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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特卖开放加盟 临期食品赛道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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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加盟，三年5000家

好特卖似乎并不满足当前20余城市500

多家门店的现状，想要通过开放加盟的方式

进一步抢占市场。北京商报记者从好特卖

HotMaxx发布的微信号推文获悉，该品牌正

式开放全国加盟。

北京商报记者以加盟商身份询问了好特

卖商务总监，该商务总监介绍称，加盟有两种

方式：第一是好特卖合作经营（自运营方式），

即品牌赋能模式，好特卖方会参与装修设计、

店员培训、门店经营指导等；另一种为供货模

式，即供应链赋能，由好特卖为加盟商供货、

授权品牌。他提到，“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你

是否需要别人干预就能运营好门店”。

据好特卖官网介绍，未来三年计划扩充门

店数至5000家。北京商报记者在好特卖的一份

加盟意向登记表中发现，尽管是全国开店，但意

向加盟可选的城市有所局限，主要集中在南方

的新一线、二线城市。例如品牌赋能模式仅开放

上海、杭州、宁波、嘉兴、南京、无锡、常州、苏州、

扬州、镇江、合肥、芜湖、马鞍山，除上述可选城

市外的地区，多数只能选择供货模式。

想要加入好特卖，加盟商先要准备一笔

不菲的入门金。上文提及的商务总监提供了

好特卖合作经营（自运营方式）投资费用，初

始投资约为80万-100万元，包括首批铺货

20万元、保证金10万元、资源使用费2.18万

元/ 年，还有培训费、服务费等费用，租赁、人

工成本、仓储物流等费用由加盟商自理。好

特卖还对加盟商的门店有一定的要求：门店

选址需要选在商场、地铁临近范围、高校附

近等相对人流集中的地段，面积150平方米

以上，街铺面宽6米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好特卖合作经营（自运营方

式）需要加盟商本人亲自经营管理店铺，需要参

与为期4周的投资人培训。每家门店需要配备店

长1名、店员3名，开业前亦需要统一参与培训。

想加盟先进20万元的货

加盟商想加盟，无非是看到了市场火热，

想趁机赚得一桶金；品牌商开放加盟，扩大市

场份额的同时无非也是为了盈利。在这个拉

锯战中，到底谁才是赚钱一方？

按照上文提及的工作人员给的文件显

示，一家好特卖合作经营（自运营方式）门店，

综合毛利率约为28%，单店日营收额1.7万元，

月流水可达51万元。

北京商报记者按上文提及的标准粗略计

算，若是在新一线城市的核心购物中心开一

家150平方米的好特卖门店，月营收大概为51

万元，毛利约14万元。参考Boss直聘上好特卖

店长、店员的薪酬水平，1名店长和3名店员每

月的人工成本总和至少2.5万元；新一线城市

的优质购物中心每月租金平均为13万-15万

元，在不计算物业水电等费用的情况下，门店

每月总支出至少17.5万元。显然，14万元的毛

利难以覆盖17.5万元的总支出，加盟商“不仅

赚不到钱，还会亏本”。

另一种供货模式的门店，谁能赚钱这件

事也得从头算起。供货模式主要包含供货、品

牌授权、装修设计、开店营销服务。选择此种

模式，加盟商首次进货至少充值20万元，好特

卖将提供直营门店售价7折的价格，货品运费

自理，同时获取品牌授权需要每店每年交1万

元。此外，可以选择装修设计及开店营销服

务，分别为5000元/次和6000元/次。

