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2 月 28日 星期四 Tel：（010）62580722执行主编：赵广立 编辑：李惠钰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glzhao＠stimes.cn

8

社址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猿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19园 新闻热线院园员园原62580699 广告发行院园员园原62580666 62580707 传真院园员园原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院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 零售价院1援5园元 年价院288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前夕，北京
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发起了一次留学生民
间调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 20 个国家的青年
评选出了他们心中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支
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

网购被列入“新四大发明”可谓当之无愧。据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6-2017）》数据，2016
年，我国全社会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26.1 万亿元，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41944 亿元，同比增长
2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2.6%，约占全球
电子商务零售市场规模的 39.2%，连续多年成为全
球规模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

中国网购的便利让外国友人惊叹，或许，中国
“新零售”的发展更加配得上这种赞赏。就在人们还
津津乐道于网上“购物节”的“剁手”狂潮时，新零售
已然拉开了帷幕。

想象这样的场景：“刷脸”走进超市，拿着自己中
意的商品无须到收银台结账直接离开，对着指定仪器
微笑还可以获得折扣。这不是某个电影里的场景，而
是发生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真实一幕。

这是国内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天猫无
人超市，通过门口闸机“刷脸”，系统自动记录了购
物者的面部数据，当顾客拿着商品离开时，就可以
触动购物通道口的识别设备，即时进行核算和支
付。“微笑打折”则因为系统及时捕捉到了顾客的表
情，并根据情绪幅度，快速计算出其对商品的偏好
程度，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折扣。

天猫无人超市只是我国新零售发展的冰山一
角。早在 4 月举办的 2017 中国绿公司年会上，阿里
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就认为新零售将是未来 30 年
技术和商业发展趋势的重要内容。进入下半年，新
零售的发展如火如荼，无论是互联网公司、电商企
业还是传统零售商都纷纷布局新零售版图，零售业
发展走进新时代。

零售业风向已转

2016 年可以称得上是零售业发展的转捩之
年。3 月，阿里巴巴的零售交易额首次超过 3 万亿，
而被称为工业革命以后最伟大的零售商沃尔玛达
到同等规模用了 54 年。彼时，沃尔玛 2015 财年业
绩报告发布不久，与阿里的“风光”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沃尔玛财报显示其营业额首次出现负增长。

电子商务的发展严重挤压了传统实体零售的
生存空间，老牌实体店同样面临发展困境。为了缓
解这一难题，沃尔玛采取“网上订购 + 门店取货”
模式应对电商冲击，然而，从经营效果上看，原生电
商企业依然因拔得了头筹而占尽先发优势。

但是，如果将电子商务作为零售业发展的终
点，显然这种判断已经过时。在近日举办的 WISE

2017 新零售峰会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
究院院长高红冰直接发问，是不是以电商为代表的
零售就会走在前面？他说，也未必！

仅 2016 财年电商交易额（GMV）就相当于一
个国内中大型省份 GDP 的阿里巴巴显然并没有
觉得高枕无忧。在主动拥抱零售业新陈代谢的趋
势方面，阿里看起来充满了“前瞻性”。近年来，阿
里先后投资了多家百货商超和零售公司，包括苏
宁、银泰、三江购物、联华超市等。为什么要投资这
么多线下公司？高红冰说，因为零售业是整个社会
经济的先锋。

“线上和线下进一步打通，数字世界和物理世
界融为同一个世界，将变成零售行业发展的新方
向。”高红冰描述了未来零售的消费体验，“会有更
多零售企业塑造场景，消费者在这些场景中不只是
简单的购买者，他们在购买商品的同时也传导人与
人之间的感情和价值主张。”

阿里巴巴大规模线下布局的同时，沃尔玛的线
上业务持续扩张，其与国内另外一家电商巨头京东
的合作不断深入。沃尔玛大卖场中国业务总裁陈文
渊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消费的主力人
群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他们对于购物的便利性、购
物体验及商品有更多元化、更高层次的需求，“作为
零售行业，我们要做的就是打造一个无缝连接的购
物场景，提供更便利的购物体验。”

两家零售企业负责人不约而同地将零售业
的发展方向指向一种更加注重场景和体验的新
业态。

事实上，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中，技术革命和消
费变革引领传统行业转变，整个零售业抢占先机，
积极拥抱新科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新的商业模
式重塑零售业态，“新零售”变成行业热词。对标这
两个零售业巨头，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零售
业发展的风向已转，纯粹的传统“打法”或将面临着
被“新零售”这股来势汹涌的“后浪”拍死在沙滩上
的命运。

这条赛道上的弄潮儿绝不仅仅为行业大咖们
所专属。国内老牌互联网公司网易在传统内容业务
之外另辟战场，通过 ODM（Original Design Manu-
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模式持续发力“严选”电
商品牌，谋取获得新零售“风口”的重要席位。而以
盒马鲜生、量品、孩子王等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更是

