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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淯心 针对京东
将整合七鲜超市、拼拼成立创新
零售部的消息，京东内部人士予
以确认，新部门将深入零售线下
业务布局，探索创新模式。

七鲜超市是京东2017年成
立的生鲜超市，也被看作是京
东新零售业态代表。据零售行
业内部人士透露，2022年年底，
七鲜超市曾进行战略调整，仅
保留京津冀、大湾区重点区域
运营，退出长沙、西安等非核心
区域，并准备在京津冀、大湾区
两个区域密集开店。今年4月，
京东七鲜超市在北京顺义区、
丰台区各开一店；京东七鲜超
市北京右安门王府井店开业，
这也是七鲜超市在华北地区的
第31家门店。

拼拼业务过去在京喜旗下，
拼拼是京东旗下社区团购平台，
于2021年元旦正式上线，为社
区用户提供次日达等服务，业务
范围曾一度覆盖20多个省份。
今年6月初，拼拼正在进行业务
调整，仅保留北京、郑州两地业
务。此次将拼拼从京喜板块拿
出来放在创新零售部，也被内部
解读为发力同城业务、下沉市场
和坚持低价策略的举措，一位京

东内部人士称，创新零售部会寻
找新的增长点。

京东发力同城业务、下沉市
场，也有迹可循。今年3月，京
东零售CEO辛利军确定了2023
年京东零售的四大必赢之战为
下沉市场、供应链中台建设、开
放生态建设以及同城业务。其
中，“下沉市场”被放在了首位。
今年“6?18”，京东再次强调低价
战略和下沉市场，京东CEO许
冉曾公开表示，在下沉市场，京
东将聚焦“极致低价”和“丰富供
给侧”，“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将
重点围绕‘省’和‘多’，通过低价
进一步触达广泛的下沉市场增
量用户。低价是一种系统化的
综合能力，其根基在于供应链，
低价表象的背后，是立足于供应
链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高的运
营效率。”

京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2022年年底，京喜业务已与
京东极速版合并，针对下沉市场
用户，京东也开始在主App上更
多采用京喜和下沉版的供应
链。今年3月初，京东“百亿补
贴”上线，“6?18”期间，京东又主
打低价心智，推出了“买贵双倍
赔”活动。

本报讯 据了解，截至2023
年6月25日，零食集合店品牌
“零食很忙”宣布，旗下门店总数
已突破3000家，仅2023年上半
年，品牌新增门店数超1000家，
并正以“平均每天新开6家门
店”的速度，继续保持高速且稳
健的拓展。

精准明晰战略规划，深化品
牌全国化布局。面对品牌当下
的高速扩张，零食很忙相关负责
人表示，“零食很忙的扩展，门店
标准化复制模式已经相当成熟，
相比于每年近4万批次的加盟
意向咨询总量，这种速度仍然是
高标准下的克制”。

零食很忙门店数量的突破
性增长，与品牌坚持深化全国化
发展的战略密切相关。2022
年，零食很忙实现湖南省14个
地州市全覆盖，并下沉到县城、
乡镇市场，在湖南形成了“单省
千店”的稳固基本盘后，开始拓
展江西、湖北市场。2023年以
来，零食很忙进驻广西、广东、贵
州等市场，并将下一步目光瞄准
河南、重庆、四川、云南等省份，
不断以湖南大本营为中心，向全
国化进军。

夯实供应链体系，打造全方
位品牌后盾。作为近年来发展
迅猛的零食集合店品牌，零食很
忙以“品牌特许经营的加盟连
锁”为主要发展模式，通过“门店
标准化体系”每月对全国门店进
行考核管理；通过“商品统一供
应”，实现门店商品100%总部配

送；门店的员工培训、商品选品、
陈列定价、品牌推广、督导管理、
运营政策均实行总部统一管理
的“强管控模式”。门店拓张的
同时，零食很忙也在同步夯实全
国供应链体系，以高效的供应链
支撑门店与品牌的协同发展。

据悉，零食很忙怀化仓储物
流中心已投入使用，具备仓储、
分拣、装卸、运输、配送等功能。
这是零食很忙继长沙总仓、南昌
分仓、衡阳分仓、荆门分仓后建
设的第五大仓储、配送中心。此
外，零食很忙武汉仓也正在加紧
筹建中。目前，零食很忙五大供
应链中心占地面积已超100000
平方米，仅长沙总仓便可实现日
均30万件的吞吐量，仓库商品
周转期约为5—7天。

