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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谢艺观“一打开App就是已
经约满。”“每天起床打开买菜软件，就显
示运力不足。”近日，北京不少居民表示，
在北京的盒马、七鲜、多点、美团买菜、叮
咚买菜等多个线上平台显示运力不足，无
法正常配送。除了线上买菜运力紧张，亦
有不少人表示，外卖、电商等配送也出现
延时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多家线上零售平台纷
纷作出回应。“目前更多用户选择线上下
单，带来了订单的激增。同时，部分快递
员、分拣员不能正常出勤，导致运力吃
紧。”盒马方面称。

物美相关负责人亦表示，疫情下配送
的人员变少，因此出现了运力不足的情
况。目前相关企业平台正采取措施，保障
线上订单的配送。“支援包括兄弟门店支
援和总部下店支援，以调集运力。‘变阵’
则是将一些线下员工转到线上去工作，进
行分拣、打包等。”物美相关负责人说。

盒马方面也表示，目前北京总部的文
职人员已经有半数支援拣货、打包等岗
位，盒马门店员工主动兼职配送员，此外
也通过“共享用工”最大程度补充人手。

日前，北京市商务局表示，为满足市
民线上消费需求，鼓励重点电商平台按照
日常3~5倍加大备货量，要求前置仓等保
供场所应开尽开，涉疫关停的原则上24
小时内处理完毕、重新开放，多措并举保
障货品供应充足。多渠道恢复外卖配送
运力，支持北京市重点电商平台通过设置
拉新、跑单奖励以及“共享用工”等方式补
充运力。

买菜平台订单激增
多家商超积极补充运力

本报讯 王惠绵 2022年“双十二”，美
食专业公司盒马和最懂年轻人的小红书
联合发布《2022年盒区房消费洞察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揭秘懂“吃”青年的最
新潮流。

坐地日行八万里，美食“跨区热”席卷
全国。《报告》显示，今年盒马各类美食新
品种中，小众地方特色美食“跨区”爆火趋
势明显。海南的糟粕醋锅底在北京等内
陆城市成为“顶流”，来自新疆的缸子肉销
量前三则为合肥、郑州、昆明。盒马研发
团队奔赴全国各地挖掘特色美食，打破地
理隔阂，为盒区房餐桌加菜。

Z世代吃货消费观：传统要创新，认
真地糊弄。盒马最新推出的芋泥麻薯八
宝饭已经成为吃货们争相打卡的对象。
此外，用粗粮代替传统糯米的青稞八宝
饭、加入了人参的药膳八宝饭在盒马悉数
登场。创新、颜值、健康，让一度略显老气
的传统点心，重新回到年轻人的视野中。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方便速食是人们
不得已的“将就”。《报告》显示，同时购买
速食商品、高档海鲜食材的盒区房消费者
同比增长超20%，用户买了泡面之后，最
喜欢捎上一份三文鱼。

下厨房成精致生活风向标。2022年
面世的盒马自有品牌匠酱好，陆续推出川
式椒麻汁、蒸鱼料、盐焗卤料等，迅速成为
盒区房消费者的首选。

“小众的需求不代表不存在。市场的
良好反馈，也坚定了我们研发、挖掘小众
产品的信心。”盒马匠酱好系列负责人珊
瑚认为，在厨房这方天地，这届年轻人不
只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好，还要享受下厨
的乐趣。

盒马发布《盒区房
消费洞察报告》

本报讯 自“夜间经济”的概念提
出以来，繁荣夜间消费逐渐成为了
全球范围内许多城市的一大发展目
标，并在城市 GDP中占据越来越高
的比重。

在国内，夜间已成为居民消费的
“黄金时段”。据商务部发布的《城市
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显示，中国
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
18时至22时的消费额占比超过全天
的一半，21时至22时电商成交量达到
最高峰，22点至次日凌晨1点餐饮外
卖的订单量出现明显增长……2021年
全年夜间消费达到34.8万亿元，预计
2022年突破40万亿元。

夜间经济繁荣之下，曾备受质疑
的24小时便利店也大有回暖之势。

近年来，在一系列的通知、指南、
措施中，总能看到24小时便利店的“身
影”。

2021年，商务部门办公厅等11部
门发布了《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指南》，提出重点发展品牌连锁店，支持
养老、托育、便利店、药店、家政服务店、
美容美发店等品牌连锁企业进社区，发
展无人值守便利店、自助售卖机等智能
社区商店，鼓励便利店、药店视情延长
营业时间，有条件的可24小时营业。

