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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从多个渠道获悉，“国民
便利店”便利蜂和可口可乐重点客户管理
集团达成了更深层次的合作，并升级为“全
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对此，便利蜂方面予以了确认。据介绍，
便利蜂不仅会首次升级为可口可乐重点客户
管理集团“重点客户组”的成员之一，还将成为
双方“数字化”合作、新品合作的“前沿阵地”。
未来全国消费者前往便利蜂门店消费，也会看
到更多元的可口可乐公司产品。

据了解，2017年伊始，便利蜂就和可口
可乐重点客户管理集团方面开展了合作。
去年年底的便利蜂合作伙伴供应商大会
上，可口可乐重点客户管理集团还曾获得

“2020年便利蜂创新合作伙伴奖”。
基于此，双方此次进一步深化了合

作。“我认为，这次合作是一次‘里程碑式’
的‘跨越’。”便利蜂快消商品部总经理徐红
菁表示，“除了提升销售这个层面，我们将
和可口可乐方面就数据、营销、新品合作方
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

就行业发展情况看，在消费升级、后疫
时代的报复性消费趋势下，可口可乐重点
客户管理集团方面也积极在便利店渠道深
化合作，并进一步捕捉未来消费趋势，尤其
是年轻人们的消费特点。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此
前也说，便利店已成为年轻人“种草”“拔
草”的重要阵地，更是品牌、产品连接“Z世
代”的新窗口，“随着这部分人成为消费主
力军，他们将不断引领新的消费趋势”。

行业专家分析，双方更细、更全的合
作，或将同样给便利店行业带来更多的“扩
展效应”和“观察样本”。随着便利蜂和可
口可乐合作的不断加深，未来，更多的品牌
或将选择便利店渠道进行深入拓展，并带
动全行业的“合作升级”。 （亿欧网）

便利蜂与可口可乐
达成全新战略合作

本报讯 7 月 12 日，北京迎来入汛以来
最强降雨，据北京市气象台最新信息，7月
11 日 18 时至 12 日 13 时，全市平均降水量
82.4毫米，已达暴雨级别。

据了解，为应对强降雨天气，每日优鲜
启动应急预案，包括运力部署、商品防护
等，以保证在极端天气下为用户提供正常
配送服务。对此，每日优鲜方面表示，针对
近几日的强降雨天气，每日优鲜出台应急
举措，各门店提前准备雨衣、雨鞋等防雨物
资，并做好车辆检查、干衣服毛巾以及感冒
药品等配送准备工作。

在运力方面，在保证骑手安全的前提下，
每日优鲜骑手全员上班，同时准备兼职骑手
和三方运力，尽可能提供最大的运力支持。
在商品防护方面，为方便用户收取商品并提
升交付体验，每日优鲜还要求骑手根据少拿
勤跑原则，单次配送减少带单量，以保证商品
可以完全放入配送箱内不被雨水淋湿，同时
在分拣打包时用保鲜膜将易湿商品密封，并
随身备好干布，防止商品表面太多雨水。

因降水过程持续较长，每日优鲜会根
据天气情况，即时调整骑手配送时效，
并在 APP做好相应提示，确保消费者沟通
渠道畅通。对此，每日优鲜一位配送员表
示，在极端天气配送方面公司已经有了充足
的经验，也会在保证配送员安全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为用户提供便利的商品配送服务。

（北晚新视觉）

每日优鲜启动
应急预案保汛期配送

地铁便利店的春天来了
罗森进“站”

便利店进地铁
口腹之欲亟待满足

开进北京地铁站里的便利
店终于来了。北京地铁5号线
和平里北街站厅层新增了一家
罗森便利店，位于进出站口处，
在刷卡进站的闸机之内。目
前，该门店正处于装修阶段，并
未正式开业。

据了解，开在和平里北街
地铁站的罗森便利店属试点
运作，试点结束之后会参加北
京地铁招标。如果通过招标，
罗森的“地铁便利店”可能会
大面积开店，如未中标会结束
运营。目前，除罗森外，参与
招标的或许还有另外两家便
利店企业。

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表
示，罗森仅在和平里北街有一
家试点门店，现在是测试阶段，
具体效果要等开店前或开业后
来看。

