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锁便利店进入下沉
市场，当地便利店品牌必然
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有的品
牌扛住了压力选择共存，有
的则选择被收购整合。

今年罗森便利店的两
起收购案引发了业内的关
注。今年9月，天虹股份公
告披露称，其已与罗森便利
店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
议》，拟对外转让全资子公
司天虹微喔便利店（深圳）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虹微
喔）100%股权。11月，四川
哦哦超市连锁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四川WOWO
超市）变更为成都罗森便利
店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由卢伟巍变更为三宅示
修，后者为罗森（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这也
意味着罗森便利店全资收
购 了 四 川 WOWO超 市
100%股权，正式登陆成都
市场。

除了罗森的大手笔收
购，其他区域品牌也有整合
的现象。5月 29日，拥有
5800多家门店的广东便利
店品牌天福便利完成了对
湖南怀化当地最大便利连
锁品牌好伴的并购，并购门
店数量近200家。双方将
联合成立怀化好伴天福商

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天福
便利出资认缴600万元，占
股60%，好伴认缴400万元，
占股4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收购当地便利店品牌，是
连锁便利店企业进入新市
场的常规手段，而被收购
的便利店品牌大多经营情
况较为平淡，一定程度上
缺乏相应的市场竞争力。
如四川WOWO超市，2017
年被百世集团收购时门店
数量为748家，如今其在成
都仅剩300余家门店。北
京商流通战略研究院院长
赖阳认为，便利店品牌在
下沉过程中出现收购案例
是很正常的。“现在已经到
了便利店企业拼经营能
力、供应链等‘内功’的时
候，对一些发展后劲不足、
管理模式粗放的当地便利
店企业而言，被收购未必
是件坏事。”赖阳表示，一
些模式简单、有的甚至停
留在夫妻老婆店或者加盟
翻牌店阶段的当地便利店
品牌，无法应对消费者升
级的消费需求以及日趋激
烈的市场竞争。更有业内
人士直言，便利店行业整
合正在进行时，可能三五
年内会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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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的 2021

用逆势上扬这一词，足以形容2021年便利店行业的发展情

况。尽管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便利店在今年依然保

持着相对较高的增速。一方面，在一线城市的市场竞争越发激

烈的情况下，下沉市场成为便利店新的战场，不少便利店品牌选

择继续扩张；另一方面，拓展经营边界成为不少便利店的新方

向，从便利走向便民，服务成为新的亮点。

在行业进行整合的同
时，如何加强便利店品牌自
身生存能力成为一大挑
战。和超市、商场等传统零
售业态类似的是，数字化今
年也成为便利店的主要发
展趋势，不少品牌纷纷开启
与科技的融合之路，试图用
技术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满
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消费
需求。更有便利店品牌积
极拓展经营边界，将“便利
店+N”作为新的突破点。

今年9月，已经有29年
历史的广东7-Eleven与全
渠道数字零售服务商多点
Dmall牵手，近1500家门店
及三个配送中心全部上线
多点零售联合云，形成了从
消费者、门店、供应链、加盟
商、仓储物流到总部管理的
全流程、全要素数字化。广
东7-Eleven常务董事温宏
杰曾表示，广东 7-Eleven
的数字化转型已经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以物流中心数
字化改造为例，改造后分拣
效率提高了30%。

山西便利店龙头企业
唐久便利则和支付宝合作，
开出数字便民一号店，将数
字化和便民服务结合到一
起，给便利店带来了更大的

想象空间。据悉，该门店首
次设置了数字化便民服务
区，除了充电、餐食加热免
费、快递存放及用餐空间
外，顾客还可以通过唐久支
付宝小程序在线上下单，
享受送洗衣物、旧衣回收
等线下个性化服务。此
外，智能语音助手以及蓝
马甲服务也将长年在线，
为社区老年顾客提供最新
防诈信息和智能设备使用
教学。唐久便利副总经理
张宇虹表示，线上数字化
服务突破了门店场地限
制，使得便利店的服务“内
涵”扩展和升级，从“便利”
向“便民”更近一步。支付
宝开放平台相关负责人则
透露，便民一号店的模式还
将在山西多地推广。

今年对于便利店行业
而言是整合的一年，也是突
破的一年。尽管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但便利店企
业仍然积极进取，努力增
强企业自身的生存能力。
从区域走向全国，从便利
走向便民，从传统走向数
字化，无论行业如何发展，
对便利店这一业态来说，
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才是
不变的宗旨。 （冉隆楠）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但相较于其他零售业态，这两年便
利店依然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速。中
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1年中
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受疫情影
响，2020年，全国品牌连锁便利店
门店总数突破19万家，销售额为
2961亿元，其中传统便利店销售额
为 2716亿元，增速为 6%，放缓不
少。不过，尽管2021年的销售数据
还没有放出，但从各个便利店企业
的动态来看，开店扩张依然是主流
趋势。

今年，日系便利店延续了去年
的趋势，继续开店下沉。罗森便利
店今年高调宣布，到2025年将中国
店铺数量扩大至1万家。在中国连
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1年中国便
利店TOP100榜单”中，罗森便利店
在中国大陆的门店数量为3256家，
这一数字在2020年为2707家。除
了罗森便利店外，一直以加盟“高门
槛”出名的7-Eleven便利店今年也
快速开店，榜单上的门店数从2020
年的2147家涨至今年的2387家。

此外，美宜佳、唐久、便利蜂等
国内便利店品牌龙头企业也在今
年延续了开店趋势，门店数量持续
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二三线城市等
下沉市场成为便利店企业聚焦的
“新战场”。业内一改过去普遍认为
“北上广深”以及沿海地区是便利店
主要生存空间的观念，这两年来，不
少内陆城市也纷纷吸引了连锁便利
店的进驻。今年8月以来，罗森便
利店先后入驻河北唐山、安徽芜湖
等多个地级市，布局近20家门店；
7-Eleven则在山东德州、云南昆明
等地开出首店。除了日系便利店
外，本土便利店品牌也在下沉市场
大展拳脚：便利蜂在广东佛山、江苏
徐州等地开出首店，唐久便利店首
进郑州市场……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
《2021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显示，
部分三四线城市如广东惠州、福建
莆田等城市便利店的发展已非常接
近成熟便利店市场的水平，竞争的
激烈程度不亚于一、二线城市。发
展潜力较大的城市正在被具有一定
实力的连锁便利店品牌迅速占据；
大部分一二线城市便利店市
场的发展空间被进
一步压缩，发展情
况基本上处于
规模总量变化
不大，开关门
店数量总体
保持平衡的
状态。

下沉扩张趋势持续 行业整合进行时

数字化、便民成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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