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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零售下沉进入新赛道
——四川绵阳即时零售业态发展调查

在四川 5 个省域经济副中心城市中，四川省

绵阳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居第一。绵阳

市下辖的数个县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虽有差

别，但都已经实现了美团外卖、饿了么等第三方

即时零售配送平台全覆盖。即时零售对当地的

商业业态带来了哪些影响？被即时零售“浪潮”

推动前行的商家们有哪些主动作为？即时零售

下沉又面临哪些痛点？

布点各显神通

企业的嗅觉总是灵敏的。饿了么绵阳高级

业务经理王鑫告诉记者，早在 2016 年年初，平台

就已入驻绵阳。

就在平台入驻后的第二年，绵阳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率先在四川地级市中突破千亿元大

关。2018 年，绵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149.48 亿元，自此稳居四川省第二位。

在绵阳市商务局消费促进科科长林楠看来，

即时零售在绵阳的发展是水到渠成的。“社会在

发展，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从未间断，品质

生活离不开效率和便捷，进而催生并推动即时零

售业务不断发展。”

作为电商、零售行业共同发力的产物，即时

零售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这两个行业的铺垫和

积累。

“ 绵 阳 市 已 建 成 9 个 县 级 电 商 运 营 中 心 、

1480 个村级服务网点，农村乡镇通过电商示范县

建设搭建了完备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绵

阳市商务局电商中心主任顾敏说，渗透至乡村一

级的电商网点犹如商贸流通的毛细血管，打破了

空 间 和 时 间 的 壁 垒 ，深 刻 影 响 着 人 们 的 消 费

模式。

绵阳有 6 个区县入围四川省县域商业体系

建设试点，入围数量与成都并列第一。近年来，

绵阳市零售业由小体量、自发性向大体量、综合

化发展，城市商业形态更趋多元化。20 余个大

型城市综合体、20 余条特色商业街、10 个夜间消

费集聚区。由此，绵阳的商业集聚和辐射效应持

续显现。

在饿了么、美团外卖等第三方即时零售配送

平台入驻绵阳以前，当地有零星商家和消费者自

主协商达成配送契约。不成规模的零售配送消

费形式，无论是从时效性还是商品质量保障来

讲，都达不到即时零售的要求。随着大型平台在

2016 年相继入驻绵阳，即时零售业态

迅速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王鑫说，平台入驻绵阳前两年，为了提升市

场占有率曾开启过“烧钱”模式，为商家和消费者

提供大额补贴。尽管不计成本的促销大战并非

长久之计，但对平台初期抢占市场起到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入驻绵阳初期，订单量和平台盈利能

力增速很快，到目前已经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

期，盈利水平年均增幅能保证在 15%左右。”王

鑫说。

不可否认，规模化第三方即时零售配送平台

的入驻对相关业务快速且规范化发展起到了很

大作用。面对开放的市场，京东到家、达达快送

等平台相继入驻绵阳，扎根绵阳本土超过 20 年

的永辉、沃尔玛等大型商超也纷纷“下场”。

“顾客可通过‘沃尔玛’小程序和京东到家、

京东 APP 享受 1 小时‘极速达’服务，覆盖范围为

门店周边约 5 公里，‘次日达’服务则覆盖绵阳所

有区县。”沃尔玛绵阳临园路店总经理刘旭告诉

记者，“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顾客

已经习惯用他们喜欢的方式

和渠道购物，享受全渠道零售的便捷体验。”

4 月 26 日中午，不少顾客在沃尔玛绵阳临园

路店购物，店铺工作人员会随机向顾客介绍“9.9

元线上优惠券”。花 9.9 元购买补贴券，在小程序

下单，即可享受不同购物金额对应的补贴折扣。

“现在平均每天可以卖 100 张券，拉动了顾客复

购率。”刘旭说。

市区即时零售业务蓬勃发展与人流、商流的

高度聚集相关，从县域范围来看，即时零售下沉

一方面受益于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的推动，另一方

面也与日渐丰富的消费业态正相关。

“2020 年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建设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截至 2022 年末，绵阳