值得注意的是，罗森试点
地铁站便利店的消息传出后，
让众多北京的网友兴奋不已。
北京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铁
树开花了”“谢天谢地，我的低
血糖终于有救了”。消费者郭
女士表示，地铁里面开便利店
对于乘客来说会提供一些便
利，尤其是上班人群可以买到
早餐、速食等产品。

“早前地铁里有小超市档
口，可以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和
食品。但现在便利店或者商店
一般在地铁外，地铁里仅有一
些自动贩卖机销售饮品确实不
太方便。”郭女士希望地铁里的
便利店能够多一些适合便携和
即食的预包装产品种类。一般
短途乘客主要对方便食品和日
常用品有需求，而且地铁规定
不允许在地铁内进食，所
以地铁里的便
利店需要提供
便携装或者易
拿的产品。

北京地铁增设便利店一事终于有了眉目。地铁站看似人流攒动暗藏商机，但想做一家盈利的地铁

便利店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有限的平米数摆上能抓住消费者胃的商品极为关键，选品也就决定了成败；

更高的运营成本如何摊平也是必答题，水电租金外加人力成本不容忽视。

近日，北京地铁5号线和平里北街站厅层新增了一家罗森便利店，尚处于试点运作，后期会参加北

京地铁的招标。

政策逐渐放宽
经营方迎来利好消息

对于在地铁里开便利店一
事，北京早有规划。早在 2003 年
时，物美就曾在地铁站内开出 21
家便利店。不过，出于安全方面
的考虑，北京 2004 年选择关闭了
地铁站内的全部商业。

同 样 在 2004 年 ，北 京 发 布
《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
管理办法》中提出，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站台、站厅、疏散通道内禁止
设置商业摊点。城市轨道交通车
站及车站出入口应当保持畅通，
禁止一切影响通行和救援疏散的
行为。

2016 年，华润旗下的便利店
品牌Vango和全家便利也曾计划
在北京 10 号线、9 号线等部分站
点设立站内便利店，不过后续该
项目也被搁置。随后，北京市商
务局 2019 年在《服务业扩大开放
重点领域开放改革三年行动计
划》中提出，允许在新建地铁站
等交通枢纽开设商业设施，但仍
然未有实际的进展。

直至今年3月，北京市交通委
研究室副主任冯陶透露，今年北
京将推动地铁站周边用地一体化
综合开发，同时做好站内客流组
织和服务设施优化，增加便利店
等增值服务。“地铁站将不再是乘
客匆匆路过的地方，而是成为城
市活力中心。”冯陶表示。

一位品牌便利店相关负责人
表示：“地铁放开商业对便利店来
说肯定是个利好消息。一定程度
上能满足乘客的即时性、方便性
需求。这家试点门店也会根据消
费场景的不同，来调整经营品项
和营业时间。”

提高坪效成必答题
小而全更重要

便利店进地铁的当下，其面临的
外部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地铁周围
也新增了不少便民服务业态，无人便
利柜、自助贩卖机普及到各个地铁站
内，甚至在地铁站的入口处也有不少
移动早餐车。

这些“竞争对手”对于历尽千辛
万苦才进了北京地铁站的便利店来
讲，仅仅是个开始。尽管每天过百万
的人流能够让便利店品牌赚足了曝
光量，后续的潜在难题却不容忽视。

据调查了解，中关村附近的“超
市发罗森”在 2018 年开业时租金已
达到每平方米十几元。目前，地铁站
内的门店作为稀缺资源，租金势必比
地上门店租金要贵出不少，便利店的
运营挑战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便利店中最大的利
润点来源于鲜食和速食，包括关东
煮之类的商品。目前阶段想在北
京地铁吃上一口“有味道”的鲜食，
基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与此
同时，与地上便利店相比，地铁站
内便利店面积会更小，这也给便利
店在商品结构上提出了新要求。

精益零售理论创始人、零售专家
龚胤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铁站内
的便利店和普通便利店并没有本质
上的区别。对于站内的便利店而言，
如何做到小而全，通过更小的平米数
发挥更大的效用，是进驻地铁的便利
店必须面对的考题。另外，地铁便利
店客流多，消费时段分散，也对经营
商品的品质和数量提出了要求。

（据《北京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