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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零售市场持续回暖
四大业态引领复苏脚步

就业改善和收入增长
将带来持续动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
前两个月的数据，全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由负转
正；其中，商品零售同比增长2.9%，
餐饮收入同比增长9.2%。与疫情
前的2019年同期相比，2023年年
初，餐饮增长恢复超90%，商品零
售恢复进度约1/3。

有业内专家分析称，鉴于3年
经济周期和疫情扰动的影响，消费
信心的恢复仍然需要时间。可以
看出，消费零售领域的复苏不会出
现即时、快速的爆发性增长，而需
要关注持续的增长“后劲”。

仲量联行华北区研究部董事
纪明表示：“2023年《政府工作报
告》，将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促进青
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摆在突出位置，只有通过多渠道增
加居民收入，才能有力恢复和扩大
消费。随着稳定就业和扩大收入
的政策落细落实，全国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将再次提速，如同2021年
的消费繁荣时期一样，再次推动零
售市场回暖增长。因此，尽管短期
市场复苏温和，但具备持续释放的
后劲和动力。”

零售供应端持续改善
推动市场趋稳回暖

在过去几年，经济环境和疫情
的不确定性导致零售行业供应端
有所萎缩，也反之抑制了消费短期
复苏程度，这一趋势在2022年表现
得尤为明显。零售市场的供应端
分为两层，分别是零售地产层面的

商场新增供应量，以及消费市场层
面的品牌与商品供应量。

2022年零售消费相关投融资
大幅下跌。其中，食品饮料投融资
数量“腰斩”；而百货零售、服装服
饰方面的投融资数量，仍低于疫情
前的2019年水平。投资意愿和资
金支持减弱，导致部分零售商扩张
放缓或停滞，部分退出市场，谨慎
观望情绪显著。

来自仲量联行研究部的数据
显示，2020至2022年，北上广深四
个一线城市的商场新增供应量显
著下降（含购物中心及百货商场），
单年供应量较此前10年平均水平
低42%。在这3年间，已有项目经
营压力加大、在建项目建设施工受
阻及招商预租进度不佳，推动许多
零售地产开发商和运营方选择推
后项目入市时间。随着市场需求
复苏，许多此前延期的项目看好今
明两年的市场恢复动力，将陆续开
业、持续释放。

2023至 2024年，供应端持
续改善将为零售市场带来新的
消费场景、购物体验和品牌吸
引力——供应端的产品创新和体
验升级，这是带动消费增长的重
要因素之一，将配合消费意愿和
购买力的增长，从供需两侧共同
推动市场趋稳回暖。

四大业态扩展新版图
领跑零售市场

随着市场复苏，户外运动、新
能源汽车、餐饮及高端化妆品四大
重点业态布局扩张，带动零售地产
租赁需求回暖。

在北京，户外运动类重点品牌
2022年销售额同比增长约25%，为
其大举布局、“逆势扩张”提供有力
支撑。今年一季度，户外运动品牌
在北京新开门店超过10家。除此
之外，时尚户外的业态边界被拓
宽，门店的功能从鞋服装备购物深
入到“体验+专业训练”。

2022年，新能源汽车在北京
开店占比同比增加3.6个百分点，
增速打败所有业态成为“开店
王”。今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新

开店数量在此前高基数的基础上
同比小幅放缓，但北京全市仍然
开出约15家新店。近期，新一轮
涌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开始在市
场中布局，政策资源与资本投资
持续释放利好信息，中短期市场
将经历大量品牌竞合繁荣的红利
期，也为购物中心提供了一个较
为稳定的租赁需求来源。

“2022年，受制于疫情下的堂
食消费场景阻隔和消费环境的不
确定性，餐饮业态经受了至暗一
年。2022年年底开始，随着防疫
优化和元旦春节消费反弹，餐饮
业迎来转折。”仲量联行研究部分
析人士称，今年北京全市一季度
餐饮业态新店占比较上季度新增
20.5个百分点，领先所有业态走到
复苏前沿。随着消费信心修复，
一些具备规模效应的品牌在市场
环境转好后开始制定门店扩张战
略。高端化妆品是唯一在2022年
有所盈利，但线下扩张速度放缓
的业态。对于购物中心的运营方
来说，高端化妆品业态的高坪效
和优质品牌形象都让它们成为项
目提档升级的不二选择，这样的
供需对称预计将在今年推动更多
高化专柜落地。