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网络零售额达 4.87 亿元，完成

目标任务 121.75%，占地面积 5700 余平方米的

电商产业港已经实现 100%入驻，电商覆盖范

围已至乡村一级。”北川羌族自治县投资服务

中心副主任雷春说，网购的高度便捷深得人

心，年轻人返乡创业的项目大多与之相关，绝

大多数餐饮店、便利店、鲜花店开通了即时

零售业务，有的店铺服务范围甚至下沉到了

乡镇一级。

即时零售业态在绵阳已日渐成熟，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即时零售已经

成为绵阳零售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林楠

介绍，近两年，即时零售约占绵阳市社会

消 费 品零售总额 15%。“今年 1 月至 3 月，

绵 阳 市 即 时 零 售 额 164.8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59%。”

竞争倒逼升级

“现在谁的手机里没有几个即时零

售 APP？”“赶时间就选距离自己较近的

店铺。”“想采购生活用品又懒得逛超市

时会在网上下单。”5 月 4 日下午，记者在

绵阳市涪城区玉泉中路 2 号附 5 号八品

农庄喜来公社店采访时，随机询问了

6 位前来购物的市民，谈及对即时零售

的看法，大家均表示认可即时零售带来

的便捷。

从表面看，即时零售是一种蓬勃

发展的消费业态，实际上其深刻影响

着人们的消费心理、购物习惯，充分培

养了用户的“到家”需求，倒逼传统零

售模式升级。在绵阳，随着即时零售

的不断下沉，有的零售商享受到了早

布局、早发展带来的便利，有的则感

受到了这种倒逼带来的阵痛，还有

的偏安一隅，在有限的服务半径内

精心维护着客户黏性。

说到四川上马科技有限公司，

不少市民可能不太熟悉，但提起公

司旗下即时零售平台“马小果”，在

绵阳可谓家喻户晓。“我们公司有

30 多辆货车，是绵阳供应链企业里

自有配送车辆最多的，日均向绵阳

主城区配送生鲜 20 吨，高峰期日均可达 40 吨，保

证 1 小时可达。”公司董事长马玉清说，2020 年公

司销售额突破 5000 万元，今年有望破亿元。

“做即时零售，信誉是最重要的，疫情期间我

们很早就上线了无接触配送模式，并在每个配送

包裹里附上购物清单，顾客验货满意后再通过微

信或小程序付款。”马玉清说，即便是在配送高峰

期日单量上万的情况下，公司盘点也没发现一例

顾客欠款现象。

四川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川北一区区总苟荣

华说，即时零售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坎。“顾客的

消费习惯在发生变化，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去迎接

新变化。”苟荣华介绍，超市自营的即时零售平

台永辉生活 APP 已于 2016 年在绵阳上线，经过

近 7 年发展，目前绵阳永辉生活能达到盈亏平

衡状态。若想盈利，仍需不断提升经营质量、服

务质量，丰富顾客线上购物体验，同时优化线上

运营成本，当前配送、营销成本约占总运营成本

的近 80%。

苟荣华说，永辉超市在绵阳共有 8 家门店，

2022 年线下门店受疫情影响客流量下滑超 10%，

线上单量增幅 23%。苟荣华介绍，线下门店多年

来构建的强大供应链体系使得线上业务有了很

好的商品资源支撑。未来，永辉超市首先会在生

鲜即时零售领域持续扩大市场占有率，其次会加

大预制菜品研发力度，在即时零售细分领域找到

自身优势。

相比大展拳脚的大型供应链企业和商超，社

区小店则根据自身特色寻找最合适的发展路

径。位于涪城区的八品农庄喜来公社店做出线

上经营特色服务，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的

羌城牛十三则更依赖于小半径范围自行配送实

现降本增效。

“80 多平方米的店铺周边环绕着 10 余个小

区，‘熟人社会’的生存法则不外乎服务态度好、

产品质量好、配送速度快。”八品农庄喜来公社店

铺负责人杨开恩告诉记者，线上运营只是线下门

店的补充，日均可接到 10 个左右的网络订单，大

多由店面服务员配送。“线上订单主要是以季节

性强的蔬果、肉类为主，大部分采取提前预订模

式，到货就配送，新鲜着呢！”

