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0日 ，中 国 连 锁 经 营 协 会
（CCFA）发布2017年中国连锁百强榜。
根据榜单显示，2017年，连锁百强企业销
售规模达到2.2万亿，同比增长8.0%，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百强连锁门店
总数10.98万家，同比增长9.1%。百强便
利店企业2017年销售增长率达到16.9%，
门店数量增长18.1%，成为实体零售企业
中增长最快的业态。

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年度调查
显示，2017年，实体零售的龙头企业规模
增长有所回升，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全渠
道经营也普遍实施，多种方式布局线下零
售成为新常态。

资本进入加速
改变百强的格局

作为实体零售的行业龙头企业，连锁
百强的规模增长连续多年低于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产业集中度处于相对
停滞状态。与此同时，网上零售快速增
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全国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2.2%，增速
比上年加快6.0个百分点。本次调查显
示，京东集团营业收入达到3623亿，全年
交易总额（GMV）近1.3万亿，业已成为国
内销售额最大的零售商。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连锁百强企业线
上业务的增长和占比显著提升，正在演化
为真正的全渠道零售商。调查显示，苏宁
易购、孩子王、盒马鲜生、尚品宅配的线上
销售额分别占到企业销售总额的52.1%、
30.0%、50.0%、30.0%。其他一些百强企业
的线上销售规模也达到较高水平。全渠
道零售商的兴起折射出连锁百强乃至整
个零售市场的新格局和新趋势。

此外，资本的进入也在加速改变百强
的格局。阿里巴巴通过投资控股构建的
所谓“新零售”板块，其销售规模已达到
1224亿元，可以排进百强三甲的位置。

线上业务提速
成效有待考量

2017年，百强企业线上销售增幅为
78.9%，高于往年69%的水平，也远高于全
国网上零售32.2%和百强线下销售8.0%
的增幅。但线上销售规模相对较小，平均
占到实体零售企业总销售的10.3%。其
中，家电数码类企业占比为38.2%，超市仅
为0.7%。除了家电数码专业店，线上销售
还未形成促进实体零售可持续增长的新
引擎。同时，快消品零售企业的线上业务
难以盈利。2017年，百强中的超市类企
业，线上交易的平均客单价为68.6元，全
国主要便利店品牌线上交易的平均客单
价46.2元。如何覆盖引流与送货成本有
待观察。

同时，实体零售商线上业务增长也面
临一些挑战。调查显示，在开展线上业务
时，实体零售企业普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
足：一是数字化投入有限。百强中的超市
企业2017年在信息和数字化方面的投资
规模约占其销售额的0.9%；二是人员配备
有限。上述企业线上业务人员数量平均
在40人左右；三是供应链能力有限。仓
储配送过程中的关键管理指标依然需要
提升。

与第三方合作已经成为实体零售企
业开展线上业务的主要途径。调查显示，
目前实体零售企业的主要合作方包括美
团、阿里、腾讯、京东到家、百度、多点等，
且企业会选择2～3个伙伴同时合作。

业态加速调整
运营持续优化

2017年，百强零售企业的门店构成发
生新变化：百货店、购物中心开店数量明
显减少，而小型门店数量增长相对较快，
达到7.7%。2017年，百强企业新增门店
9197个，小型门店约占新增门店总数的八

成。大型超市和超市门店数量仅分别增
长3.7%和1.0%。

调查显示，百强企业的实体店平效平
均上升幅度为1.2%。可比门店销售额平
均上升3.3个百分点。超市业态租赁面积
比上年提高16%，大型超市门店形态呈现
小型化趋势，单店营业面积平均减缩
12.7%，减缩营业面积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平效。

从各业态单店销售增长情况看，平均
增长率较高的为便利店门店，为6.0%。社
区超市、百货店和购物中心单店平均销售
增长分别为3.8%、4.5%和3.4%，大型综合
超 市 单 店 平 均 销 售 出 现 负 增 长 ，
为-2.3%。

实体零售企业商品经营能力稳步提
升。百强企业中，超市企业库存周转速度
提高3个百分点，平均周转天数为37.8
天，自有品牌SKU数量平均由435个增加
到633个，进口商品销售占比由2016年的
7.6%提高到8.9%。百强中的实体零售企
业综合毛利率由15.6%上升为16.5%。

在支付方式和物流改善等方面，对百
强企业超市业态的调查显示，移动支付的
渗透率进一步提高，移动支付占交易额和
交易笔数的比率分别为27.2%和29.7%，
分别比上一年提高12.8个百分点和10.8
个百分点。其中，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占交
易额和交易笔数的比率，分别为13.8%、
15.9%和15.0%、18.0%，同比增长分别为
4.6%、6.0%和4.3%、7.0%。

