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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便利店”这一新起商业运营模式第一次在中

国产生就得到快速发展，2022年中国便利店店面经营规模

达到19.3万家，其中传统式便利店14.4万家。伴随人们生活

节奏的加速，便利店这一零售业态的优点日益凸显，至今已

成为世界各国最具核心竞争力的零售业态。在我国，便利店

知名品牌展现满地开花的特点，不一样的地区最具代表性

的知名品牌不尽相同。伴随着“互联网技术 ”时代的来临，

传统式商圈的便利店完成信息化管理变成便利店领域的发

展方向，不一样地区、不一样品牌运用水平有所差异。

1 便利店行业的由来

便利店作为一种零售业态，始于美国，其盛行的主要原

因是在超级市场踏入进口替代与野外化后，给购物者产生

间距、时长、产品、管理诸多方面的麻烦；郊区居民需开车前

往商场购物；超级市场门店范围大，商品品种多，购物者要

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选择产品，且要忍受排队结账的烦恼，

以上各种原因都导致想订购少许商品或服务达到及时需要

的购物者深感不便。因为上述根本原因，便利店这类方便快

捷的购物方式应时而生。日本便利店是20世纪60年代从美

国引进，运营最为成功：快速持续增长的学生就业女性、快

速提高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家庭主妇在饭桌上应用预煮食

品类、经济来源提升及其游戏娱乐活动提升等因素，让人们

更为追求完美购物的便捷性，也为日本便利店的高速发展

造就了有益的客观原因。

总体来说，便利店是超级市场发展成相对性比较完善

的时期后，从超级市场中分出的一种零售业态：一方面，

商场的发展趋势有之本身难以克服的阻碍，即“购物不便

捷”；另一方面，商场的发展为便利店带来了前沿的销售模

式与经营管理方法。便利店之所以能发生并立即发展趋势，

主要原因是伴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压力加

大，顾客的生活状态和购物方法出现了巨大变化，表现为对

“购物便捷”的积极要求，便利店恰好可以满足这类市场需

求的零售业态。

2 数字经济对便利店经营模式的影响

2.1 数字经济及其革命性

国家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激励公司数字化转型，提

倡掌握新一轮信息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与挑战。根据发展

趋势，数字经济推动构建新格局、建设现代化社会体系、构

建国家市场竞争新高地。

数字化转型代表用数字经济为产业链赋能，“数字经济

想要实现普遍赋能，也是它连接界限和深层都需要再次拓

展”。交易、度假旅游、养老服务、诊疗、金融等日常情景都应

属于数字经济的应用范围。

当数字经济大背景下的消费者群体早已融入方便快捷

的数字化消费体验时，就会对日常生活全部购物场景的便

捷性造成更高希望，针对便利店行业而言，用数字化赋能十

分必要。

2.2 传统便利店经营模式的运行特征

2.2.1 门店面积不大，商品种类有限

传统便利店因门店面积有限，导致陈列商品种类受限，

它能够满足顾客对商品的即时性需求，却难以满足品牌选

择的多样化。出于风险规避的目的，商家在进货时可能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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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主流品牌，导致有其他品牌需求的顾客因为需求难以

