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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集结了自动化、无人化技术的亚洲最大智慧物流基地苏宁“超级云仓”。

2019年8月17日，苏宁首家全数字化视觉无人店开业，苏宁
无人店跨入4.0时代。

2019年6月份，昆明市寻甸县苏宁零售云鸡街镇店工作人员
向当地消费者介绍开业促销活动。 （企业供图）

今年以来，面对零售市场增速放缓，苏宁控股集
团下属苏宁易购子集团积极进取，加速变革，交出了
一份颇为亮眼的半年报：上半年，苏宁易购营业收入
为1346.18亿元，同比增长21.63%；全渠道商品销售
规模为1842.15亿元，同比增长21.80%，实现归母净
利润21.39亿元。其中，二季度苏宁易购归母净利润
为20.03亿元，环比显著提升。

“最近几十年间，零售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
革。我们在不断摸索中找到了零售业发展的脉络，
成长为现代化零售企业，未来苏宁将继续为助推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懈努力。”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
张近东表示。

需求在哪，业务就下沉到哪

8月10日，江苏仪征朴席镇曹桥村青年祁超与
未婚妻小翟，开车来到镇上的苏宁零售云实体店，为
婚房购买家电。尽管这家门店面积不大，但电器品
种齐全，品质有保障，小翟对此很是满意，“从前只能
在市区购买的大牌子电器，如今在镇上就能买到，再
不用跑来跑去了。店里商品价格也很透明，有的甚
至比网上价格还低，很实惠！”

近年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价格
不再是刺激县镇市场消费的唯一因素，商品质量、运
送效率、售后服务和品牌都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
决策。

门店经营者魏先生告诉记者，自从加入苏宁零
售云之后，店里的产品品牌和品类更齐全了，人气也
旺了，生意红红火火。“我们店月零售额能达到近30
万元，接近原来的3倍。”

魏先生说，门店内能容纳的品类终究是有限
的。很多时候，乡亲们在店里没有看到满意的商品，
就从“云货架”上寻找，而且随时可以网上下单。

统计显示，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像魏先生这样
加盟的苏宁零售云店就达 3700 多家，覆盖逾 1700
个区县。作为苏宁深耕下沉市场的核心业态，零售
云通过与县镇当地原有店铺经营者合作，运用苏宁
IT系统、物流系统和门店管理系统“赋能”传统门店，
有效解决了县镇市场上同质化严重、山寨横行、渠道
单一等痛点问题，更好满足了县镇消费者日趋多元
的消费需求。

零售云规模迅速扩大，把更多中高端产品和优
质服务带到了低线市场。仅2018年，苏宁零售云就
销售了761万件品质家电、3C类产品。

“县镇市场已成为苏宁发展增速最快的市场，同
时也是苏宁实现再造千亿元规模的战略支撑。”张近
东表示，苏宁零售云为零售创业者量身打造出智慧
零售解决方案。依托苏宁的仓储及物流优势，苏宁
零售云店采用“低库存、高周转”模式。借助苏宁零
售云强大的用户画像分析和消费偏好分析功能，加
盟店主可以更科学地选品、补货、定价，实时分析店
铺经营状况，提高销售和运营效率。

在苏宁看来，需求在哪，业务就要下沉到哪。
2021 年，苏宁零售云将实现 12000 家店落地，不仅
县镇市场开发将加快速度，城市市场网络也要直达

“神经末梢”。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直言，“不仅农村
市场没有被吃透，城市社区市场实际上也尚有空间，
在城市里一样需要业务下沉”。