羌城牛十三是一家主营特色牛肉烹饪的餐

饮店，其负责人庞源告诉记者，即时零售业务开

展初期，店铺主要订单来源是美团外卖。随着订

单量逐渐提升，店铺倾向于将网络订餐服务引流

到店铺微信上来。“北川新县城本来就不大，我们

店就在县城中心，配送半径最多在五六公里范围

内，我们鼓励员工利用闲暇时间配送订单，自己

配送的菜品从质量到服务都能得到更好保障，且

对积累客源有帮助。”庞源说，自行配送的订单不

收取配送费、打包费等，每笔订单可为客人节省

相应费用。

接受采访的数家绵阳零售商均提到，要把即

时零售做好，单纯依靠线上流量是行不通的，要

灵活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即时零售业态给不少

线下门店赋予了新职能，即前置货仓，这是门店

履约和商品存储的终端，即时零售更多地是为这

个终端赋能，为门店实现价值再造提供空间，从

而达到线上、线下‘1+1>2’的效果。”林楠说。

事实证明，拥有强大供应链系统且擅长整合

资源的零售商在开拓市场时更加游刃有余。“马

小果”50%的生鲜由签约基地常年稳定供应，马

玉清说，他们正谋划在人流量较大的社区中布局

无人售卖设备，按日配送净菜、水果到柜售卖。

直面发展痛点

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发展即时零售绕不

开的两个重点就是速度和半径。即时零售业态

的发展倒逼商家进行了一系列改变，改变、升级

的过程就是不断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采

访中，记者不难发现一些共性痛点。比如，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如何缩短配送时间，餐饮行业的

外卖口感如何做到与到店就餐差异最小。这些

痛点如何解决？业内还在不断探索。

六月雪被称为“绵阳人从小吃到大”的干锅品

牌，主城区100余万人中有20余万人是该店的注册

会员，该品牌曾创下外卖单量日均过万的纪录。

“除了依托各大即时零售配送平台，我们还

在公司内部组建了大、小两支配送队，大配送队

由股东、店长等管理层构成，主要服务于企业、学

校等单次单量较大的订单，小配送队由门店员工

组成，在非用餐高峰期，他们可以骑自行车、电动

车给顾客送餐。”四川六月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梁燕辉介绍。

午饭时间，六月雪绵阳凯德广场店座无虚

席。梁燕辉从后厨拿出一个圆形铝箔外卖盒、一

盒火柴、一个酒精炉、一个金属支架，这是六月雪

为 确 保 产 品 口 感 研 发 出 来 的 外 卖“ 标 准 四 件

套”。“不论在哪里，你都可以吃到可口的、冒着热

气的外卖干锅，口感与在店里用餐一样。”梁燕

辉说。

采访中，针对极端恶劣天气下的运力不足、

配送效率低等痛点，第三方配送平台、商家一直

在谋求最优解决方案。

“绵阳市安州区一共招聘了 15 名专职骑手，

平均配送时间约为 25 分钟，大部分情况下，订单

和骑手数量可以很好匹配。单量激增或配送压

力较大时，我们会通过后台进行人工调单或临时

调配公司市场部人员跑单配送。”饿了么安州区

负责人刘鹏说。

美团四川公共事务总监张威介绍，通过为商

家提供“出餐宝”智能终端硬件，商家可以通过终

端直接上报出餐情况，出餐完成后系统再调度骑

手到店取餐，此举可有效提高配送效率。

然而，针对因第三方即时零售配送平台收取

高额佣金导致成本上涨现象，不少商家表示有点

“头疼”。

对此，一家第三方即时零售配送平台负责人

解释，平台针对每个片区所抽取的佣金多少，是

大数据根据商品利润率测算的结果。“针对餐饮

行业，抽佣占销售额约 20%，小型商超则在 6%至

10%之间。”这位负责人说，从平台角度看，佣金

收入占整个平台年收入近 70%，佣金当中又有近

70%用于支付骑手配送费。

“除了支付骑手配送费，还有运维费用，佣金

收入并不会成为平台最大的盈利增长点。”该负

责人介绍，除抽佣外，平台主要收入来源还包括

商家植入推广广告、开屏广告、用户购买外卖红

包卡券等。

此外，即时零售当中外卖骑手是关键一环，

针对如何强化骑手就业保障、筑牢拓宽就业蓄水

池，政府部门、配送平台、商家也相继推出了多项

措施。

绵阳正在引导 13 个区县因地制宜打造各具

特色的电商产业集聚区，打通设计研发、生产制

造、仓储物流等“线下孵化+供应链+线上平台”

