孩子

出来透透气是个不错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与太古里、祥云小镇形成

反差的是，北京商报记者在东方新天地、新世

界百货崇文门店、国瑞购物中心等商场内走

访发现，此类商场即使坐拥良好的商圈范围，

但在特殊时期仍没有消费者逗留。

其中，北京商报记者在东方新天地一层

的进出口统计，20分钟来往的消费者在10人

左右。新世界百货崇文门店的消费者也寥寥

无几，记者在该商场逗留的20分钟内，往返

的多为商场内的工作人员。

经营难在哪

虽然街区式商场在疫情期间比盒子型购

物中心的客流多一些，但仍面临一些经营上

的难点。在防疫方面，开放式街区形态的商场

出入口多，无论是监测往来客流的体温，或是

检查佩戴防护用品，对此类商场而言无疑都

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里屯太古里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在疫情期间，三里屯太古里加强了一系列

防护措施，增加了巡视人员，加大了消毒物品

的采购等，人工成本及防疫物资采购成本等

上涨较大。营业情况的下降和人员成本的增

加对企业而言也是较大挑战。

即使不在疫情期间，开放式街区对于季

节气候的适应性也是经营上的一大挑战。相

比室内购物中心具有恒温舒适的购物环境，

街区商业的商户空间都处于开放式，天气原

因容易对客流和销售额造成一定的影响，尤

其是北方的商业项目。为了应对季节对项目

造成的影响，祥云小镇自创IP活动营销成为

街区商业吸引客流的新方式。

此外，街区式商业的商户相对比较分散，

高层商户与消费者的互动性难以形成。例如，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过程中看到，太古里和

祥云小镇的客流多聚集在一层商户，二层商

户的吸客能力相对来说要弱一些。

北商研究院特约专家、北京商业经济学

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表示，为了提高项目高层

的坪效，应在招商品牌和设施上下功夫。如引

入一些品牌旗舰店或者首店，吸引消费者专

程来打卡购买。同时，也应多建设滚梯、直梯，

或营造错层的感觉，让消费者感觉自己在一

层购物的体验。

打破原有空间标配

疫情期间，担心由于一些密闭性较强的

购物中心发生传染案例，消费者在购物时十

分谨慎，所以街区式购物中心要比盒子

MALL更聚人气。

赖阳指出，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封闭场

所的通风系统存在一定隐患，这会导致疫情

后商场设施标准的提升，以及一些商场对商

业设施进行改造。尤其是新项目建设标准，在

入市时也会考虑到空间是否需要加大跨度，

空气流通和循环如何更好一些，以及在空气

循环系统中如何增加消毒功能。

室内室外相融合的项目或成为消费者首

选。赖阳表示，纯粹的室外项目在季节上会对

消费者造成不好的体验，而经历此次疫情，消

费者对于封闭式的盒子式购物中心要求也会

逐渐提高，室内室外相结合的购物中心将是

大势所趋，而纯盒子式项目增加室外外摆区

域的活动及内容形式，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欢

迎度。

对此，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任韩

健徽表示认同，他指出，疫情影响下步行商业

街室外开放空间形态成为优势，而天然的空气

免去或减轻了消费者对长时间置身于大型商

场室内封闭环境及中央空调公共卫生的担忧。

“可以预计，未来对步行街室外空间进行

充分利用，或大型商场对室外空间进行营造

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商业复业、复市、回暖、发

展的趋势。”韩健徽说。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刘卓澜

扫码观看现场视频

在7-11太平街东侧店，口罩货架贴着“口罩正在备货中，保证不涨价！！”的字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