满足而流失。

2.2.2 客户管理程度不高，用户体验感较低

传统便利店与顾客的互动仅产生于顾客到店消费过程

中：顾客挑选需要的商品，拿至收银台付款。交易结束后，门

店并未留下顾客的相关信息，不利于门店与消费者之间的

沟通。对顾客需求无法深层次把握，也就无法提高顾客在交

易过程中的参与感，不利于客户黏性的提高。

2.2.3 主观判断占比大，门店管理有缺陷 

传统便利店的进货选择往往基于门店管理者的主观印

象，最近哪一部分产品销售量大，就可能加强供应。但这样

的决定更多是以结果为导向，忽视了导致这种结果发生的

其他客观、主观因素，也就是说某一产品的销量增长倘若只

是暂时性的，那么如果一味地加大供应量，就可能导致库存

积压，短时间内难以变现。

2.2.4 商品与服务没有体现便利店的特色

就当下我国便利店整体状况而言，多数便利店的选品

依据仍沿用超市的选品方式，导致两者功能相似，其必需、

急需、即食等优势没有凸显出来，更不用说特色商品的开发

与推出。与超市无差异化的选品与管理方式，使得我国的便

利店没有十分出色的商品力。所谓的商品力主要表现为三种

能力，即商品开发能力、快速调配能力和店铺备货能力，其中

商品开发能力是三者中最难模仿的一部分。而国内便利店

企业除了少数外资企业有充足的研发资金和能力外，本土

便利店企业的研发资金和能力都不足，并且信息系统和物

流体系都不完善，所谓的商品力根本发挥不出来。同时，作为

优于其他零售业态的重要特征，多元化服务方式基本上没有

体现，很多便利店名不副实，以便利店之名，但实际上售卖的

是一些超市都有的生活用品，和小超市没有明显区别，完全可

以理解为另一种名称的超市，根本不能称为真正的便利店。

2.2.5 消费者观念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我

国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传统观念仍然影响着

人们的购物行为，例如求廉心理。居民区的人们更愿意到农

贸市场选购所需的商品，在他们看来，农贸市场的商品更为

新鲜、廉价；我国普遍崇尚节俭美德，有小批量多次购买的

习惯；便利店本身并不是平价店，而很多大型商超整天打着

“天天平价”的口号，许多居民不愿意一个商店一次购足，更

愿意“货比三家”。

3 便利店经营模式面临的问题

3.1 数字化转型的不确定性

数字经济变革前期，大环境的变化必须各行业开展业

务调节，能够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自然环境，平稳业务流程

开展。但一切更改都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只能在不断优化中

寻找最好状态。便利店的数字化引入亦是如此，基于对风险

避开，许多便利店品牌也许不会果断进入数字化变革，反而

最先开展一段时间的犹豫，准备工作之后再开始变革。这种

情况下，最先开展改革的一批便利店品牌的改革之途显得

格外重要，能不能给其他品牌构建改革自信心、能不能为同

类产品的改革给予具备实用价值积累的经验等，都是需要

考虑的难题。

3.2 数字化转型工程量较大

数字化的引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不一样的便利店

品牌因为产品定位、品牌价值、发展战略的差异，无法一同

套入一套固定的数字化转型方式，不同类型的便利店品牌

必须对自身开展分析，以同类产品作为比较有限参照。在改

革环节中，每个便利店品牌必须在执行改革计划后，对目标

客户、生产经营情况的变化开展搜集与意见反馈，便于及时

对改革计划做出调整。

3.3 线上购物平台的强烈市场挤压

数字时代的到来，对每一个传统产业都构成了一定的

冲击，尤其是原本便被归为“小本生意”的便利店领域。淘

宝网、唯品会、京东等线上购物平台上的质优价廉、类目诸

多，便于实际操作使顾客刻意回避线下推广便利店产品；盒

马鲜生超市、山姆超市、天虹商场进家等各大商超的线上与

线下合作机构陆续发布当日，送货到家服务促使便利店的

便利性被替代。数字经济的影响下，在网上购物要求与线下

大中型商超的贴心服务多种工作压力的冲击下，便利店市

场占比被持续缩小，消费人群被持续吸走，必须在夹缝中求

生存。

3.4 消费者对产品、服务、价格的更高要求

数字经济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下的人群更为追

求方便快捷、高效率、高质量的日常生活，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已经强调，目前我国的基本矛盾早已转变成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消费者逐渐从原本单一地追求低价消费转化成追求高

质量、精服务项目、优良体验感受的高品质消费，这便对产

品与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便利店的运营和发展应尽量顺

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把运营重心点由商品向消费者转变，更

加重视消费者要求，加大力度开展消费者调查和维护保养，

提升消费者联络，利用大数据精准剖析消费者要求，利用大

众消费和个性定制科技创新产品，利用精细化服务和体验

型消费进一步为消费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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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便利店经营模式面临的机遇