纪明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
位置”，商务部将2023年定为“消
费提振年”。北京各区发放的各
类消费券有效释放了内需潜力，
撬动消费。另外，今年北京零售
地产市场预计将迎来超过90万平
方米的新增供应，全面激活各类
圈层消费需求。夏日将至，乘势而
上，政策利好释放与零售地产供应
端修复将双向推进零售市场发展
步入新能级。 （中国发展网）

本报讯 近日，盒马在江苏昆山投资的烘
焙工厂糖盒正式投产运营，这是国内首个实现
“从一粒小麦到一只面包”的全链路生产的烘
焙工厂。通过自动化、数字化的运营，糖盒在
效率、安全、新鲜方面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也是
国内烘焙行业最大的产业互联网平台。

2022年7月，盒马成立糖盒食品（昆山）有
限公司。工厂紧邻吴淞江，通过水路运输把小
麦运输上岸，完成加工之后，再通过昆山四通
八达的高速网络，将新鲜的成品面包和冷冻面
团运往江浙沪地区的盒马大仓。生产、运输链
路，都达到了成本和效率最优。

依托盒马近年迅猛的发展势头，糖盒工厂
的定位是通过垂直整合烘焙上游供应商和下
游制造企业，利用产业优势，打造新零售烘焙供
应链体系，服务盒马在长三角的上百家门店。

糖盒引进了全球最先进的吐司面包、冷冻
面团加工生产线，拥有十万级净化车间，设计产
能达到每年2万吨，预计年产值3.5亿元，每天
都会有吐司、羊角包、麻薯等当日生产的新鲜烘
焙商品被运往盒马门店上架。

盒马CEO侯毅在现场表示，2023年，是盒
马新十年愿景的起始之年，也是盒马重新“狂
奔”起来的一年。除了门店拓展，今年盒马还
将继续围绕上下游、产业链增强布局。糖盒的
落成投产，也是提升烘焙效率、引领产业新潮
流的重要一步，这也符合盒马努力打造商品
力、提升消费体验的长期追求。昆山为盒马布
局烘焙产业的第一站，未来会在全国其它城市
设厂，通过短供应链更好的服务广大用户。

据统计，中国的烘焙市场有着近3000亿
元的市场规模，2022全年有16个烘焙、点心相
关的品牌获得融资。但烘焙行业供应链长，原
料品类多、工艺复杂，加上烘焙多属于短保新
鲜产品，对于储存运输要求很高，导致行业内
多以区域性品牌为主。盒马走向源头自建工
厂，依托全渠道、全业态的规模化优势，有望为
行业打造一个新零售的烘焙样本。

（中国经济网）

本报讯 好物，是一种品质的承诺，也是一
种服务的延伸，同时更是一种品牌态度的诠
释。进入2023年之后，美宜佳也进入了全新
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一年之中，美宜佳继续推
进“好物”战略，让更多的消费者真切地感受
到了品质的魅力。

早在2022年，美宜佳就将品牌的主要发展
战略融合于品牌重塑和全市场发展之中，而“好
物”战略则是美宜佳品牌战略元年的关键操作。

从美宜佳品牌全局发展的角度来看，通
过“好物”战略实施，打造消费者对美宜佳便
利店“好物”印象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布局全
国。除此之外，美宜佳还用过“一体化”应对
策略，形成对市场的全新感知和把控。PC一
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全网一体化多管齐
下，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真正抓住客户、迎合
市场，将便捷民众生活的目标打造成为现实。

作为国内知名的便利连锁品牌，在互联
网时代浪潮的初期，就已经清晰地预见未来
线下零售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并在实际的发
展过程中，也积极向数字化靠拢，实现线上线
下一体化营销。在“好物”战略的助力下，美
宜佳已经建设完成完整的门店经营数字化解
决方案，门店报货、商品盘点、技能培训、单据
管理、促销管理等核心需求已经完成了智慧
化管理的工作，门店智能运营平台可以有效
提高门店经营效率，这也成为了美宜佳推进
“好物”战略的重要载体。

（中国日报网）

盒马布局全产业
烘焙工厂

美宜佳让品质发声
便捷民众生活

消费零售复苏是2023年经济回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今年以来，国内消费持续恢复。据商业监
测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50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累计增长8%。总体而言，一季度零售市场复
苏表现温和，各方观望情绪显著，持续回暖已为全年的增长态势开了一个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