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32013/12/25
北京商报·北商商业研究院

BBT COMMERCIAL RESEARCH INSTITURE零售革命：反思与前行

关键词1��关店调整

门店数量一直是外界考核超市发展好坏的一大指标，但在人工、房租成本高
企的背景下，企业开始追求有质量的增长。细看今年的关店潮，多是超市主动调整
所为。

这种调整以沃尔玛最为明显，其公开表示，明年将在中国关闭25家业绩不良的
门店。而今年，沃尔玛已经关闭了11家门店，为历年之最。沃尔玛强调，未来更注重
门店质量而非数量。卜蜂莲花也率先在北京关店，随后又被曝出关闭8家亏损严重
门店的消息；乐购继去年连关4店后，今年再关闭3家门店。

即使是处于上升期的内资超市永辉也未能免于关店。截至今年8月，永辉已关
闭5家门店，止损和租约到期是关店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关店早已不是丑闻，而是
与企业的调整战略联系在一起。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企业会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关
闭和裁减亏损店面及业务，保证公司业务结构的新陈代谢。

关键词2��并购重组

并购在超市界并非新鲜事，过去的并购案多数是外资吞并内资、全国性超市融
合区域性超市，但今年的两宗并购案却逆转了这一惯例。

先是本土零售龙头华润与全球第三大零售商乐购签订协议， 双方以8： 2的股
权比例组建合资公司。 随后内资超市巨头物美商业和外资超市卜蜂莲花宣布订
立框架协议， 物美试图以23.45亿港元收购卜蜂除广东和湖南以外的中国区所有
业务。但该合作最终未达成。在零售业步入慢增长之时，企业效益也开始呈两极分
化趋势。综合今年上半年的年报发现，经营有特色、管理得当的企业净利增长可达
五成，而那些依然靠规模驱动成长的企业则陷入亏损的泥沼。在这种情况下，无论
是大鱼吃小鱼还是强强联合，并购都被零售企业看成了救命稻草。

关键词3��便利店角力

号称日本人气最高的罗森便利店今年正式在京开业， 到年底前罗森还会至少
开出7家门店。

相比上海、广州等便利店发达地区，北京长期都是7-11一家独大，几大内资便
利店品牌还停留在模仿阶段。不过，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让北京便利店业的竞
争日趋激烈。今年以来，内资便利店不断加码餐饮业务：好邻居中标北京市早餐工
程；联华快客在东城区商务委的支持下推出了便民早午餐；占据地铁出口优势位置
的乐加房车便利店也被餐饮巨鳄净雅集团收购。

在与电商联盟、代收快递、票务代理等业务上，内资便利店反而行动得比外
资要早。虽然尚未形成气候，但借助本地优势与外资便利店进行抗衡，也是指日
可待。

超市：关店调整 角力便利服务

关键词1��重拾经营

零售企业的增长方式正在从多开店的销量导向到效率导向， 从销售推动到毛
利推动。对于过惯了好日子的中国零售业来说，未来需要考虑回归经营的本质，重
视商品经营和顾客经营。

过去，超市企业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来自收取供应商的各种费用，未来则要向商
品销售差价取得利润转变。这其中就包括开发自主品牌、重视商品质量等策略。

在受电商冲击的情况下，忠实的消费者未来会成为零售商最核心的资产。零
售商需要知道自己的消费者是谁，以及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以获得差异化竞争
的优势。 精细化管理则是经营的重中之重， 企业需要提升超市购物环境、 品类管
理、营销策略，减少采购环节、建立高效节能的物流配送网络、搭建先进的信息系
统、鼓励员工和管理层的有效沟通，达到提高人流、物流、资金流效率的目的。

关键词2��融合线上

今年，超市业掀起第二轮触网热潮。Tesco、永辉、沃尔玛山姆会员商店、大润
发、步步高相继自建电商平台，并以门店作为线上的物流配送中心。

虽然目前上述超市的网店尚未运营或处于起始阶段， 配送范围也仅限于几个
城市，但随着线上消费习惯的巩固和技术的进步，可以预料上述超市的网站会逐渐
扩大配送范围。那些没有自建电商网站的超市也没有放弃触网，它们选择了与京东
等大型专业电商进行合作来分食线上零售的成果。

虽然线上超市会对线下超市造成一定冲击，但传统超市也具有线上无法具备的
深加工食材等方面的优势。对消费者来说，线上快捷便利、线下体验丰富，二者各有
优势。未来，商家需要各取其优势，并解决各自的不足，才能做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关键词3��便利服务

北京的便利店终于开始脱离小超市的影子。7-11引入打印、复印机，看起来有
点像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同行了。其实便利店之所以便利，并不仅是因为24小时
营业，还在于小小的店铺承载了缴费、订票甚至是代收快递等便民功能。北京的便
利店也开始逐渐尝试探索可行的便利服务。 2013年 ， 商务部在政策层面继续推
进便民 、利民服务工程 ，鼓励 、支持更多的品牌连锁企业和快递企业 、电商平
台合作 ，推广包裹代收 、代取 、家政 、洗衣等多种类型的便民服务 。便利店利用
增值服务打造多元服务模式的发展空间广阔 。

以日本的7-11为例，其增值业务收入约占公司总销售额的30%以上，未来提供
更丰富的增值服务、实现功能的叠加将是便利店企业的发展方向。另外，与电子商
务有效衔接，形成不同于以往的供应链和渠道配送，也将促使便利店业态释放新的
活力。

现状篇 趋势篇趋势篇

经济增速放缓、 人口
红利减退、要素成本提高，
这是当前经济的客观现
实。 零售业处在经济链条
的末端， 受到的影响也是
由远及近， 经营压力也由
此越来越大。

与去年的慌乱应对不
同，今年超市企业主动通过
关店、并购等调整方式渡过
零售寒冬。 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重新思考零售的本
质、顺应全渠道发展的趋势
格外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