4.1 压缩经营成本

在便利店的经营过程中，店面基本建设成本、人力资源

成本、经营成本是重要成本由来，融入了数字经济的智能化

便利店能够借助数字经济的便利性合理缩小成本。将数字

经济和科技创新成果融入便利店的经营中，不仅可以加快

服务周期、降低工作人员成本、减少门店基本建设成本等，

还能吸引顾客，进而节省宣传策划成本。便利店在经营环节

利用数字科技，结合智能化收款台、支付宝钱包会员专区、

扫二维码、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付款能够减少付款时

长、方便快捷付款。

此外，金虎便利店还有其他降成本创收的形式——多

业态组合。最初，为了把快餐连锁引入金虎便利店，金虎便

利集团公司很早就投资了中式快餐、并创办了今度烘焙等

专卖店型。这种店型除开独立经营外，还可以作为金虎便利

店生鲜食品类的服务商。相比依靠其他经销商，这类可以理

解为自产自销渠道的经营方式，可以在灵便新产品开发的

前提下取得更有优势的价格，并提升售卖产品的原创性。

4.2 扩大经营范围

数字经济以现代互联网络为主要载体，具备信息流通

快、辐射影响覆盖面广的特征，融入了数字经济的便利店不

仅可以横向扩大消费服务半径，还能纵向上开拓大量运营

业务。传统便利店以线下门店为基本借助，覆盖范围仅局限

于附近社区中，交易范畴有限，目标客户局限性大。融入了

数字经济的便利店不但可以运用微信小程序、点餐系统等

拓展物流配送服务、开展线上订单信息和派送进家业务，拓

展便利店服务半径，将特色商品、急缺产品迅速派送到客户

手中，还能纵向拓展便利店的运营业务。例如，在金虎便利

店中，可以接受液化气、水电气的缴纳，信用卡还贷等业务，

横纵向多方位拓展便利店的购买范围。与此同时，随着便利

店业务范围的全新升级，在微信聊天群、微信小程序等数据

媒介的支持下，便利店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依次

建立亲密无间的良性客户循环关系。

4.3 增强自主经营活力

便利店也称“便捷”，是由于便利店深入消费者中间，

主要布局在人员较为密集的小区、汽车站、商场超市内，以

精妙的店面布局出售日常生活用品等。而互联网经济的引

入全方位扩大了便利店的业务范围，节省了人工成本，使便

利店增强了自负盈亏的活力。比如，主题便利店、网络红人

便利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深深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眼球；融

合便利店布局及周边消费者特性，一部分便利店建立了对消

费者的洗送衣服务项目、午饭上门服务等定制化服务，推动

了便利店领域与餐馆、旅游、娱乐、健康、养老服务等其他产

业链的结合，促进便利店领域与其他行业商圈的互利共赢，

提高了同类产品的销量，提高了销售总额，增强了运营活力。

4.4 促使产品服务升级换代

数字经济使便利店将重心从单一的高度关注产品变为

把重点放在消费者、产品、服务项目综合性上，使便利店迫

不得已持续进行产品服务项目更新换代才可以符合消费者

要求。便利店必须向消费者提供有创意的产品，持续用形式

多样、设计方案时尚潮流、绿色智能的产品吸引顾客眼球，

进而刺激消费。另外，便利店要不断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

发掘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方式，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

个性化需求。从客观事实来看，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货

运和出口外贸大幅停滞不前，中国消费者对国内高品质产

品的需求强烈，迫切需要“国货之光”“传统式知名品牌”弥

补市场空缺，在此基础上有一定体量的便利店知名品牌能

够利用已有的店面和仓储货架开发新产品，高品质严格把

关，建立中国品牌，提高市场影响力。

5 数字经济冲击下便利店经营模式的优化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不少便利店开启与科技的融合之

路，试图用技术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

消费需求。当疫情防控常态化时，便利店以数字化技术为中

心，注重品质供给，实现零售业态和服务业态的深度融合。

各个便利店通过建立店内小程序、与支付宝合作线上支付、

与配送中心和社区合作实现“配送到家”、直播带货等，使得

便利店效率不断提高，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服务更暖人心。

5.1 利用数字化解决痛点问题

金虎便利店利用数字化为自身赋能，解决了两大痛点

问题：多业态效率提高及品牌老化。

(1)多业态效率提高解决的是旗下品牌较多、不同地区

的业务数据需要进行有效整合。金虎便利店解决这一痛点

所用方法的关键词为“三台”，即数据中台、业务中台和会

员中台，这三者是在与支付宝服务商的合作中实现的。数据

中台旨在将公司内部数据进行统一和标准化，形成数据资

产，为公司储备有用的相关信息；业务中台则是通过阿里云

的大数据挖掘算法进行有关会员、门店、商品等方面的分

析，从而对员工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提高员工的工作

效率；会员中台体现的是对会员的关注，针对上述两项数据

与分析成果定期向会员进行相关活动的推送。

(2)品牌老化问题要求金虎便利店为顾客提供“新鲜

感”，所谓的“新鲜”并不是指产品的生产日期近，而是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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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上多引进不常见的产品，比如更迭迅速的网红产