一位不愿具名的零食行业从业者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代工厂零食出厂价或一些进口

零食的进货价一般为其门店售卖价格的20%

-30%。记者按照其利润空间粗略预估，以加

盟商首次进货20万元为例，此批货物在好特

卖门店总售价约为28万元，好特卖的实际拿

货价大概率会超过8万元。这就意味着，加盟

商每进一批20万元的货物，好特卖品牌方获

利约12万元。

随着市面上临期食品品牌不断增多，许

多品牌方选择放开加盟。北京国际商贸中心

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表示，对于品牌方而

言，开放加盟意味着可观的回报，一方面可以

收取加盟费，另一方面，加盟有利于品牌扩大

铺货范围，出货量的增加能带来较好的利润。

市场份额被挤压

好特卖所在的临期食品赛道，已然热起

来了，众多竞争者争相分羹市场。与好特卖一

般逐利临期食品、主打下沉折扣市场的品牌

还有小象生活、嗨特购、奥特乐、好食期等。今

年以来，不少品牌获得了融资。小象生活今年

6月已完成数千万元的A轮融资，目前有10余

家门店，并计划继续向周边城市发展；2021年

1月成立于北京的嗨特购HitGoo目前已在22

个城市开店，于今年6月获得来自险峰长青、

高榕资本的投资，完成Pre-A轮融资等。

今年5月，艾媒咨询发布《2021-2022年

中国临期食品行业发展及案例研究报告》，报

告指出，2021年临期食品行业加速发展，市场

规模达318亿元，预计2025年中国临期食品市

场规模将达401亿元。报告还提到，临期食品

行业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行业入局玩家持

续增多，行业整体竞争加剧。

面对当前如此拥挤的赛道，零售行业专

家胡春才还是有顾虑，认为临期食品的寿命

较为短暂，“临期食品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

业，收入受冲击时，消费者愿意选择性价比高

的临期食品，伴随着经济恢复，临期食品的市

场可能会减少”。

事实证明，临期食品赛道的出局者已经

开始出现了。BoomBoomMart繁荣市集

2020年于上海起家，一年内便开出超20家门

店，2021年初完成了Pre-A轮融资。但目前已

鲜少看到BoomBoomMart的市场动态，天眼

查显示，在今年与供应商的一场合同纠纷诉讼

中，其母公司上海嘣嘣喵科技有限公司表示，

因业务已停顿，没有现金流，准备申请破产。

不仅如此，购物中心里卖临期食品的门

店比比皆是，甚至达到了“拥挤”程度。北京商

报记者走访朝阳合生汇看到，仅地下二层就

有酷乐潮玩、嗨特购、KKV等几家临期商品类

似的门店，品牌的流量被分割。

在消费端，临期食品的品控问题饱受争议，

市场也不乏对临期食品品质问题的投诉。黑猫

投诉App显示，多个平台售卖的临期食品受到

了消费者的投诉，其中包括拼多多、京东、天猫

等。一位消费者投诉称，其在“陌上临期食品折

扣店”购买了一箱牛奶，收到货后发现商品有虫

且发霉发臭，客服却不予赔偿。

对此，胡春才直言：“消费者很在意，如果

临期食品质量没有把好关，或是店内买到的

不知名品牌实际在别的平台更便宜，消费者

对于商家的信任度就会下降。”

要靠特色品牌突围

不过临期食品店运营成功与否，一个最

大的问题就是货源，如果能解决货源稳定性，

临期食品品牌或许能冲出一条道路。临期食

品收购已经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品牌

方试图通过生产自有品牌产品保证货源。据

天眼查显示，好特卖母公司上海芯果供应链

有限公司在2017年至2021年年底，申请了29

类-方便食品和30类-食品的“侠趣”商标；嗨

特购亦注册了“木头奇奇”“逸口乐”“初本笙”

