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行业纵横12

责编：孟渤钧 版式：凌浩

2022年7月1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

本报讯 近日，随着疫情防控
工作的不断推进，上海市逐步恢
复正常生产经营。上海本轮疫情
发生以来，北京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北京二商肉
食集团所属上海二商大红门肉类
食品有限公司在上海市委、市政
府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众志成
城、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共克时
艰，圆满完成了生活物资“保基
本、全覆盖”的工作目标。近日，
上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生活物资
保障专班和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联
名向上海二商大红门公司发来感
谢信，向公司及所有奋战在生活
物资保障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衷
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成立工作专班，启动工作机
制。为确保疫情防控和保供稳价
工作高效落实，上海二商大红门
公司第一时间成立由商务部门牵
头的生活物资保障工作专班，启
动应急保供工作机制，直面前所
未有的困难挑战，紧急联系相关
部门，第一时间取得了上海市民
生保供企业的资质，打通采购、加
工、物流配送等环节，确保生产供
应工作平稳运行。

快速响应、主动担当，把保障
生活物资供应作为最重要的任
务。受疫情影响，居民生活物资
采购量激增，为保障疫情防控期
间上海市民肉类食品供应充足，
上海二商大红门公司积极克服原
料供应短缺、产能受限等问题，强
化内部协调沟通，充分发挥北京
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布局优
势，协同兄弟企业，开足马力生
产，畅通物流配送环节，提升产品
供应效率，共同保障上海市民“菜
篮子”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充分发挥自身网络渠道优
势，不遗余力、争分夺秒组织货源，
调运物资，确保第一时间投放市
场。上海二商大红门公司依托属
地化的供应链网络，充分发挥线上
业务优势，运用“线上+线下+社
群”全融合模式，通过商超、社区团
购、电商APP“一键到家”等渠道，
及时将优质的生鲜产品配送至封
控管制区，缓解市民“抢菜”压力，
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在高质量完成供应保障任务
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产品质量意
识，加强质量管理，狠抓每一个生
产环节，严把每一道生产工序，认
真质检每一份产品，层层把关，严
格甄选，保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
全，全力守护上海市民的“菜篮
子”安全。

上海二商大红门公司将以此
荣誉作为新的起点和动力，乘势
而上，再接再厉，以产品质量为基
础，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加强全产
业链建设，深耕肉类食品产业，不
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常态化做好
生活物资供应任务，为保障上海
市人民生活物资供应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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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点突出迅速出圈

“6.9元的沐浴
露、3元一罐的雀巢咖
啡、5元的法国巴黎水、
半价销售的乐事薯片，
德亚纯牛奶20元一箱，
在这里都可以买到。”6月
25日，在北京一家临期商品
折扣店，90后消费者孙女
士正在肆意地“买买买”。
她表示，价格如此便宜的
秘诀就是产品多了“临期”
二字。

近两年，临期食品折
扣店持续走俏，尤其受到年
轻群体的关注。在一众零食
爱好者的眼中，这里是薅羊毛的
天堂。

通过走访北京的好特卖、嗨特购
等临期食品折扣店可以发现，这些店
里销售的商品基本为市场普遍售价
的1折至5折。货架上的食品距过期
一般还有2—3个月，有的甚至达半年以上。“低
价策略击中了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复购率一般超
过五成。”一临期食品超市的商家表示。

临期食品的意思，就是“濒临保质期，但仍在
保质期”内的产品。在业内人士看来，临期食品
是一个早就存在的现象，主要商品来源一个是外
贸进来的非畅销品牌的尾货，另一部分则是已有
的消费品牌和零售渠道的库存。这些尾货以前
一般只在一些“灰色地带”进行销售，像夫妻店、
批发市场等，没有形成品牌化。专营临期食品折
扣店的出现，能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产
品，同时还能帮助商家消耗库存、提高转化。

品类丰富、价格便宜，令折扣零售店迅速出
圈，业态持续扩张，广泛进入社区、购物中心、写
字楼、街铺等多种场景，跑出了好特卖、嗨特购、
小象生活等一批专营临期食品折扣的超市，遍布
一线城市到县城市场。

