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纵
观过去几年的零售消费市场，便
利店是实体零售中依旧能保持增
长的业态，其市场规模和密度都
处于上升态势。除了在一线城市
进行规模扩张，便利店开店潮也
快速涌入二、三线城市，特别是一
些连锁品牌便利店，正以创新战
略引领行业变革。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
的《2021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以
下称《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便
利店销售额3492亿元，便利店行业
整体发展向好。从门店规模来看，
2021年中国便利店门店规模达到
25.3万家。从各类销售占比情况
来看，鲜食商品销售占比较2020年
增长7.1%，提升幅度较大，便利店
企业对鲜食品类的重视已成为共
识。此外，咖啡品类销售占比实现
小幅提升，达到0.8%。

2021年，在疫情持续影响下，
闭店损失、效率降低、管理与防疫
费用增加等因素使便利店企业的
盈利性受到冲击，净利润同比下
降1%。受疫情持续影响，社区型
门店成为便利店扩展业务的重
点。此外，便利店企业通过薪酬
增长、灵活用工等方式保持员工
的稳定，同时通过更丰富的培训
提升企业人效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显示，
便利店企业更加重视会员客户的
价值，已有超80%的便利店企业
建立了会员体系。为了和消费者
建立起更为密切的链接，超8成
的便利店已推出线上业务，打造
网店并驱的全渠道通道，但线下
场景仍然是便利店企业利润的核
心来源。

《报告》认为，进入后疫情时
代，消费复苏的序幕已经拉开，便
利店业态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潜
力，有利于加速释放消费潜力，加
快消费复苏，对中国经济发展和
经济结构优化作出进一步贡献。
因此，便利店企业更需要坚持长
期主义，在整合发展过程中不断
优化加盟模式，通过差异化与优
势合作强化企业核心价值，积极
拥抱市场变化，借助优质服务与
精细化运营提升收益性水平。

（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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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发
布2022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其中，
厦门、太原、东莞、广州、长沙的便利店
发展指数名列前五位。全国各城市便
利店保持健康发展，稳中有进。多数城
市便利店的发展空间仍然较大。

通过调查发现，中国各城市便利店
行业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全国各城市便利店保持健康发
展，稳中有进。虽然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散点发生等不确定因素的持续
影响，全国各城市便利店的发展仍
然保持健康发展，稳中有进。从本
次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城市的便
利店同比去年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
长，但整体发展速度同去年相比变
化不大。另外，各城市间便利店的
发展差异性在逐渐扩大。便利店的
发展趋势也持续向四、五线城市的
市场下沉。

调查发现，2022年城市门店数实
现正增长的城市占所调查城市总数的
79.49%；门店数减少的城市占所调查城
市总数的15.38%；门店数增长超过5%
的 城 市 占 到 所 调 查 城 市 总 数 的
12.82%。大部分城市便利店的发展保
持了稳定的发展速度。其中，厦门市的
便利店数量增长率达到了10.34%，是
所有城市中增长最高的，其次是济南市
和贵阳市。

多数城市便利店的发展空间仍
然较大。通过调查发现，在城市便利
店饱和度方面，跟国际上便利店发展
成熟的市场相比，我国绝大多数城市
的饱和度远远高于2500人/店。从这
一方面来看，我国大部分城市便利店
的发展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由
于多种因素制约，部分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人口数与便利店发展呈现出较
大的不匹配。通过调查发现，西北、
西南区域部分城市便利店的发展从
相对数量上说，市场趋于饱和，竞争
较为激烈。

各城市中的便利店仍以区域品牌
为主，全国性的连锁品牌仍然较少。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城市中的便利店

仍以区域品牌为主。受供应链能力、
数字化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各
城市中的跨区域的全国性连锁品牌仍
然较少。各城市便利店的发展受经济
水平、消费习惯、气候条件、营商环境
等各方面的影响，区域的差异性较大，
给全国性连锁品牌的发展带来了较大
的挑战。

房租、人力成本是各城市便利店
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作为实体零
售业态，房租、人力成本是便利店发
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目前，
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四、五线
城市，大多数城市便利店发展都面
临着同样的问题。从本次调查来
看，随着便利店区域市场的进一步
整合，许多城市便利店的竞争将会
更加激烈。

