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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博览

政策频出 便利店的发展前景在哪？
日前，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进
行动的通知》，针对小店经济发
展作出工作部署，《通知》指出
至2025年，形成人气旺、“烟火
气”浓的小店集聚区1000个，达
到“百城千区亿店”目标 。

时间回到一年前，2019年8
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
意见》，提出关于加快连锁便利
店发展的要求。再到2019年
12月31日，商务部等13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品牌连锁
便利店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导推动便利店发展工作，从
加强规划政策引导、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动品牌化发展、创
新智能化经营、提升连锁化水
平等五方面，提出了18项政策
措施。

一系列的政策推进，便利
店行业可以借力进入快速发展
的黄金时期吗？

个人认为有待时间验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各地区、各城
市的便利店进入到了百花齐
放、充分竞争的时代，可以预见
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品牌迅
速崛起，也可以看到一些老品
牌的逐渐没落，乃至消失。

7月15日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发布《2020中国便利店景气
指数报告》显示，2020年便利店
行业景气指数为62.87，虽高于
荣枯线50.0，但低于去年67.08，
为近三年最低。

疫情影响了各个行业，包
括便利店，但作为最贴近百姓

消费、社区的业态之一，这种影
响本可以减少到最低，这一点
后面会讲到。

但从政策方向、各从业者
的布局、消费者趋势、市场前景
看，特别二三线城市，便利店的
市场依然足够大，发展可期。

百花齐放，各显其能

以笔者所在城市济南为
例，相对来说，便利店市场这些
年来一直处于温和发展的状
态，统一银座长期处于领跑状
态，华联鲜超冲刺较快，但需要
明确其精准定位问题，宜快宜
慢，橙子便利各具特色，相对来
说，现阶段的关键点可能集中
在资金链和持续稳定盈利上。
而今年便利蜂的进入，则是在
政策频出的背景下，近些年少
有的“外来大鳄”冲进济南市场
的案列，能否成为改变整体便
利店市场的转折点，能否改变
一直以来的温和发展状态，让
我们拭目以待。

相对来说，无论是本土区域
便利店，还是来势汹汹的连锁大
鳄们，各具优势：作为本土深耕
者，对本地消费者的深刻了解，
各环节的与之匹配能力是其最
大的优势，而类似便利蜂，其整
体系统的优势，在发展之初会助
力其快速发展，布局之后，整体
系统优势与区域本土的融合、匹
配就会成为关键点。

简单以商品鲜食一个点举
例，可以看出各玩家的差异还
是比较大的，一是商品差异大，

这一点没有对错好坏，二是从
商品转化到消费者手中，也就
是传递的环节差异大。对于同
区域竞争者来讲，第一点好解
决，需要的可能只是用心+专
业+时间，但第二点，并不简单，
如何将商品价值转换到消费者
手中，并实现增值，是需要下足
功夫的。

而以这一点举例，仅仅是
便利店发展中值得我们下足功
夫、深入思考、千锤百炼的千百
个点中的一个，所以，便利店真
的不好做，这也是为什么不少
的大卖场玩家，做小店小业态
时，并不会像原来那样成功的
原因之一。

便利店发展关键点
便利店全功能开发与主功

能定位

之前我们提过，便利店在
这次疫情中，受到的影响本可
以减少到最低，甚至不受影响，
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个人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
原因：一是不少便利店的应变
实力与能力不足，二是便利店
的全功能开发与主功能定位长
期以来并未得到充分开发。

疫情期间，社区团购发展迅
速，在和一家便利店负责人聊天
时，开玩笑的说你可以把团购、
社区团购作为一项长期发展的
项目，也可以作为短期为人民服
务的工具，其反馈的是，已经在
考虑，但问题点一是目前的商品
资源，不适合做疫情期间的社区

团购，二是目前的人员力量不
够，三是需要再看看疫情的状
况。实际上，一些夫妻店，已经
通过微信群之类简单的方式运
作的风生水起了。

提到便利店的全功能开
发，我们很多从业者首先会想
到商品和服务两个维度，也看
到了商品种类的不断增加与尝
试，一些生活服务类的项目迭
代更换，当然商品和服务是便
利店的两个基础功能，但就是
基础功能，我们也看到有些从
业者是为了做而做，或者说没
有想明白也没想去想明白把这
两件事做透，仅仅是在做模仿，
在做加减法而已。

我身边的一家便利店，之
前一直有代干洗服务，说是因
为要增加服务项目，提高顾客
黏性，了解了一下，来干洗的人
很少，我尝试了一次，两周还没
有拿到洗好的衣服，后来，这家
便利店直接取消了这项服务。