等自有品牌商标。

货源，尤其价格足够有优势的货源，短期

来讲是临期食品可放大的点。与食品工厂进

行合作也是品牌方保证货源和低价的方式之

一，北京商报记者在好特卖西单大悦城门店

发现一款好特卖与食品厂联名的话梅，包装

左侧明显标示“佳宝|HotMaxx”，这一商品的

生产商为广东佳宝集团有限公司，店内售价

为3.9元。记者对比广东佳宝的淘宝店发现，参

与淘宝店“满5件6折”活动后，商品均价仍比

好特卖门店的贵1元。显然，更低的价格仍旧

是后者在现阶段的优势。

即便如此，赖阳还是认为临期食品行业

的发展有限，无法长期维持较大的市场规模。

他指出，“相对于市面上充斥着繁多的品牌和

门店而言，临期食品的资源有限，消费者的消

费需求有限，而混在临期食品中的不知名低

端产品的消费只是短期的，最后可能只会剩

下那些有特色的品牌”。

赖阳指出，很多临期食品是由于厂家线

下零售受影响产生了大量库存，随着市场供

求逐渐恢复平衡，真正的临期食品数量并不

多。“实际上，临期食品店内的‘主角’并非临

期食品，而是一些不知名的中小品牌，消费者

可能会因为低价而尝试这类商品。”在赖阳看

来，如果长期都是非临期食品为主，消费者不

会继续买单，也会弱化对品牌的关注度。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

认为：“虽然是临期食品，也要保证食品是安

全、健康的，通过数字技术对其进行科学的管

理，对于过期食品应该有相应的召回制度，市

场才会更加规范。”

北京商报记者刘卓澜实习记者胡静蓉/文并摄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缤璐）备受瞩

目的北京餐饮品牌大会即将迎来第十

三届盛况。8月18日，北京商报记者获

悉，2022北京餐饮品牌大会将于2022

年9月3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次活

动以“未来餐饮 破浪而来”为主题，以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为契机，进一

步促进北京市餐饮业与国际接轨，不断

提升服务品质，更好地服务于“国际交

往中心”的城市定位。

“北京餐饮品牌大会”由北京市商

务局指导，北京烹饪协会、北京商报社

主办。作为首都餐饮界的知名IP，北京

餐饮品牌大会一直以来秉持公益、公众

的办会宗旨，自2010年启动，经过12年

的积淀，已成为北京餐饮行业参与度最

广、影响力最大的品牌活动，被誉为北

京餐饮行业的“奥斯卡”。

在过去的一年中，面对疫情的不断

反复，市场环境快速变化，令蒙在餐饮

业头上的乌云始终挥之不去，有人扼腕

抱憾离场，有人心怀希望依旧坚持。然

而，危机当中同样孕育着机遇。如何在

稳字当头的总基调下稳中求进，实现企

业快速转型，发展新服务、新业态，促进

新消费，是目前全行业急需思考的主要

问题，这也是本届北京餐饮品牌大会将

主题定为“未来餐饮 破浪而来”的主要

原因。

据大会主办方北京烹饪协会、北

京商报社透露，大会今年在内容设置

上将更加贴近餐饮行业的需求和变

化，紧随提振餐饮消费、餐饮业新变局

等热点话题，将邀请专业机构进行以

“数字化金融服务助力餐饮业复苏”为

主题的主旨演讲，同时还有餐饮行业

上下游企业负责人现场巅峰对话；围

绕北京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邀请

驻华使节围绕两国之间服务贸易、餐

饮、农产品等领域合作往来发展进行

主旨演讲。

此外，大会还将继续基于媒体的

研究资源，发布《2022北京餐饮业观察

报告》，对这一年北京餐饮行业的特点

和热点进行深度剖析，并且从中挖掘

北京餐饮市场正在呈现出的新趋势和

新变局。值得关注的是，大会上将举行

餐饮企业与相关地区产业扶贫签约、

餐饮行业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合作签约

等仪式。

作为北京餐饮品牌大会的重头戏

之一，还将会正式发布2022北京餐饮

品牌优秀案例，对北京餐饮市场上综

合评价突出、有着良好发展势头的品

牌进行遴选发布，引导餐饮行业品牌

化发展、高质量发展，在北京市培育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中发挥更加重要

的作用，推进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据了解，目前2022北京餐饮品牌大会

企业报名已接近尾声，随着投票通道火

热开启，谁将是餐饮品牌C位我们拭目

以待。

临期食品还想有进一步发展，

于是想到了加盟。8月18日，北京商

报记者发现，临期食品品牌好特卖

HotMaxx计划开放全国各地的加

盟，加盟商至少投入20万至80万元

的启动资金，才可入行。不过，加盟

商想入行就赚钱似乎不太可能，毛

利或许难以覆盖支出，保不齐还成

了待割的韭菜。此外，临期食品遇

到了难题：品质难以保证、消费需

求不稳定、门店投入与回报不成正

比等。分析认为，临期食品的火爆

是特殊时期的产物，行业发展有

限，多数要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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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使用费

