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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福菜鸟加码 疫情催熟社区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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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至中国快递恢复 时效暂难预估
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晓然 何倩）6月30

日，日本邮政官网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1日起，

恢复至中国路向的EMS邮件、海运普通邮件

以及海运包裹邮件。此前自3月13日起日本邮

政开始暂停发往中国的EMS等邮递业务。尽

管此次只是恢复了EMS和海运业务，且时效

较难预估，不过部分代购卖家和消费者却表示

乐观，认为国际运力开始呈现恢复的迹象。

据了解，目前日本邮政推出的邮递服务

包括EMS、航空邮件、经济航空SAL和海运。

其中，EMS价格最贵、速度最快，时效在4-7

天左右，拥有优先登机权，适合急需收货的消

费者。此外，EMS起步重量为0.5KG，重量较

轻例如1KG以内的货物会具有价格优势。

相比之下，经济航空SAL时效为12-16天

左右，时效虽然不如EMS稳定，会出现提前到

货或者延迟的情况，但价格便宜，较适合发送重

量较重，且时效需求不高的客户，因此也成为日

本代购卖家和消费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服务。

以日本发至北京为例。若是按照2KG重量

的文件货物计算，正常情况下，EMS的价格为

3300日元，以当前汇率0.0657计算，约为人民

币216.8元，时效为3天。海运为1080日元，约为

人民币71元，时效为1个月。而使用SAL服务预

计花费1680日元，约为人民币110.4元，时效为

2周。可见，货物重量越高，EMS的价格越贵。

一位跨境卖家表示，尽管开通了EMS，但

按照店铺现在的货量，价格太贵，根本发不

起，只适合单个的消费者使用。他预计，EMS

的时效很难保证，许多人都积压了几个月的

货物，都在排队发货，肯定会有爆仓的情况出

现。再加上现在受疫情影响，国际航线停飞或

延迟经常发生，所以不抱太高的期望。

另一位日本私人代购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在日本邮政暂停中国业务后，她已经积攒

了上百件商品，包括漫画、碟片、手办等。虽然

此次仅开通了EMS和海运，她对时效依然保

持观望态度。“恢复了揽收但时效一时半会较

难恢复正常，预计起码还要等两三个月才能

恢复。接下来我可能会试着通过船运寄回，只

要发出去了就好。”

虽然对时效持谨慎态度，部分消费者和

商家仍然为恢复通航感到激动。“能发就是好

事，会好起来的。”上述跨境卖家说道。

实际上，自从日本邮政暂停国内路向的

服务后，部分消费者尝试通过以转运香港的

方式将商品寄回国内。从时效上看，据官网预

估的数据，EMS香港路向时效为2天，海运时

效为3周。

不过，费用也将因为周转而水涨船高。一

位消费者称，改成香港转运后，花了日本直邮

双倍的运费。不仅如此，部分消费者还“吐槽”

称，除了高昂的运费，还有关税费用。“买的东

西花了300多元，而关税就付了100元。”另一

位网购的消费者说道。

超市拼团热

各大品牌超市正在不断探索社区消费的

新方式。近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家乐福

推出一项“社区服务运营官”招募计划，第一

批计划招聘5000人，并根据社区服务运营官

的工作量提供相应的报酬，推动社区服务与

线上业务的发展。

据了解，家乐福此次社区招募计划以门

店为依托，目标是为周边3公里范围的社区

提供服务。应聘者可以是社区的保安、楼长

等，他们作为社区与门店之间的桥梁，能够

及时反馈社区需求，帮助门店与消费者做资

源对接。

家乐福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家乐福

而言，疫情期间线上业务的激增，尤其需

要一个直接与顾客沟通、提供精准服务的

桥梁。

事实上，在家乐福推出“社区服务运营

官”之前，物美、华冠等超市便推出了社区团

购业务。

“去年华冠超市就推出了拼团的方式。

不过，原有的拼团方式是较为单一的产品以

预售的形式发起拼团。现在我们基本不再采

用这种拼团方式。”华冠超市相关负责人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华冠已经对原有拼团方式

进行优化，现在利用华冠有菜小程序发起团

购，消费者不仅能随时随地下单，并且可以

覆盖更多的商品品类。在消费者下单后，可

以将同一社区或者同一提货点的订单进行

一次性配送。

上述负责人补充说：“这种方式对于整体

效率有很大的提高，比如配送效率、拣货效率

以及人力成本等方面。同时，商品质量和新鲜

度也能更好。”