“后生可畏”，在各零售垂直领域精心培育“新物
种”，创新模式，做大市场蛋糕。

传统电商成过去式

所谓新零售，实际上意味着电子商务已经成为
传统零售业的组成部分，苏宁云商集团副董事长孙
为民对此感触颇深。作为实体连锁店时代国内零售

业的佼佼者，从被动接纳到主动求变，苏宁集团战
略布局的变迁某种意义上正是传统零售企业发展
的真实注脚。

孙为民从技术角度将零售业发展的进程总结
为“三次演变”。“每一种零售业态背后的技术支撑
都是不一样的。连锁时代的零售以信息技术、IT 技
术为核心，它的网络基础是企业内部网。没有信息
技术不可能成就沃尔玛和苏宁等的全国性扩张。”
他表示，到了互联网时代，网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开始向消费者直接开放。“在
开放的互联网时代，我们经过了两种时代连接，一
种是 PC 连接，另一种就是万物互联。”

PC 时代的场景是绝对割裂的，孙为民说，当年
的电子商务和实体零售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局面。
在电子商务发展的后期，移动互联网实际上已经占
据了主导地位，“到今天，所有的在线销售差不多
80%以上都是在移动端产生。移动端突破了固定的
办公室、家庭场景，可以在各种场景下实现购物，也
可以带动店面在这些场景下‘被互联网’”。

所有商品的全时在线是万物互联时代的主要
特征。孙为民进一步阐释了万物互联时代的零售逻
辑，他表示，零售业有三个要素：人、货、场。“人有了
手机以后，实际上就被数字化了；二维码、条码、
RFID 等可以把商品数字化；而场景一旦被定位，
也就进行了数字化。”

“当商品、人、场景，全部数字化以后，数据的挖
掘和使用就比店面和传统电子商务更加灵活。”孙
为民说，在此情形下，“从生产中的元器件、工厂流
水线，到干线运输、零售商仓储，再到货架、消费者
订单，整个全产业链都能进行数字拼接，形成数字
协同。这样的供应链被称为数字化驱动的精益供应
链。精益生产链和精益消费链在未来发展中会变得
更加常态化。”

高红冰同样认为商业要素的数字化推动新零
售不断创新。在他看来，零售业与金融业、服务业以
及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零售业必须和数字经济联
系起来。新零售前端表现为消费者接触的场景、消
费者、商品，后端包含了营销、流通链条和生产制
造，包括商业基础设施等在内的新技术构成了推动
前端变革的内在动力。

“新零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底层拥有了新的商
业基础设施，形成了全球统一市场。”高红冰表示，
交易市场统一了，支付系统和物流系统就都能实现
全球化。

新的商业基础设施由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所支撑。零售展示设施加入了新手段，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交互展示等将大大突破传统货架和
显示屏静态投面带给消费者的体验效果。指纹、人
脸、车牌等新型支付方式让人与物的连接更加流
畅。人工智能的赋能则将从思维方式上颠覆人们的

消费理念。
“最重要的颠覆还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孙为民

表示，过去人们主要关注商品的零售，未来服务的
零售也是重要方面。他以出行为例解释道：“不一定
要有一辆汽车或自行车，买某个时段的服务就能解
决出行问题。当购买有人驾驶的服务时，费用一定
是高的，如果是无人驾驶，成本就会变得更低。”

供应链转型升级大势所趋

零售业态转型与消费升级之间的关系犹如硬
币的两面。2017 年被称为新零售元年，新技术、零
售业和消费者成为推动零售发展的新型驱动要素，
人们的衣食住行开始因此而发生变化。展望 2018
年，新零售的进化之路将向何处延伸？一些可预见
的产业和消费方式变革或将显现端倪。

高红冰对未来新零售的发展作了三个趋势性
预测：新零售推动门店体验再升级；新零售服务商
将大量涌现；数字化程度向产业上游渗透，大数据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零售业将转化为新的生活方式，成为价值主张
交换的载体。”高红冰说，“在这个趋势背后，年轻人
的碎片化需求会被重新用各种关键词和标签聚合，
诸如全感官体验店、‘情趣体验’无人超市、盒马餐饮
便利店等都会进一步催生新的零售物种。”

新的服务商延展了零售的定义，各种直播、内
容店铺层出不穷。市场机会将由中间经销商向零售
业的服务提供商大规模转移。正如高红冰所言，“整
个供应链系统发生变化，消费者端的体验要好，要
买得爽”。

数字化程度也将进一步从消费者向零售商及
上游品牌制造商迁移，零售业互联网化转向工业互
联网化。大数据重新定义制造业，制造将基于新商
业基础设施和消费者需求，企业的生产能力、产品
打造、品牌设计都将围绕消费者进行。