创新赋能智慧零售新生态

近年来，苏宁积极打造智慧零售产业生态，搭建
能够快速连接各类人群、各式场景、各个时间、各种
商品的场景互联网渠道，最大限度满足消费需求。

8月18日深夜，位于南京的苏宁总部里灯火通
明，欢声雷动。众多员工举杯庆祝苏宁易购 818 大
促告捷。

苏宁零售业务迅猛增长的背后是强大的科技支
撑。2011年，苏宁以“科技转型、智慧再造”为核心，
推出新10年发展战略，目标直指中国乃至全球最大
智能零售管理供应商。以此为指引，在过去9年中，
苏宁仅在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投入就高达数百亿元。
巨大的投入换来的是苏宁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方面的领先技术，这些技术贯穿零售运营的每一
项流程、每一个环节、每一处场景，从而创造出完善
的智慧零售系统解决方案。

在苏宁刚刚开业的全数字化视觉无人店，由于
运用了“黑科技”，用户平均购物时间可节省45秒，
实现“即拿即走”；在苏宁新一代无人仓，其自主研发
的“指南针”智能仓储控制系统可整合无人叉车、
AGV 机器人、机械臂等技术装备，整件商品拣选效
率可达 600 件/小时，单件商品拣选成本降低 52%；
苏宁生态体系还内置了智慧零售大脑，目前拥有
4000 多个自主研发系统，可提供包括千人千面、
C2M反向定制、智慧家庭等在内的各种服务。

“苏宁是一家零售企业，更是一家科技企业。随
着智慧零售能力逐步成熟，苏宁要顺势进入全面开
放、深度赋能的新阶段，追求智慧零售价值最大化。”
张近东表示，“互联网时代，一家企业的价值不是你
拥有多少，而是你有多少能为别人所用。”苏宁要把
这些年的经验传导到相关企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
去，通过合作创造更大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如今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
动力。我国扩大内需、消费升级热潮涌动，势不
可挡，聚焦‘人民美好生活’将成为所有商业变
革的原动力。”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表
示，对企业家来说，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
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最大的发展机遇。

中国经济的汪洋大海足以
孕育世界级零售企业

——中国企业不是温室里的花
朵。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中国企业
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发展道路上
的沟沟坎坎

“市场环境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中国企业
也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们是在大风大浪中成
长起来的。”张近东说，“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中国企业经历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
危机、互联网技术冲击等各种考验，最终大家
都扛过来了。所以，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
境，中国企业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发展道
路上的沟沟坎坎。”

张近东认为，局势越是复杂，越要把握规
律。具体来说，先要看前景，中国在2020年有
望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同时，我国消费
率远未见顶，这意味着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占
比还有提升空间；再看当下，消费增速放缓和
消费需求升级同步发展，必将加快行业优胜
劣汰。

“海阔任鱼跃。在中国经济这片汪洋大海
上，有改革开放政策东风劲吹，有科技加持，世
界级的零售领军企业必将涌现出来。”张近东
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苏宁控股集团下属苏宁易
购子集团已连续3年入围世界500强，并成为
2019年排名跃升最快的中国公司之一。

紧跟时代步伐，探索智慧
零售新模式

——零售业是永远的朝阳行业，
但这并不代表这个行业里的企业都
是朝阳企业。企业要实现基业长青，
必须立足行业与时俱进，把握趋势迎
接挑战

“当前的时代变化太快了，今天的优势终究
会被明天的趋势代替。企业要实现基业长青，
必须立足行业与时俱进，把握趋势迎接挑战。”

张近东表示，零售业是一个永远的朝阳行业，但
这并不代表这个行业里的企业都是朝阳企业。

过去29年间，苏宁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并
先后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其中，第一次是从
专业零售向综合连锁零售转型，此举推动苏宁
跃入千亿元级规模；第二次是从综合连锁零售
向今天的智慧零售转型，此举推动苏宁从千亿
元规模迈向万亿元级别。可以说，每次转型苏
宁都是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着眼时代趋势，苏宁于2009年就开始探索
互联网转型。当时，苏宁已成为国内最大商业
连锁企业，拥有近千家线下门店，如此大的体量
要转型互联网，国内外都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苏宁此次转型经历了“+互联网”和“互联
网+”两个阶段。“简单说，就是先互联网化，成
为‘云商’，再把互联网上整合的资源带到线下，
变成各种业态，最终实现了线上线下O2O融合
运营。”张近东表示，“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有
非议和质疑，有过艰难时刻，但我们坚持下来
了，最终赢得了市场和合作伙伴的认可。通过
转型，我们保持了线下第一、线上前三的领先优
势，线上增速始终远高于行业。”