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19年

超市百强》榜单显示，社区拼团、网上直播等

数字化营销手段已被诸多超市企业导入。其

中，近六成的百强企业开展拼团业务，销售占

比约为1‰。

延伸销售场景

事实上，社区团购并非新鲜事物。在此之

前，物美、华冠等超市便针对社区推出了团购

服务。彼时各家超市还是处于探索阶段。然

而，在疫情的催化下，各家超市也在不断优化

社区团购的模式。现如今，社区团购已然成为

超市新的增长路径。

华冠超市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疫情期间，华冠的社区拼团有了大幅度增

长。此前拼团每天仅有几十单，但现在社区团

购已经覆盖60多个社区，每天最高能达到

10000多单。

另外，据物美多点1月公开数据显示，多

点社区拼团有100多个社群，主要集中在北京

区域，平均每个社群每天产生30单左右，客单

价在30-40元之间。根据物美多点截至5月底

的数据显示，多点拼团已超过1000个团，每月

还在以100个的数量持续增长。日均订单量

16000+，GMV月度环比增幅达到33%。其中，

下单用户中40%为新注册用户，拼团的方式

为北京物美带来了可观的用户增量。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团购让超市企业看

见了社区消费的潜力。越来越多的超市开始

更加专注于社区场景。苏宁家乐福相关负责

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生鲜、到家服务、社

区商圈是家乐福的发展重点。未来社区零售

门店、供应链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将是提升消

费体验的重要突破点。此外，随着苏宁物流的

智慧升级，苏宁的社区服务还将下沉得更深、

更细。

在北商研究院特约专家、北京商业经济

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看来，在云消费时代，

电商直销突破了时间、空间、地域的限制。对

于超市规模化发展带来根本性的冲击。过去

常规性的商品在网络上都能轻易地买到，并

且成本都不高。这种情况也就导致一站式的

购物需求越来越少，超市类业态必然会进行

转型。

赖阳进一步解释：“消费者在超市、大卖

场中需要买的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倾向于

一些生鲜必需品，辐射面积大、规模大、品种

齐全的大型卖场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因此，借

助社区团购的方式以及一些到家服务来围绕

社区进行更加深入地挖掘，拓宽超市自身的

销售场景。”

互联网企业落子

在疫情的催化下，由于社区团购模式可

以安全、无接触配送，国家鼓励企业开展社区

团购业务，社区团购变得热上加热，越来越多

的企业正围绕社区消费做文章。众多有互联

网背景的企业入场社区团购。对于刚刚寻得

新增长路径的超市而言，无疑将面临更加激

烈的厮杀。

据了解，6月23日，菜鸟正式宣布菜鸟驿

站升级为一站式的数字社区生活服务站，除

了寄取快递外，还将为消费者提供社区团购、

洗衣、回收服务。据了解，菜鸟在社区团购的

合作伙伴来自大润发、欧尚等全国连锁超市，

为消费者提供生鲜蔬果、日用百货等品类，目

前开通服务的城市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成

都等，共2000多家驿站。消费者在当日下单，

成团后驿站能进行次日送达。

与此同时，美团也豪掷20亿元布局社区

团购，“第一枪”瞄准山东济南和青岛两地，目

前正在筹备选址开仓。此外，就连滴滴也开始

探索社区团购新项目，投资橙心优选。据悉，

此次滴滴联合橙心优选定位为“次日达、门店

自提、物美价廉”，是一种社区团购，用微信小

程序的形式主打各类秒杀产品。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

宏认为，实体超市进入社区团购领域还是具

备一定优势的。实体超市与消费者的距离更

近，会更加容易与消费者建立深入的关系。同

时，社区团购最终需要实物交付，因此，就在

身边的实体超市在实物交付方面更具备优

势。此外，任何社区团购除了前端社群的运

营，更加核心的是需要货源供应链的组织。线

上实体超市，尤其是连锁超市企业，本身在商

品组织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赵驰/文 企业/供图

在疫情的催化下，社区团购再

次被推上风口。近日，北京商报记

者了解到，家乐福针对社区服务推

出“社区服务运营官”招募计划。此

外，物美、华冠等超市也先后加入

了社区团购战团。 同时， 菜鸟、滴

滴、 美团等互联网企业也相继入

局。尽管超市具有货源供应链方面

的优势，但互联网企业们多是前段

社群运营的“好手”。因此对于刚刚

寻得新增长路径的超市而言，这无

疑将带来更激烈的厮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