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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改变了什么？物流圈这样说

“2020年底，北京将实现每百万人拥有

连锁便利店280个左右。”北京市商务局局

长闫立刚近日透露了这一数字。这也意味

着，北京便民商业布局将超额完成年初定

下的“每百万人拥有连锁便利店270个”的

任务。便利店密度，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商业

活跃度。然而长久以来，北京便利店业态密

度与南方一线城市相比存在差距，因此有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针对民生保障设施单独

规划用房性质，预留出相应的空间给必须

配备的生活服务业。

持续开店未断档

2020年部分行业受到疫情波动的影

响，不过便利店的市场开拓并未断档。

北京商报记者获悉，闫立刚在第十五届

京商论坛暨第七届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

基地学术论坛上表示，2015年，北京市率先

实施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到

2020年底，北京将实现每百万人拥有连锁

便利店280个左右，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

城市社区覆盖率达到98%左右。

早在今年初，2020年北京商务工作会

议上，闫立刚曾提到“2020年底实现每百万

人拥有连锁便利店270个左右”的计划，这

一目标将超额完成。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便利店品

牌依然坚持在北京拓展市场。好邻居创始人

陶冶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

年，该品牌依然有新店开业，不过，开店速度

有所放缓。据介绍，目前好邻居在北京有超

300家门店，今年开店数量约10家。

便利蜂相关负责人透露，该品牌在北京

有630家便利店。今年5月便利蜂公开数据，

该品牌在北京有500余家门店。比较数据，

2020年在京新开数量或超百家。去年10月，

便利蜂提出“未来三年开店1万家”的计划，

也将为北京便利店市场扩容。“便利店是

‘城市生活供给的毛细血管’，便利蜂将继

续按照既定计划进行门店拓展。”上述负责

人表示。

实际上，北京一直是便利店品牌争相布

局的热土。去年7月，北京全家便利店总经

理吴海斌曾表示，2020年，北京门店数量将

突破100家；超市发罗森便利店也曾提到，

2020年在京开店数量将达40家。除此以外，

以百货、购物中心为核心主业的王府井集团

在2017年与河南企业爱便利合作，以整编

街边夫妻店，加码北京便利店市场。

北京的便利店增速可观。根据中国连锁

经营协会的数据，2012年全国共有便利店

5.54万家，2018年末已经增加到了12.15万

家，实现翻倍增长。分品牌来看，大多数核心

连锁店品牌近年来门店数量在持续增加。从

增速来看，在2016-2018年，北京连锁便利

店数量的增速是一线城市中最快的。

多品类便民项目

北京的便利店内，不仅有日用品、预包

装食品、餐食销售等，还可以买到水果、菜

肉等生鲜商品。在北京市场，便利店不单是

一个简单的商业零售门店，更成为一个生

活服务业网点，承担着区域内社区便民消

费的需求。

陶冶表示，疫情期间，好邻居便利店内

的生鲜商品销售额显著提升。便利蜂相关负

责人也曾表示，疫情期间，便利店的优势明

显，未来门店会根据需求拓展生鲜业务。

多业态组合也成为便利店被“鼓励”的

发展方向。今年1月，商务部官网发布的《关

于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加快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到，便利店便民

服务水平将显著提高。充分发挥品牌连锁

便利店贴近居民和营业时间长的优势，支

持搭载书报经营、打印复印、代扣代缴、代

收代发、养老家政、废旧商品回收等便民生

活服务项目。

数字化也为便利店提供了便利的另外

一种渠道。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

阳表示，便利蜂等便利店品牌通过大数据管

理模式，快速的消费者反映系统将推动行业

转型。

另外，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0

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中提到，有

66.7%的企业表示2020年会继续加大投入，

积极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便利店企业数

字化已经是大势所趋。疫情期间，在线下经

营承压的同时，不少便利店企业也通过加码

数字化运营开拓了新的增长空间。

房租压力待解

在品牌不断拓展市场时，房租成本压力

依然不减。陶冶表示，租金与后期收益如何

平衡仍是便利店行业发展的难题。北京租金

适宜的商铺量较少，这对便利店新开有较大

的压力。

对此，赖阳也曾提到，希望相关部门针

对民生保障设施单独规划用房性质。对于商

业用房来说，按照居民居住面积、人口比重

等进行重新配比，预留出相应的空间给必须

配备的生活服务业。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

宏分析表示，便利店密度反映了城市生活服

务的便利程度，以及一个城市的商业活跃

度。“每百万人拥有连锁便利店280个，北京

便利店数量实现大幅度增长，但与南方一线

城市相比，密度还存在一定差距”，国家、地

方接连发布政策支持便利店行业，将极大地

推动中国便利店的发展，便利店行业将迎来

发展的良机。

对于行业盈利难点，文志宏认为，好的

地段、位置才能让便利店有盈利的机会。不

仅是房租，精细的运营、选品和人力安排也

关系到便利店的盈利。

另外，文志宏表示，便利店所需工作人

员数量不需太多，24小时经营模式需要经

营者有较好的人力激励制度，保障人才不流

失，并实现人力的合理利用。“多数知名便利

店品牌以加盟模式拓展，就是在规避人力问

题，并让门店更快实现盈利。”