2022年，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北京市促进
夜间经济繁荣发展的若干措施》，重点
突出“北京范”“时尚潮”“文化芯”“科
技核”，鼓励便利店、药店等视情延长
营业时间，有条件的可24小时营业。
上海市出台了《激发创新动能 引领时
尚潮流 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的若干措施》，提出完善夜间经济的空
间布局体系，点亮并建设具有引领性、
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24小时活力城
市，推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加快重振上海消费市场。

作为具备高网点密度、极其贴近
人们工作和生活场所的零售业态，便

利店已然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尤其
在打破了营业时间的限制后，无疑会
凭借对即时性消费诉求的有效满足，
进一步“升级”为都市生活的一大标
配，在彰显都市文明、提升城市魅力、
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外，刺激夜间消费、
把握夜间增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
新突破口。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
《2022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显示，在
其所调查的39个城市中，24小时营业
比例高于50%的只有18个，区域之间
存在较大差异。此前，《第一财经》曾
对上海某便利店展开调查，发现该便
利店在18点至次日早上6点间主要销
售盒饭、饮料、酒类和小食，营业额可
以占到全天的30.5%。

值得一提的是，便利店夜间的销
售情况存在季节差异、南北城市差异、
门店类型差异、消费习惯差异、经济水
平差异等，与所在区域的“夜间灯光指
数”基本呈正相关，但也不能完全保
证。不难想象，天气暖和的地方夜间
销售情况会比寒冷的地方更好，社区、
交通枢纽等热闹的场景夜间销售情况
又会比偏僻的场景更好……

便利店网点密度高，且极其贴近
人们工作和生活场所，但这也意味着
行业竞争大，仅着眼于门店所在区域
内的流量“格局”太小、增长有限。打
通外卖渠道，无疑能让便利店在投入
夜间营业成本的基础上，挣脱地域限
制及地域的客群限制，借助外卖平台
的流量优势和履约优势，来进一步提
升销量。

今年6月，美团外卖启动了“24小
时便利店项目”，与之合作的便利店会
在线下安装“小黄灯”，同时在线上上
线外卖服务。目前，长沙的美宜佳、新
佳宜，青岛的有客便利，武汉的美宜
佳，成都的见福便利等都已与美团外
卖达成合作，安装了“小黄灯”的便利
店均可提供24小时外卖服务。此前，

罗森中国事业推进总部总经理吉田凉
平也曾表示，“即时零售”（外卖）给实
体门店带来了很大增量，营业额占到
整体的10%左右。或许，这种模式也
有望成为便利店用于应对房租、用工
等各项成本增长以及同质化竞争下均
摊流量减少的有力“武器”。

而在畅想挣脱成本限制的方式时，
无人零售又给经营者们提供了新的思
路。虽然前期布局无人零售解决方案
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但据了解，在安
装AI摄像头、闸机、货架、货柜等智能
IoT设备后，门店就能实现自动化的管
控。一方面，无需人工收银、无需人工
值守，不仅不用增加夜间人力投入，也
能减少日间店员招聘，轻松实现24小
时营业。另一方面，门店灯光可根据人
流、营业时间等及时调整明暗，节能减
排，最大程度控制夜间电费增长。

在上海陆家嘴的wepickAI超市，
据其介绍，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边
缘计算等前沿技术，系统可对线下门
店进行三维重建，轻松识别拿放动作
以及拿放商品。如此一来，顾客只需
扫码/刷脸进店，挑选完毕直接出店就
能自动结算，即使外包装极为相似也
能被准确区分。而得益于自动结算、
远程管控、缺货提醒等数智化能力，相
较传统便利店，wepickAI超市至少能
节省50%的人力。

如果说，政策的大力支持给便利
店的24小时营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
境，那么新模式、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便
赋予了便利店得以抓住外部环境变化
机遇、轻松实现24小时营业、挖掘夜间
增量业绩的能力。

不难预见，不远的将来，越来越多
24小时便利店会出现在社区、街角、交
通枢纽、办公大楼、园区……从提供消
费服务的便利店，演变为都市群体的
能量“充电站”与精神“庇护所”，并在
每个深夜亮起一盏盏灯，静静等候、温
暖每位夜归人。 （中国经营网）

24小时便利店回归
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新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