在物流环节，除个别企业的绝大部分
供应商带板运输外，大部分企业带板运输
的供应商数量不到10%，超市生鲜周转筐
的普及率要高一些，已经达到60%以上。

经营成本继续上涨
过度竞争有增无减

零售企业经营成本继续上涨。调查
显示，百强企业用电支出上涨4.6%，员工

薪酬支出上涨8.0%，房租上涨5.6%。上
述三项费用的平均上涨幅度更高，分别达
到8.5%、8.9%和7.7%。

线上零售企业引流成本持续攀升，
送货成本有所降低。根据对部分百强企
业的调查了解，目前线上引流的成本上
升较快，个别企业的成本已接近200元/
客，送货成本7～8元/单。从发展趋势
看，线上业务的各项成本依然存在较大
的上升压力。

零售生态的破坏性重构行为愈演愈
烈，主要表现为通过价格补贴形成过度竞
争、商业地产过度开发、频繁无序的线上
促销活动对之前相对平稳的零售经营活
动的强势挤压。调查显示，商圈内高度重
叠开设的同类型店铺，利用价格补贴从线
上引流争夺对手线下客流等现象时有发
生。相关数据还显示，2017年商业地产销
售面积1.3亿平方米，新开工面积2.0亿平
方米，继续保持较高水平。持续多年的商
业网点过度供应也是引发零售业过度竞
争的重要原因。

国企整体水平处于劣势
改革迫在眉睫

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差强人意，推动
机制改革有望成为国企可持续发展的突
破口。

2017年国有控股类百强企业的主要
经营指标与百强平均水平相比明显处于
劣势：销售增幅6.9%，低于百强平均增幅
1.1个百分点；线上销售占比0.5%，低于百
强线上平均销售占比9.8个百分点；综合
毛利率为14.3%，低于百强平均水平2.2个
百分点。国有控股百强企业超市业态库
存周转天数为39天，高于百强平均水平
1.2天；统一配送比为36.9%，低于百强平
均水平18.5个百分点；自有品牌销售占比
为2.8%，低于百强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

（联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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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连锁百强出炉
连锁百强企业销售规模达2.2万亿元 同比增8.0%

本报讯 5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1-4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25792
亿元，同比增长32.4%，比上年同期加快0.4
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9495亿元，增长31.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16.4%；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6297亿元，增长36.2%。

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542亿
元，同比增长9.4%，增速比上月回落0.7个百
分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
售额24528亿元，同比增长9.2%；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4014亿元，增长10.6%。按消费类型
分，餐饮收入3024亿元，增长9.6%；商品零售
25517亿元，增长9.4%。

消费升级势头明显，限额以上单位通
讯器材类、化妆品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
品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10.8%、15.1%和
11.4%。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9.7%。

前4月全国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32.4%

本报讯 5月15日，麦德龙中国
宣布启动全新自有品牌产品线，发
布了METRO Chef、METRO Pro-
fessional和 METRO Premium三个
全新旗舰自有品牌。并宣布计划到
2020年，麦德龙自有品牌产品将增
至4600多种，销售额占比达20%。
这距离沃尔玛中国宣布重点布局自
有品牌不足一个月。

据了解，目前，麦德龙中国已开
发12个自有品牌、3500多款自有品
牌产品，涵盖食品、厨房用品等200
余种商品品类。其中，METRO
Chef主要覆盖食品品类，METRO
Professional主要涉及非食品和洗化
类的产品，METRO Premium是一

个更高端的美食家级的食品系列。
麦德龙计划2018年底上架1600个
METRO Chef、METRO Profes-
sional系列的商品。根据麦德龙
2017财年数据，该集团自有品牌销
售额占麦德龙中国年销售总额的
14%。

值得注意的是，麦德龙切入自
有品牌市场的路径与其他零售商相
比存在不少差异。与沃尔玛等零售
商不同，麦德龙有一半比例的销售
贡献来自企业客户，三大旗舰自有
品牌也都是为了满足酒店、餐饮企
业顾客严苛的需求而专门设计的。
麦德龙中国总裁康德表示，麦德龙
跟竞争同行比较起来的最大优势就

是了解客户。在与酒店、餐厅等专
业客户的日常交流中已经非常了解
他们的需求，所以会根据他们的需
求来开发产品。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采购合作部
主任王升表示，过去各个零售商提
供给消费者的商品选择同质化严
重，“千店一面”的零售店铺已经造
成消费者的审美疲劳，自有品牌确
实是目前中国零售业非常重要的发
展部分。另外，随着消费者需求不
断提升，他们对商品的选择已经从
价格驱动转化为价值驱动，差异化、
品质鲜明的自有品牌商品迎来更大
市场空间，零售商不适应这种变化
的话很快就会掉队。

麦德龙中国宣布启动全新自有品牌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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