“建立新的连接形式之后，互联网、电子商务、新
零售就不再是对立的格局，而是会被当作不同的互联
网场景来看待。”孙为民表示，PC 端、移动端、电视端、
路牌、店面等都是互联网的场景渠道。在此背景下，技
术和商品业态决定未来零售的变革。

孙为民补充道，过去被零售业争先学习的超市
和大卖场模式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尴尬的局面，这些
业态的再造是零售业业态创新的新方向。“大概会
朝着三个方向转变，会员店、精品超市、社区小店。”
那么，传统专业店到底朝什么方向发展？他提出两
点建议：一是在“专而精”的领域里延伸；二是聚焦

“小而美”带有创意性的产品。

网购:开启零售想像空间

今年是“双十一”电
商大促的第九个年头，
但人们对“剁手”狂欢的
热情却丝毫没有削减。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
显 示，11 月 11 日 ，主
要电商企业全天共产
生 快 递 物 流 订 单 8.5
亿 件 ， 同 比 增 长 29.
4%；全天各邮政、快递
企业共处理 3.31 亿件，
同比增长 31.5%。短时
间内集中爆发的消费
需求在造成快递业压
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
峻的环境污染问题。

当前，我国快递业
的包装物主要为快递运
单、封套、塑料袋、编织
袋、包装箱、胶带以及内
部缓冲物（填充物）等七
大类。这些材料大多属
于不可自然降解材料，
处理难度高，环境危害
大，引发的资源浪费问
题不容小觑。有数据显
示，我国包装物的总体
回收率不到 20%，其中，
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
不足 10%，这与发达国
家同类材料的回收利用
率相差甚远。

现实生活中，大部
分快递包装材料都是一
次性消费。塑料类包装材料因其可利
用性差、流程复杂、成本高几乎无人回
收；纸箱虽然在废品分拣回收行业中
受到更多“青睐”，但价格极低，回收点
过于分散，消费者缺乏“为其浪费过多
时间”的心理意愿，游商游贩成为快递
包装材料回收的主力从业人员，快递
包装物的规模化循环利用体系严重缺
位。散兵游勇般的粗放式作业不但效
益低下，难以形成产业动力，更容易造
成二次污染，进一步危害环境。

一个绿色环保的快递业是新零售
发展的要义所在，用“绿色”打包人们
的“买买买”盛宴势在必行。2016 年 8
月，国家邮政局出台《推进快递业绿色
包装工作实施方案》，提出“低污染、低
消耗、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
益”的绿色发展要求；指出到 2020 年，
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 90%以上，大幅
降低面单纸张耗材用量；大幅增加环
保箱、环保袋和环保胶带使用量，并推
广使用中转箱、笼车等设备，进一步减
少编织袋和胶带的使用量。不得不说，
这是一剂及时的“猛药”。当然，要真正
产生疗效，除了政策层面的积极举措，
更需要快递企业、电商平台、网店卖
家、消费者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发力。

随着物流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
似乎为快递企业解决“轻量包装”过程
中遇到的难题提供了突破口。据报道，
京东、菜鸟等大型物流公司通过开发

“耗材智能算法”技术可以有效优化货
物包装方案，使每一寸包装材料都尽
显价值。传统作业方式插上科技创新
的翅膀使快递包装中存在的资源浪费
问题变得更加可控。

于电商平台和网络卖家而言，发
展逆向物流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事
实上，今年“双十一”期间已有部分电
商推出循环快递箱。循环快递箱将正
向物流的末端与逆向物流的开端无缝
衔接，从而形成快递箱循环利用的流
通闭环，如若能在未来实现常态化，将
引起物流业包装模式的质变。

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在快递包装材
料回收利用中的意义尤其凸显。无论
硬件设备，还是软性的服务理念，在新
零售的催生下，物流业的发展必将更
加注重质量，电商货物的传递链路必
将更加智能。因此，消费者大可降低对

“宝贝”受损的担心。在“不差钱”的时
代，加一层薄薄的包装纸不会引起过
多成本负担，但“减之”则可能是大大
的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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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新零售，不得不提它的下游产业———物
流。当前，通过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链接功能，旧的零
售边界与渠道被打破，新的边界与渠道正在建立
中，在此背景下，“新物流”的概念应运而生。中国仓
储与配送协会副会长王继祥表示，新物流是新零售
的基础设施，“新型销售的核心是物流，没有物流保
证，新型销售就是空中楼阁”。

重构人货空间关系

“新物流的重点在共配，核心区域是城市，关键
点为服务。”王继祥介绍道。他将新物流的作用归纳
为五个方面：直供互联的通道透明化；品牌产品终
端的服务化；大数据优化分析的智慧系统为供求两
端提供支持；厂家———零售端———客户全链条物流
服务的互联网化；“最后一公里”快递化。