北京商报记者 王维祎 赵驰

社区商业加速跑 北京今年提前完成便利店开店任务

疫情激发物流韧性

会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

进表示，在疫情中，中国物流的应急能力得到

了非常好的验证，展示出物流行业的弹性，能

在今年5月就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另一

方面，他认为，疫情也带来了很多思考，比如

海运和航空运输还存在局限，恢复性较慢，而

陆运优势明显，从而呈现出一种结构性调整

的状态。

仅以电商物流来看，据国家邮政局数据

显示，从2月业务量增速由负转正后，全国的

快递业务量伴随着线上消费的火热进入快速

增长通道，目前稳定在30%以上的增速区间。

物流的通畅拉动着商流加快循环，而经济的

回暖则直接提振着人们的消费信心。

而在企业端，一方面企业为员工的保就

业、提收入想办法，另一方面则通过数字平台

整合资源，缩短环节成本，提升整体业务效

率。快狗打车优配事业部总经理覃左鸿表示，

快狗打车有一部分订单来自农产品批发市

场，然而如何保障食品运输环节的安全性，是

快狗打车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将通过数

字技术对货物流通进行全程监控，同时进行

城市配送资源整合，将司机的时空调度进行

效率最大化，把配送能力形成链条。”

在北京苏宁物流总经理胡潘眼中，疫

情对企业的运营造成不小的压力，一旦在

供应链上出现问题，人们对品牌的选择就

会转移。同时，他还认为，疫情也加速了物流

行业洗牌，对于能够坚持下来的企业来说也

是一种机遇。“苏宁物流在疫情期间没有停

运，这促使消费者以及前端供应商更愿意

选择苏宁。”

无接触激活新业态

在企业想尽办法保供时，无人机、智能寄

件柜、无人配送机器人、智能早餐柜等针对无

接触需求的智能机器产品纷纷露面。既是为

降低一线从业人员的感染风险，也证明着企

业对智能产品市场的看好。

而作为无接触产品落地最早的快递柜，

其今年收费一事便引起了争议。此次论坛上，

北商研究院还发布了《2020互联网+物流格局

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对于今年公众

关注的末端投递服务，数据显示，超市等代

收点、驿站、智能快递柜成为人们选择最多

的三项末端快递服务。其中，满意与不满意

快递柜收费的消费者占比分别为40.38%和

35.28%，还有21.48%的消费者认为收费制度

还需调整。

不过，在无接触服务趋势上，人们的想法

达成了一致：75.95%的消费者对无接触服务

持认可态度，51.29%的消费者认为无接触消

费是未来趋势。

事实上，当小区管制、人们困于疫情足

不出户时，与民生供给最为密切的即配企业

敏锐地感受到市场无接触需求的增加。1-2

月，美团、饿了么在平台上推出无接触配送

服务后，无接触的新模式迅速从即时物流走

出，渗透到线上线下各领域企业。《白皮书》

数据显示，14.88%的消费者认为到家订单

的增幅达到了2倍以上。与此同时，人们对时

效的要求也在上升。45.3%的消费者认为到

家订单的实际到达时间通常比商家的承诺

时间慢。

闪送对外事务负责人刘学柱对此深有感

触：“目前像传统快递企业、商户企业开始与

闪送合作提升配送时效，扩大业务范围。由于

用户时效性需求上升，平台的服务意识也在

不断增强，我认为未来的即配前景会越来越

好，要求着企业精细化运营。”

社区团购也因为无接触服务再燃“战

火”。胡潘表示，苏宁物流的到家业务不断做

大，为苏宁小店提供即配支持来触达社区，

“末端做的是深度”。

行业触角延伸何处

“疫情激发出了物流的创新力。”蔡进总

结道。在他看来，这样的创新包括两个内容，

即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创新，“物流企业需

要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垂直延伸，将上下游产

业结合起来，比如除了服务钢铁企业的生产

和流通外，企业还可以将物流业务与下游的

汽车产业衔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不过，当供应链服务成长为组织模式后，企业

还需要解决成本优化的问题”。

向着产业供应链两端伸长触角，朝着一

体化服务不断衍生出新的运输方案，成为业

内众多物流企业努力的方向。在接受《白皮

书》专访时，中国物流学会兼职副会长、天津

德利得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恽绵曾以疫情期间“运输和就位一体化”CT

机设备运输案例，来分享企业从单纯的物流

运输商角色，升级为与医院之间的供应链合

作关系。

恽绵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通过此次疫

情人们发现，当以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时，这

个供应链就比较单一和脆弱，一旦某个供应

商的某个园区被封闭，客户的生产甚至无法

进行。因此客户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其需

求会从低成本、效率化向柔性化、高安全发

展。因此，物流企业将拥有更多发挥空间，开

始进入供应链优化和策略中，和客户共同研

究业务。

而在北京邮电大学物流工程系主任翁迅

看来，“触角尽头”取决于每个企业的想象力

和市场敏感性，“我们常强调跨界思维。比如

天竺综保区发展跨境电商平台，发展医药等

产业，便会对旅游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消费者

从境外购物的习惯改变为使用电商和快递的

服务，意味着政策的变化、客户需求的变化可

能会产生新业态，因此需要企业敏锐地判断，

而行业没有尽头”。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何倩

10月22日，由北京商报社、北商研究院主办的2020（第六届）互联网+物

流格局论坛在北京新闻大厦举办。论坛以“疫物流e物流”为主题，物流企业

精英和业内专家学者围绕“逆风前行 物流被疫情激发出了什么”和“触角尽

头 物流的行业垂直延伸力”两大议题展开观点碰撞。在疫情环境下，中国物

流企业面临着哪些挑战？又可发力抓住哪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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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便利店行业支持情况 <<

●12月9日，受北京市商务委委托,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起草制
定的《北京市连锁便利店行业规范（试行）》发布

2016年

2018年

●1月2日，北京市商务委、市财政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连锁便利店发展环境的工作方案》

2018年

●10月19日，北京市商务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七部门联合
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便利店发展的若干措施》

2019年

●8月26日，北京12部门发布《北京市便民店建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7月1日，商务部发布《关于推动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发展的工作通知》

2020年

2020年

●8月11日，商务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动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