除了商品、服务，近两年
行业的两个热点值得所有便
利店从业者思考：前置仓、mini
店。可以说，这两个热点的功
能，大部分可以列入到便利店
的全功能开发中，比如商品中
除销售外的功能拓展，与mini
店功能的融合，店仓模式调
试，线上线下完全融合的购物
服务新玩法等等，但值得注意
的一点是功能一定要适配，不
能乱点鸳鸯谱。

总结一点，作为从业者，深
思：开发适合本区域消费者的
便利店新功能，精细化自身的

主功能。

新零售2.0，便利店行
业发展的新机会点

联商大会中，盒马总裁侯
毅提出新零售2.0，提出了线上
渠道与线下渠道的完全融合，
在这里，分享一点便利店的机
会点：

为数众多的非连锁便利店
的线上整合，是值得关注的非
常重要的机会点。

当然，不能只是把这些便
利店简单地放到类似外卖平台
上，如同外卖式的线上简单销
售，这项工作已经做了，这不是
我们需要的整合。我们需要的
是整合出一套系统、完善的体
系，流程体系、服务体系乃至生
态体系，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有
吸引力、有品质的优质增值服
务，能够为行业的新发展助力。

做好为数众多的非连锁便
利店线上整合，进而实现线上
线下的真正融合，这件事想透
了，做好了，对于入局者，特别
先入局者绝对是值得深耕的机
会点。

相对来说，我更看好便利
店从业者本身来做这件事。另
外，争取政策的扶持，会是助力
这件事成功的关键点之一。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祝福所有便利店从业者
们，走出适合自身的发展之道，
为消费者，为行业，为社会做出
更多的贡献。

（联商网）

一线城市一向是便利店布局的重
中之重，但如今便利店市场发生了变
化。7月22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
“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调查显
示，便利店发展速度最快的不是东南
经济更加繁荣的城市，而是偏居西北
的西安。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调
查，全国各城市之间便利店发展速度
差距拉大，与此同时，便利店发展出现
市场下沉，二三线城市发展空间较大。

据了解，这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连续第七年推出便利店发展指数。此
次调查的城市共计 36个。指数的核
心数据为各城市便利店的饱和度、门
店总量的增速、24小时便利店的比例
及营商环境情况；在此基础上，计算出
了各城市的便利店发展指数。其中厦
门、太原、广东东莞的便利店发展指数
均超过 90，位列前三，厦门以93位列
第一。

从此次调查结果来看，绝大多数
城市的便利店同比去年有了不同程度

的发展，但各城市间便利店的发展情
况有所不同。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
件、经济发展、消费习惯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各城市间的便利店发展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性，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去年便利店增长率超过10%的城
市占到所调查城市总数的25%，其中西
安的便利店同比增长率达到24.6%，是
所有城市中发展最快的，其次是北京
和厦门。而大连、兰州、哈尔滨的便利
店发展同比上一年度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下滑，其中哈尔滨增速同比负增长
9.31%，为倒数第一。

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一线城市
房租、人力成本的持续高企，便利店的
经营压力巨大，而随着二三线城市消
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便利店市场存在
着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市场发展的潜
力因地域差别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调
查数据显示，便利店增长率超过10%的
九个城市中，除了北京之外，其余皆为
二线及以下城市；而增长率超过8%的

17个城市中，除北京之外也全部为二
三线城市。

从此次调查结果来看，一线城市
上海、广州、深圳的便利店市场发展已
基本成熟。随着门店资源逐渐稀缺，
竞争压力逐渐增大，市场发展空间愈
发有限。在一线城市中，过去发展相
对较慢的北京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速度，而过去发展速度一直较快的上
海在本年度的增速仅为1.4%，排名倒
数第五，增长接近停滞。

从全国范围来看，24小时营业的
便利店比例整体仍然不高。在36个被
调查的城市中，仅有12个城市24小时
便利店占比超过60%。影响各城市24
小时便利店占比的因素主要是地理位
置及气候。所以，24小时便利店占比
较高的城市多在南方，而北方的气候
条件成为阻碍24小时便利店发展的首
要因素。数据显示，在24小时便利店
占比超过60%的城市中，只有北京属于
北方，其他皆为南方城市。调查认为，

突破气候因素的限制更多地需要城市
当地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的驱动。
从便民利民的角度来看，提高24小时
营业便利店的比例是提升城市居民服
务的一个有效途径。

政策方面，今年1月，商务部等13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品牌连锁
便利店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
的18项政策措施明确并细化了如何优
化便利店营商环境，推动便利店品牌
化、连锁化、智能化发展，这将进一步
促进便利店的发展。该政策也需要各
城市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才能把
支持便利店的发展落实到实处。一个
典型的例子是，北京、西安等针对便利
店的配套政策极大地保证和促进了便
利店的健康快速发展。这也为各城市
制定相关便利店的配套政策提供了借
鉴。但从全国来看，各城市针对便利
店的政策支持差异较大，仍需进一步
深化和落实。

（中国商报）

各城市间便利店发展速度差距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