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年多，生鲜电商是主要热点，
几乎主流电商都在做生鲜电商生意，还有
像本来生活这样的专门生鲜电商，甚至还
有物流公司出身的顺丰也在做电商；但与
此同时，生鲜电商承压明显，从今年开始
各地生鲜电商陆续倒闭，而活下来的也不
多。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10月前，全国4000多家生鲜电商企业
中只有1%实现了盈利、4%持平、88%亏
损、剩下的7%是巨额亏损。

虽然生鲜电商“看上去很美”，但却是
不容易做好，从供应链到配送链再到产品
利润，对于电商而言都是“大考”。消费者
如今想坐在家中通过电商吃到鲜活的东
西，看来还真是不容易……

供应配送链：
链条太长成本太高

生鲜电商本意是为了让消费者迅速
吃到鲜活食品、土特产等。生鲜链条比较
长，需要从食品源头开始供应，而源头可
能来自于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这需要
整合供应链条。从目前情况看，生鲜电商
普遍依靠各地合作供应商。

但这个链条可能很长，供应商既要有
拿得出手的货品，还要有符合国家规定的
食品等方面的资质，更重要的是，需要配
备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相对而言，大型
综合性电商以及发展比较成熟的电商，有
着较为完善的供应链；物流出身电商如顺
丰，陆续上线过嘿客、顺丰家、顺丰优选
等，最近还上线了B2B大物图电商平台，
优势在于物流配送，而部分电商平台上供
应商却显得非常少。

相比于供应商，物流配送尤其是冷链
物流配送更加关键。生鲜货品很容易就
会变质，但单纯电商平台很难靠自己的力

量实现物流全覆盖，大部分是通过与物流
公司合作的方式配送。易果生鲜最近在
苏宁入股之后，成为苏宁上线品牌“苏鲜
生”的供应商；反过来，可以利用苏宁的物
流、仓储以及门店资源。

而由于物流并不在单纯电商平台的
掌握之中，物流合作方的服务就显得非常
关键。经常有消费者抱怨生鲜配送不够
及时，出现因物流不给力而导致货品霉
烂、变质。货品损耗也加重电商的成本。

价格高大上：
32%的毛利率才能赚钱？

由于供应配送链条的特点，生鲜电商
产品价格偏高已经是常态。

但高端的价格并不见得能完全填补
电商的成本“窟窿”。尤其是电商的量和
单价是个摇摆不定、很难平衡的天平：如
果针对普通用户（B2C），毛利率比较大，
但单笔订单的量较小，而且不太稳定；如
果针对集团用户（B2B），订单比较稳定而
且量有保证，但是可能毛利率不够高，仍
然要靠更多的量。这个矛盾几乎是所有
生鲜电商都要考虑的问题。

本来生活CEO喻华锋就公开谈到，
本来生活预计到2018年才可能实现盈
亏平衡。言下之意，未来一年多本来生
活仍然是处于亏损不平衡阶段。尤其是
B2C业务如果要实现盈亏平衡，商品毛
利率可能要到32%以上；而如果单量过
小，可能38%的毛利率都无法实现盈亏
平衡。

这个毛利润如果对比一般的超市生
鲜，利润绝对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看，
这意味着高端才能吃得起高价，能吃得起
生鲜电商的消费者，“非富即贵”，属于比
较有经济实力的高端人群。

今年从 4月份开始，上海、深圳等
地陆续有“美味七七”、“果实帮”、“壹
桌网”等关闭生鲜业务。中投顾问互
联网行业研究员王宁远接受采访时公
开谈到，生鲜电商的难点主要是，是否
能够兼顾供应链管理、平台运营以及
物流，而且生鲜电商的成本居高不下，
产品价格相对较高，愿意购买的消费
者数量较少。一个成功电商的背后需
要供应链管理、平台运营和物流三者
的共同支撑，缺一不可。