品、吸引人的进口产品等，同时借助小红书、小程序等数字

化平台进行宣传与推送，吸引目标人群进店消费，从而维持

品牌活力。

5.2 线上线下资源共享

便利店运营不再局限于通过实体门店吸引顾客被动创

造价值，同时将注意力放在线上向线下的引流中主动创造

价值。

线上运营主要是指通过公众号推送、小程序购物、客户

群互动等方式将线上客流引到线下实体店消费。商品促销

信息、优惠信息、优惠券派发情况等通过公众号进行推送，

使顾客对所有可用信息一目了然，进而过滤出感兴趣的部

分；小程序购物将顾客的购物时间自由化，突破时间、空间

限制，提高顾客的购物体验；客户群内的互动拉近了门店与

消费者的距离，近距离地交流沟通可以让门店更好地了解

顾客需求，提供更贴近顾客购物心理的服务，进而增加交易

机会。

5.3 利用数据分析优化门店管理

就门店管理而言，相关信息尤为重要，这里的信息指库

存流转信息、各品类商品销售信息、客户需求信息等。不同

门店销售状况不同，相互之间可参考性较小，因此需要进行

独立评估。比如，对短期质保食品，每次进货量及进货频率、

平均流转天数等都需要门店加以考虑，平衡商品的短缺成

本及因库存积压带来的成本，使得与该商品有关的成本组

合尽可能降低。不同便利店因选址的不同，在客户群像方

面也有略微差异。比如，商业办公楼附近的便利店主要面

向上班人群，快餐、饮品等商品需求更高，而酒店楼下的便

利店，顾客大多以旅游、出差为出行目的，除速食食品外，还

会对基本生活用品产生一定的需求。那么，各门店应充分考

虑自身地理位置，收集分析顾客需求信息，准确更新门店商

品种类。

5.4 升级以消费者为核心的理念

新零售平台选用大数据、云计算及其子孙智能化等技

术平台，结合线上与线下多渠道立即获得、讲解消费者的需

求喜好，搜集整理消费者的消费喜好及其对产品的认同度，

利用大数据支撑建立模型信息内容，开展及时的意见反馈，

更加重视消费者口碑化、多渠道化及对产品质量的高性价

比的满意率，为消费者给予全方位的买东西场景体验，如线

下实体店免费领试用品、虚拟试衣镜等顾客场景体验。更新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趋势分析市场的

需求，精确定位消费者喜好，依靠互联网媒体、网络直播平

台等途径充分了解消费者，全方位多角度订制人性化商品

营销策划方案，减少中间物流环节，提高经营效率，将重心

点转为消费者，构建“线下推广场景” “技术赋能”新零售模

式，重构顾客体验，吸引一个全新的顾客，构建良好口碑，积

极推动传统零售业发展趋势向新零售的转型发展，更新以

消费者为中心的消费观念。

5.5 提高文化品位，饱满服务内涵

便利店是城市繁盛的产物，以收益较高而交易需求价

格弹性较小的及时顾客为目标消费者。在中国一线城市，日

益富有的年青人先做到便利店的消费能力规定，这群人对

市场敏感度低，但是对生活品质规定非常高，因而能不能给

予合乎当今富有年青人文化内涵服务是便利店成功的基

石。在认真观察与分析身旁不断涌现的产业惊喜后便能发

觉，富有内涵服务是很多商业运营模式成功的关键，这些打

造出企业组织的经典专用工具被星巴克咖啡应用得恰到好

处。职场白领在品尝咖啡的前提下，尽情享受与星巴克咖啡

文化艺术中的共鸣点。这种产品绝不是产品自身的差别，如

同凝结在产品中的认同和文化艺术。这时，产品变成传送文

化的载体，其模仿性和替代性大幅降低，便利店也由此赢得

了竞争优势。在便利店流行时期，弥漫在公司内外文化的内

涵也会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但这种附加值大于产品自身。

5.6 建立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

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商业差别不仅存在于经营规模，

还存在支撑点经营业务的关键技术，包含物流技术性。中国

企业长期以来的物流运作方式是在商品购入之后，把它放

到库房攒起来，再慢慢销售出去。储运是一种成本，以这种

储存式物流的发展理念来运作，商品必然库存量时间久、费

用较高、消耗大。物流围绕生产经营活动的全流程，物流阶

段与店铺内部结构运营环节对接及融洽情况直接关系企业

对行业和客户的反映速率，危害企业的成本和运作高效率。

便利店的物流系统软件会直接关系到其运作高效率，在其

中温度控制商品的配送及管理才是关键，也是运营能力的

关键标示。

便利店的物流系统软件应分常温下、冷藏、粮油食品产

品、直送四个子系统，而我国的便捷连锁加盟店大多数是制

造商和销售商依据便捷连锁加盟店订单独立向便利店配送

商品，因而常常会出现商品紧缺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我国大部分便利店存在店面总数相对较少的问题，意味