在探索过程中，苏宁逐步坚定了发展智慧
零售的方向。这是因为伴随着技术迭代和消费
升级，任何单一渠道，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都无
法满足用户随时随地、个性化、场景化购物的消
费需求。智慧零售则不一样，其核心是运用互
联网、物联网技术，感知消费习惯，预测消费趋
势，引导生产制造，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
化的产品与服务。

2017年7月18日，张近东曾与沃尔玛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董明伦作了一番交流。张近东回
忆说，“我对董明伦说，苏宁就是中国的沃尔玛，
从线下零售出发，O2O 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
前人从未走过的智慧零售之路。董明伦则表
示，沃尔玛与苏宁一样起步于线下，沃尔玛是美
国的苏宁，期待未来与苏宁在中国市场渠道下
沉尤其是三四级市场挖掘以及 O2O 融合发展
等方面开展开放式合作”。

转型升级攻坚期，民企须
精准补短板

——民营企业要突破传统思维
束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以新思
维、新理念规划企业发展。这是最难
的，也是最重要的

当前，众多民营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攻坚
期。结合苏宁的发展经历，张近东表示，如何找
出短板、补好短板是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首先，要补思想短板。民营企业在创新发
展过程中，首先要突破传统思维束缚，用发展的
眼光看问题，以新思维、新理念规划企业发展。
这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

其次，要补技术短板。中国经济发展已经
进入到技术驱动、数字牵引的时代，人工智能、
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正加快成为推动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新动力。可以说，没有技术企业将
寸步难行。苏宁发展的核心就在于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是苏宁商业模式创新的支撑。

再次要补制度环境短板。良好的制度环境
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土壤。目前，民营企业在产
业政策、金融支持等方面仍然面临较多困难。
令人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对此高度重视，出台有
力措施解决民企发展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这
极大提振了民企的信心。

收购万达百货、家乐福中国，
补足优质线下场景资源

——苏宁不是以并购构筑自己核
心动能的企业。连锁发展时期，苏宁没
有收购一家企业。现在选择收购，背后
的逻辑是企业发展战略布局需求

今年以来，苏宁大举措不断，比如“拿下”万
达百货 37 家门店，又比如宣布拟出资 48 亿元
收购家乐福中国80%股份。8月26日，苏宁易
购发布公告称，已经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
步审查决定书》。这意味着，苏宁易购收购家乐
福通过反垄断审查，即将步入实施阶段。

“苏宁不是以并购构筑自己核心动能的企
业。连锁发展时期，苏宁没有收购一家企业。
现在选择收购，背后的逻辑是企业发展战略布
局需求。”张近东表示，从互联网转型到智慧零
售，苏宁最关注的是全场景、全品类、全客群。

“实际上，我们正在布局一个体系、一个生态，从
渠道、场景到能力建设，还有配套资源均囊括在
内。收购万达百货和家乐福中国也是基于上述
考虑。”

张近东坦言，如果是在 5 年前，苏宁不一
定会选择收购。“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对
整个快销、百货、家装、家居均有很深的认知，
供应链体系也基本完善了。这时候收购恰逢
其时。”

张近东表示，从万达百货到家乐福中国，通
过这样的战略举措，苏宁快速补足了优质线下
场景资源，进一步完善了全场景全业态布局。
同时，苏宁将通过智慧零售场景塑造能力的系
统输出，打通线上线下，实现O2O数字化经营，
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苏宁是一家零售企业，更是一家科技
企业。

互联网时代，一家企业的价值不是你
拥有多少，而是你有多少能为别人所用。

——张近东

苏宁易购：逐鹿零售 智慧领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