（中经网）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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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
授王世平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监
管任重而道远。食品安全监管的对象大多是个
体经营者、小业主，这些经营者的文化素养不
高，专业背景弱，对《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了解还很欠缺，这也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
副教授范志红介绍，农大一些研究人员有时会
与农民说好要配制一定浓度的农药，在哪一天、
具体什么时间使用，但农民们可能会搞错，最后
没有达到促进生长的作用，反而可能抑制生长
了。“提高农民的素质水平，也能在很大程度上
保证源头生产的合格”。

68.1％受访者建议设立并宣传便捷举报渠
道

“像海鲜、肉类等容易滋生细菌，也出过问
题，就要着重检查。像零食、罐头等，最好在包
装的醒目位置写清楚生产的主料、配料。此外，
要坚决取缔无照经营的小商贩。”尹菲菲表示，
消费者自身也要提高警惕，遇到非法商家及时
举报。

周绍鹏说，即便知道很多外卖不卫生，还是
离不开它。“消费者是被动的。一方面我们不知
道哪些安全、哪些不安全。另一方面，即便知道
有问题，也没什么解决办法”。

35.3％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对食品安全违法
行为的相关举措产生了足够的威慑力，40.5％的
受访者表示没有，24.2％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

在去年的调查数据中，36.0％的受访者对此给予
肯定，33.7％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可见，政府对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相关举措还有待加强。

在范志红看来，从生产源头到餐桌，安全的
好产品不仅是检测出来的，更是管理出来的，应
该注重源头管理。“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都要
提高”。她介绍，在一些西方国家，农场主的学
历普遍比较高，对于农耕机械、防虫防害等农业
知识也比较了解，而我国农民群体整体学识水
平比较低，科学养殖种植还有努力的空间。

“落实农产品的优质优价问题非常重要，为
高营养价值、高安全性的农产品赋予相应的价
格，农民生产也更有积极性。”范志红建议，应多
对农民群体进行农业科学培训，还要加强各环
节检测，后面环节严格了，这种压力也会倒逼前
期的落实。“各行业各部门也要形成及时辟谣、
快速反应的机制，形成常态化监督，避免公众产
生恐慌，对农民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调查中，68.1％的受访者建议设立并宣传便
捷举报渠道，鼓励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行动；
61.1％的受访者主张加强宣传，增强消费者辨别
问题食品的能力；53.7％的受访者认为要提升公
民维护食品安全的意识；52.6％的受访者建议提
高食品经营者的总体素质，遵守职业道德；
46.0％的受访者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加大监督力
度、管治力度

受访者中，“00后”占 0.8％，“90后”占
18.6％，“80后”占54.2％，“70后”占19.9％，“60
后”占5.3％。在北上广深的占32.4％，在其他一
线城市的占17.7％，在二线城市的占30.5％，在
三四线城市的占18.0％。

（央广网）

本报讯 近日，水果零售巨头百果园在京召开新闻发
布会。百果园创始人、董事长余惠勇在会上宣布，百果
园已正式完成对一米鲜公司的并购。两家企业通过交
叉持股的方式进行了合并重组，一米鲜公司及其团队并
入到百果园线上运营体系，一米鲜品牌将保持独立运作
及发展。一米鲜创始人焦岳出任百果园集团副总经理，
主要负责百果园集团的电商业务。目前，双方并未透露
具体并购金额。

据记者了解，水果连锁是我国首创，准确来说是百
果园首创。历经15年的不断锤炼，百果园现已拥有1700
多家门店，成为中国最大的水果零售连锁企业。一米鲜
成立于2014年11月，通过C2B的模式快速形成了以线
下自提、次日达、O2O及时送的全场景消费模式。仅用
了一年半的时间，做到了交易用户数量从0到400万的
增长，月销售额峰值达4000万元，成为水果生鲜行业的
一匹黑马。

通过线上吸引顾客，再由线下门店进行配送，百果
园在与一米鲜试融合的三个月内，销售额每月以200％
的速度进行提升，线上新增购买用户量突破60万，月度
复购率大于80％，销售额已成为全渠道品类第一。

百果园并购
水果电商一米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