王继祥认为，新物流与旧物流的本质是一样
的，都是做好服务。他表示，新物流的发展方向一
定是四个维度，提高物流服务水平；为物流客户
创造价值；在既定服务水平基础上尽量提升物流
效率，降低物流系统成本；为物流企业（行业）创
造利润。

物流经历了以“经验备货”为特征的工业时代、
以“快递发货”为特征的电商时代，现在
将要进入以“数据备货”为特征的新零售

时代。王继祥分析了新
时代下物流的具体特
征，仓配社会化，线下实
体店将成为物流支点，
节点形态更加无形化；

供应链数据化，数据在整个链路中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前置布仓成为常态；B2C 物流取代 C2C 物
流成主流。

“菜鸟社会化仓储的骨干节点覆盖已经将
1000 公里的人货距离缩短至 200~500 公里。”王继
祥举例道，“未来，随着线下供应链的融合，电商供
应链将成为新供应链的一部分。数据不是颠覆原来
的系统，而是为新供应链赋能，人货之间的距离将
大大缩短。”

新物流即智慧物流

传统物流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共享、系统
不协同，物流体系不能互联互通，带来严重的资
源浪费。智慧物流的发展和物流标准化的推进将
带来多种颠覆性创新。在智慧物流体系中，感知
功能将基于物流实体要素的全程数据化，效率由
数据驱动。

“多主体多环节协作，物拥有自己的‘意识’，何
时走何时止，皆自知。”王继祥通过极具画面感的描
述阐释了智慧物流的目标状态。在他看来，压轴智
慧物流的核心技术依然是人工智能，他说：“最后，
能处理一定复杂问题的物流互动机器人开启智慧
物流的大门。”

新物流离不开标准化，标准化是物流系统互联
互通的关键。超文本传输协议标准的统一奠定了虚
拟世界信息流互联互通的基础，实体物理世界的物
流也需要互联互通。超越实体物流系统的统一标准
是打通物流体系的基础标准。物流中的“物”以“单
元”形态在各个物流系统间流动，物的单元化标准
是物流系统的接口标准，也是政府推动物流标准化
的抓手。

王继祥将物流作业流程简化为“五字诀”，即
分、合、搬、运、存，作业对象是物。从“物”的标准化
开始，他概括了物流标准的发展路径：“物”的包装
规格标准化；“流”过程的标准化；“链”的上下延伸
标准化；“网”生态的标准化。

仓储是物流的重要环节。随着共享经济的发
展，电子商务物流需求及线上线下融合的物流需求
同时释放，深度整合仓储资源、共享商品库存成为
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王继祥表示，仓储业自身也将走向互联网

化。一方面，通过仓储管理信息系统的普及、自动
存储与分拣设备的推广、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
术的提升，仓储管理智能化将逐步实现；另一方
面，以云计算、大数据为基础，构建仓储互联网平
台中央数据库，仓储资源逐步实现网上交易、网
上调度、实时跟踪与监控，仓储网点实现“云仓
储”管理。

新零售要求全新仓配模式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15 年，
国内 B2C 市场交易规模占 51.6%，C2C 市场交易
规模占 48.4%，网购电商中的 B2C 规模首次超越
C2C 规模成为主流，这对电子商务的仓配模式影
响巨大。

网购的市场变局要求新型智慧仓储。王继祥
表示，虽然都是电子商务物流，B2C 物流和 C2C
物流的体系却有本质不同。“C2C 物流需要有快
递前端的收件、集货、分拣、分拨等上游物流网络
体系，然后经过干线运输和多级分拣配送，最后
才到客户手里，仓储系统并不重要；而 B2C 物流
往往是品牌商提前直接将货物发送到各地电商
仓储系统或品牌商自有仓储系统中，客户采购订
单下达后，直接在临近客户当地的物流中心分
拣、打包，就近配送到客户手里，此时仓配一体化
成为主流模式。”

新模式提升了物流体验，降低了包裹运距，但
对仓储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王继祥说，B2C 仓配
一体化物流体系中，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得
到普遍应用，智慧物流系统已经成为电商企业网购
和新零售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各大电商巨头都倾
向于全面掌控 B2C 物流系统，与电商平台融合与
协同，实现统一运作与管理。

“京东、天猫等平台都要求各大品牌商使用自
己电商平台的仓储系统，实现对末端物流配送的统
一优化与运筹，发挥智慧物流的预测、优化、运筹、
集约等优势。”王继祥以国内两家电商巨头的物流
业务布局为例进一步说明，“目前，B2C 物流已经
成为京东与阿里两大集团物流市场竞争的主战场，
两大平台纷纷加大了 B2C 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
全面提升物流体验，推动智慧物流发展，市场竞争
开始加剧。”

智慧物流让距离不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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