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已经
覆盖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
东、贵州等区域，为零食很忙后
续的全国化布局提供了全方位
的后勤保障。

回归零售本质，在“效率+
体验”上下功夫。“零食很忙”表
示，零售企业的发展还是必须要
回归零售本质。从零售的“人、
货、场”三个基本要素出发，零食
很忙也将加大投入，在“效率+
体验”上苦练内功，加大品牌建
设、数字化建设、供应链建设，不
断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产
品、标准化的门店服务，朝着“成
为人民的零食品牌”这一企业愿
景而努力。

（消费日报网）

“零食很忙”全国门店突破3000家
深化品牌全国化布局

京东组建创新零售部
或发力同城业务和下沉市场

本报讯 作为宏观经济
“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正在加
紧发力。刚刚过去的“6?18”
购物节，进一步确认了这一
趋势。消费数据转好，根本
上得益于中国经济复苏力
度进一步增强，一系列消费
政策落地见效，消费场景不
断拓展。

时至年中，国内消费发
生明显改善。据商务部日
前公布的数据，5月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3.78万亿
元，同比增长12.7%。1月至
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76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3%，增幅相当可观。与一
季度数据对比，可以看出，
作为宏观经济“三驾马车”
之一，消费正在加紧发力。
刚刚过去的“6?18”购物节，
进一步确认了这一趋势。
消费数据转好，根本上得益
于中国经济复苏力度进一
步增强，一系列消费政策落
地见效，消费场景不断拓
展。其中，以即时零售为代
表的零售新业态所起的作
用也很明显。

2023年 是“ 消 费 提 振
年”。日前，商务部有关负责
人概括了上半年消费的几大
特征：一是升级类商品销售
旺盛；二是餐饮等服务消费
持续回升；三是城乡消费同
步恢复；四是线上线下消费
较快增长。同时，特别指出，
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业
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网络零
售保持快速增长。分析起

来，四大特征均与新业态存
在紧密关系。1月至5月，全
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25.6%。线下场景加快恢复，
实体零售持续回升，线上线
下实现了共赢。

这些特征在今年“6?18”
期间表现得较为突出。这个
体现消费市场冷暖的重要“晴
雨表”一直备受关注，各大零
售平台积极备战，携线下实体
门店大规模参与，成效明显。
美团闪购显示参与活动的实
体门店数量超过70万家、覆
盖360余座城市，且呈现全品
类繁荣，多个品类销售额呈现
三位数的高增长。这些情理
之中、意料之外的数据既是一
大亮点，也充分显示了中国的
消费潜力。

即时零售以“本地实体+
即时配送”的模式，有效链接
起商家和消费者。从商家角
度看，它为线下实体店提供了
参与大型购物节的机会，而不
再只是线上狂欢。它克服了
空间和信息的阻隔，线上、线
下共同发力，助力社会整体消
费复苏，消费潜力得以进一步
挖掘。即时零售平台数据显
示，今年“6?18”期间，三线及
以下城市比一线城市的消费
增长表现得更为惹眼，这得益
于即时零售等新业态的不断
发展。

从消费者角度看，它适
应了“我消费我做主”的消
费者主权意识。如今，消费
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对品

质、服务、体验等方面的要
求不断提高。即时零售一
方面能够提供更多选择来
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用户习
惯“即想即买即得”，即时零
售恰恰能够不断满足、优化
用户购物体验。

即时零售的意义还不止
于链接消费者和商家。它
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实体
门店广泛连接，通过本地供
给，满足本地需求，创造本
地税收，解决本地就业，明
显有助于畅通经济的“毛细
血管”。显然，这些效应远
远溢出了消费领域。

当前消费究竟是在升级
还是降级，一度不无争议。
近来公布的数据证明，中国
消费升级的趋势仍在延续。
这不仅体现在限额以上单位
通讯器材、金银珠宝零售额
同比增幅惊人，也体现在健
康化、品质化、线上化、情感
化等明显趋势上。即时零售
带来的购物便利和消费者满
意体验，又何尝不是消费升
级的体现呢？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围绕加大宏观政策调控
力度、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做
强做优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重
点领域风险四个方面，研究、
提出了一批政策措施。随着
政策效应持续发挥，国内消费
恢复将更为强劲，即时零售等
新业态的“用武之地”也将越
来越广阔。

（据《经济日报》）

拓展零售新业态

“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