折扣超市的热度持续走高，助推临期食品行
业加速发展。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临时食
品市场规模已达318亿元，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
401亿元。业内普遍认为，临期食品和尾货赛道
是典型的千亿元赛道，实现这个赛道的品牌化和
连锁化进程，才刚刚启程。

业态进一步多元化

找到“宝藏”的不只是消费者，还有各路资
本。2021年以来临期食品行业多个品牌获得融
资，包括好特卖、繁荣集市、小象生活、嗨特购在
内的多家企业，纷纷斩获融资。同时，临期食品
赛道也变得拥挤起来。天眼查数据显示，去年我
国新增临期食品企业125家。

以头部企业好特卖为例，不到3年已经完成
5轮融资，其目前已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多
个重点城市布局超过400家门店，预计未来三年
门店总数将超过5000家。

除了这些新晋品牌，大型的零售商超也纷纷
抢滩折扣店。盒马、永辉超市、苏宁等传统商超

品牌都已入
局。其中，苏

宁计划在今年
开设100家折扣

店，主要销售网红
代购、折扣商品、进

口休闲为主融合日
常生活必需品。盒马
也看上了临期食品这
档生意，去年10月，
盒马生鲜奥莱横空
出世，主要出售各门
店当天没卖完的

“日日鲜”商品。
此外，在北京一

些世纪华联超市、物美
生活超市，以及便利蜂、

711等便利店，也可以发现在各
门店入口处均设有“特价活动专
区”，摆放着薯片、饮料等各类打
折促销的临期食品。在线上渠
道，拼多多、天猫、淘宝等电商
平台从2020年底开始也陆续出

现了不少临期食品折扣店。京东平台上，有商
家售卖进口临期饼干商品折扣力度低至1~2
折，拼多多平台的临期辣条商品月销量达到10
万件以上。可以说，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临期折扣店的业态正逐步走向成熟。

运营模式可否持续

值得关注的是，有部分临期食品商店，所售
商品并不局限于食品，还包括酒水、护肤品、日
用品等其他并未临期的商品。相比大众耳熟能
详的品牌，大量新品牌或自有品牌已成为店内
的主力商品。这些商品大都为正期产品，产品
类别囊括咖啡、巧克力、螺蛳粉、小火锅、卤味
等，售价基本为五折左右。

业内人士认为，将临期食品作为引流工具，
可以化解流量困局，店铺在获得稳定客源之后，
延伸出卖正期商品的模式，有利于增加营收利
润，解决商品货源不稳定的难题，同时也给新品
牌提供了铺货渠道，使行业进一步增强了可持
续性。

但伴随而来的质疑声也不断，关于货源紧
缺，临期食品折扣店产品不临期，而是陈列众多
小品牌产品的声音不断出现。

在美团和小红书等平台上有消费者吐槽，
慎买折扣店里的不知名品牌商品，甚至还有人
发布了相关避坑指南。同时一些消费者对食品
安全也产生质疑。黑猫投诉平台上就有消费者
称，在临期食品商店购买咖啡冻干粉结块出现
霉斑、买到过期化妆品商家拒绝赔偿等等。

在临期特卖领域，日本诞生了堂吉诃德，作
为一个零售新业态，在中国同样可以成为零售
业的重要补充。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行业，机
会与风险并存，临期食品商家需要在供应链、营
销、物流方面修炼好内功，形成规模和品牌效
应，既要有“好价格”吸引消费者，还要有“好产
品”留住消费者，才能在发展中占据优势。

（杨冉冉）

能否自成一派

据公开资料显
示，主营临期食品
的折扣连锁超市小
象生活日前已完成
数千万元 A轮融
资。继天使融资之
后，间隔短短一年
的时间，小象生活
再次获得融资，足
见资本市场对临期
食品赛道的热情。

近两年，临期
食品行业焕发了生
机，成为热门的线
下零售业态之一。
“临期商品、折扣特
卖”为主题的商超
和门店悄然兴起，
临期特卖也加速呈
现连锁化、品牌化
的扩张趋势。

农业龙头企业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