着很难为此单独创建物流配送系统。因此，通过第三方物流

系统或与其他零售业共享物流配送的方法对便利店来说可

以节省不少的物流配送成本。比如，和当地另外一些中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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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和个人商协商解决，能够共同出资打造一个物流服

务平台，建立一个配送核心，承担便利店和其他中小型零售

点配送商品，可达到互利共赢的效果，与此同时两者工作效

率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

6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依托互联网而生的数字经济已

经融入各行各业。所有拒绝时代发展，故步自封、保守不前

的企业都将被时代淘汰，便利店只有认清数字时代的发展

浪潮，积极变革，打破传统便利店日常商品买卖的功能，主

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才能稳步前进。便利店要在原有传统

门店的基础上配备数字化的基础服务，如线上支付手段、

线上商店等以顺应时代发展便捷支付方式，拓展业务。有

一定规模、品牌效应的便利店要尽量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

机制，通过跨行业合作、拓展物流商储备平台、扩大品牌效

应，尽可能多地避免单一客户渠道带来的市场风险。另外，

从各行各业数字化流程来看，当前便利店数字化转型以单

点业务展开，以单个店面为单位各自升级换代，同品牌便利

店各自进行客户需求数据的采集整理；未来便利店将更加

依托品牌效益，大型品牌便利店抓住机遇就会以点带面扩

大经营，以品牌的力量串点成线，以数字化手段提升产品和

服务，固化业务流程，最终将实现便利店的数字化管理，数

字化零售全面落地，使便利店真正顺应时代发展，真正“便

利到家”。

参考文献

[1]	黄志,程翔,邓翔.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我国消费型经济增长水平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44(4):69-83.

[2]	苏喆.	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发布[N].	中国市场监管报,2021-

09-30(7).

[3]	李晓然.	连锁便利店O2O发展模式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

学,2016.

[4]	吴柯华.新零售视野下传统便利店服务设计创新研究[J].农村经

济与科技,2021,32(14):106-108.

[5]	李维华.罗森中国成功背后的21条特许经营&amp:连锁经营启

示[J].销售与市场(营销版),2021(6):60-63.

[6]	濮继欣.	日本罗森便利店国际化经营策略研究[D].哈尔滨:黑龙

江大学,2016.

[7]	梁莹莹.基于“新零售之轮”理论的中国“新零售”产生与发

展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7,39(9):6-11.

[8]	夏春玉.零售生命周期理论的一个经验证明:日本便利店的发展

历程[J].财经问题研究,2002(9):14-19.

[9]	牛禄青.数字经济革命[J].新经济导刊,2017(10):10-16.

[10]	王春娟.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零售业数字化转型分析[J].时代经

贸,2021,18(1):30-33.

[11]	赵丹旭.数字经济背景下新零售商业模式的探究[J].今日财富

(中国知识产权),2022(4):10-12.

[12]	张梦瑶.数字经济背景下新零售商业模式研究[J].今日财

富,2021(22):91-93.

[13]	王竞.数字经济背景下新零售模式发展策略研究[J].现代营销

(经营版),2021(10):190-192.

[14]	张宇,张艳.数字经济背景下快时尚零售商业模式发展文献综

述[J].商业经济研究,2020(21):92-94.

[15]	李絮枫.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新零售商业模式研究[J].企业科技

与发展,2018(10):256-257.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Business Models  
of Convenience S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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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China’s e-commerce industry is growing rapidl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ies are quickly welcomed. From their development in 1992 to the present, such convenience stores, which are among 
consumers and indispensable to the lives of many consumers, have become an essential commercial format in people’s daily 
life. In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field of convenience stores is about to usher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How convenience stores dare to have the first try under the wav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ow to update to adapt to the digital economy, become key topics in social economic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 paper takes 
the Shanxi Jinhu Convenience Store as an example, critically discusses some problems of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venience stores’ operation based on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furth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operation models of domestic convenience stores in an all-round way,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feasible 
solutions for China’s convenience stores to update and replace in line with the trend and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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