2.18万元/年

保证金

10万元

首批铺货

20万元

培训费

店员3人 1000元/人

店长1人 5000元/人

咨询服务费

3%
（2022年12月之前签

约，咨询服务费减免）

装修、设备

平均2000元/平方米

初始投资资金
（总计）

80万-100万元

注：租赁成本、人工成本、仓储物流、水电杂费、工商及税费等店铺各类经营费用，由加盟商自理

北京商报讯（记者 金朝力 王柱力）8月18

日，2022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

中心拉开序幕。本届大会以“共创共享 共商共

赢”为主题，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电子学会、北

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承办。

本届大会设置了论坛、博览会、大赛三大板

块以及系列配套活动，得到了23家国际机构的

支持。博览会第一次打造了“机器人+应用场景”

的展示形式，国内外130多家机器人领军企业将

携带着500多件展品“炫技”高精尖。此外，在今

年的大会上，人形机器人专区将首发亮相。

个头不大，来头不小。在机场、医院、政务大

厅、展馆、购物中心等公共服务场合，服务机器

人已经越来越常见。北京商报记者在展会现场

看到，各种机器人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比如现场真人与仿真人形机器人一同亮

相，宛如双胞胎；智能辅助行走穿戴设备则帮助

残疾人如同正常人一样行走；刚刚过去的北京

2022年冬奥会，把冰上运动带火了，现场的冰壶

机器人也不甘示弱，打起了冰壶；此外，更有百

余只“机器狗”现场起舞，为观众带来一场酷炫

的科技体验秀……

在“机器人+农业”专区，则展示了大田作业

机器人、林果作业机器人、设施农业作业机器

人、畜禽养殖机器人等。其中北京博创联动科技

有限公司展出的智能插秧机和智慧农场让人眼

前一亮。

在“机器人+医疗”专区，一批医疗机器人颇

为吸睛。它们的“手”动作精细，能在腹腔里进行

微创手术，甚至能在大脑上动刀，以精准的操作

救治脑出血患者；还可以代替医生完成血管介

入手术，让介入手术医生远离射线的威胁。

位于A馆的博智林建筑机器人展台，一款地

砖铺贴机器人通过激光导航、视觉识别、标高定位

等技术，可自动行走、精准移动、自主铺贴，完成瓷

砖胶的铺设、地砖运输等一系列动作，可应用于住

宅、高铁站、机场、写字楼等场景。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汪宏

在发布会上表示，机器人作为推动产业数字化

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正在加速

向人类的生产生活及众多领域融合渗透。机器

人产业也展现出了极大的发展潜力。据国际机

器人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工业机

器人市场在疫情背景下保持强劲增长，安装量

创历史新高，达到了48.7万台，同比增长27%。服

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也持续快速发展，创新

活跃。

产业观察家许意强表示，当下机器人行业

最主要的工作，是推动工业通用机器人的普及。

不久的将来，机器人+概念形成，在农业、制造业、

物流、金融、商业、家居等行业形成多类型的应用

场景。机器人取代可重复的繁重人类体力劳动

将是大势所趋。

汪宏强调，2021年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创

历史新高，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了36.6万台，比

上年增长了67.9%。服务机器人产量达到了

921.4万台，比上年增长了48.9%。为有效引导机

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工信部将全力维

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全面提升产业基础的

能力。

北京商报记者张旭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