服务链条。张威告诉记者，在将“预计送达时间

点”改为“预计送达时间段”后，绵阳主城片区骑

手因超时、差评等问题导致的异常情况明显减

少。包括六月雪在内的多个商家适当提高了员

工配送费，鼓励员工利用工作闲暇时段通过送餐

增加收入。

绵阳即时零售业务在扩大优质供给、激发本

地消费活力上有着独特优势，其发展也可以被看

作整个业态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前，即时零售所

渗透的行业和品类还在持续扩大，并覆盖到了越

来越丰富的应用场景。

站在“风口”，即时零售已经成为消费增长的

新引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2 年中国

即时零售发展报告》显示，即时零售近 5 年市场

规模增速达到 81%。预计在 2025 年，即时零售

开放平台模式规模将突破万亿元门槛，达到约

1.2 万亿元。

抓住县域经济新增量
激活县域经济活力是我国“三农”工作

的重点之一。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

及即时零售，这为促动我国县域经济和现代

乡村服务业发展又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

即时零售本质上是满足消费者实时需求

的业态，是更高效率地放大零售的即时满足

属性，让“方便才买”变成“需要就买”。即时

零售的发展给人们带来更便捷、更快速的消

费满足感，这种消费习惯一旦形成，会非常持

久，将带来我国居民消费模式的又一次明显

改变。

即时零售模糊了线下线上的概念，虽然

线上下单，但是实际交易发生在线下，尤其

深度依托消费者周边线下实体门店、供给体

系和供给网络，是将线上需求反映给线下、

将线上流量反哺给线下门店的零售方式。

这是对消费生活圈的实体门店进行顾客再

次匹配的过程，也是即时零售与传统零售以

及传统电商的最大区别。即时零售的出现，

恰好是为占比仍有 70%的线下零售做增量，

将赋能各行各业的传统零售进行一次线上

化、即时化的升级。

当前，我国县域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乡

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的经济发展模式，

区县、乡镇以及农村范围内的即时零售对促

进农民消费力度、改善农民消费环境、提高农

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即时零售

需要系统和完善的县域商业网络，因此要不

断完善县乡村商业网络，形成县城商贸服务

中心、乡镇商贸中心、农村新型便利店三级商

业网络体系，推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提质

增效。

要健全农村物流配送体系，通过构建互

联网+农村物流配送、改造县镇电子商务中

心和物流配送体系，增加乡镇村互联网+电

子商务+快递物流站点等方式，整合线上线

下物流资源，积极发展共同配送，让农村物

流成本降下来，配送速度快起来；要增加农

村针对即时需求物流配送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配套，同时鼓励垂直类电商在县城甚

至乡镇本地建设仓储中心；要鼓励大学生返

乡入乡创业，吸引人才在县乡村从事电商等

相关行业创业，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发展满

足广大乡村的消费业态，培养村民更高质量

的消费品质；要积极持续开展农村市场假冒

伪劣商品整治行动，维护农村地区市场经营

秩序，不断改善农村商业环境；要依托县乡

实体餐饮企业，积极发展农村地区外卖服

务，鼓励外卖平台和县乡餐饮企业支持农村

地区外卖配送，既扩大餐饮企业服务半径，

也改善农民生活品质。

即时零售会促进县乡经济业态发展、吸

引人才回流、规范农村商业秩序、改善村民

生活品质，其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建议

当前县乡村范围内的即时零售要以改善型

的生活用品、应急生活用品为主，持续扩大

商品类型，如生鲜食杂、日用百货、数码 3C、

服饰鞋帽等。

兼具速度与便利优势的即时零

售 ，逐 渐 成 为 消 费 者 的 购 物 新 选

择。这一新业态新模式，更是首次

出现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

“全面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大

力发展共同配送、即时零售等新模

式”。从扩大优质供给、激发城市消

费活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角度看，

即时零售正在成为社会生活的必需

品 。 未 来 ，即 时 零 售 有 望 实 现“ 下

沉”，在加快现代乡村服务业发展中

发挥更大作用。

□ 张瑞娟

□ 本报记者 刘 畅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王薇薇王薇薇 于于 浩浩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图为四川上马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即时零售平台“马小果”配送车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