提高24小时便利店比例可以提
升城市服务水平。从全国范围来看，
城市24小时便利店的比例仍然不高，
区域差异化明显。造成这样的差异主
要是由于消费习惯、经济水平、经营成
本等市场因素造成。作为最接近消费
者的零售业态，便利店是城市提升城
市居民服务水平十分有效的载体，除
了保障供应、满足消费的基本功能之
外，便利店还可以承担治安联防、应急
避难等社会功能。另外，社区24小时
便利店可以更多的承担满足社区居民
日常应急需求的责任。但是增加运营
时长带来的运营成本增加限制了24
小时便利店的发展。从服务民生的角
度来看，提高24小时便利店的比例是
提升城市居民服务质量，便民利民的
一个有效途径。

各城市配套的政策支持是便利店
健康发展的保障。自2021年商务部等
11个部门联合印发《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指南》以来，各城市商务主
管部门也相继出台了配套政策来支持
连锁便利店的发展。营商环境的持续
改善是便利店能够保持健康发展的保
证。部分城市也开始尝试为便利店的
创新发展提供支持。

（央广网）

2022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发布

多数城市便利店
发展空间仍然较大

本报讯 在各地促消费活动带动
下，中秋消费潜力被集中释放。9月
13日，便利蜂最新数据显示：9月以后
月饼进入销量高峰期，中秋首日达到
峰值。同时，在娱乐放松、短途旅行及
消费券带动下，水饮等相关产品批量
购买需求度明显。

月饼消费时间线拉长
中秋首日销量达峰值

据便利蜂数据显示，9月1日至12
日，便利蜂华北、华东和华南门店内的
月饼成为热销款，便利蜂门店、自有
App、小程序中的搜索量和下单量环
比均出现大幅提升，至中秋首日达到
峰值。

据了解，为迎接中秋节，8月8日
起，围绕“过传统节 尝经典味”主题，
便利蜂引入14款包括蜂质选、杏花
楼、美喆等品牌的代表性月饼。“今年
区域消费者展现出的喜好偏差和往年
差不多，包括白莲蛋黄月饼、枣泥核桃
月饼在内，以北京、天津为代表的北方
消费者偏爱这些甜味月饼，江苏、上
海、深圳等南方消费者口味偏好广泛，
既爱玫瑰豆沙款甜口，也常吃鲜肉月
饼、海味八仁款”，便利蜂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节日前置化
消费已经成为常态。“便利蜂月饼上
线后，很多消费者不会等到节日那天
再体验，而是在平时就将它作为早
餐、午餐或者晚餐的备选项。这一趋
势出现的原因除了商家小分量设置、
推广外，也有年轻群体对即时快乐的
追求。”

“便利蜂月饼基本都是单粒装，
自从在门店看到后，隔三岔五就买粒
当早餐，最喜欢海派奶黄流心、巧克
力流心、蛋黄酥这三种口味。”李女士
说，自己公司楼下有家便利蜂，早餐
基本在门店解决，“以前吃月饼要等
到中秋节，仪式感很强，现在随着月
饼小量化、日常化，平时换着口味尝
尝也挺好。”

受益大额消费券发放
水饮、零食等被批量采购

据悉，中秋三天小长假，便利蜂位
于“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娱乐场所周
边的门店，其水饮、鲜食、休闲零食销
量环比出现提升。同时，在短途旅行
的需求下，口罩、面纸、免洗洗手液等
个人清洁防疫用品受到各地消费者集
中关注。

“和以往节日消费特征有所区别，
今年中秋节正逢各地举办促消费活
动，消费券等形式鼓励了不少消费者
批量购买”，便利蜂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数据端明显看到发券区域在零售
消费上的带动力量。”

公开资料显示，为加快提振消费
信心，上海以“爱购上海”为主题发放
电子消费券，8月26日至9月14日，首
轮中签的消费者可以在便利蜂等商家
购买中意商品时抵用消费券，该活动
共投入市级财政资金10亿元。

“包括上海、北京、宁波在内，多地
政府通过消费券形式拉动消费、惠及
商家。在政府鼓励下，中秋节期间，便
利蜂门店相关品也在进行形式不一的
促销”，便利蜂相关负责人表示。

（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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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行业整体发展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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