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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压力下寻找新的零售增长机会 

 
(中国上海，2016 年 2 月 16 日) 全球领先的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洞察市场研究机构凯度消费者指

数(Kantar Worldpanel)最新报告显示，2015 年中国快速消费品市场销额增长较去年增长 3.5%，

而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速也放缓至 25 年来的新低。 

 

现代渠道(大卖场、超市和便利店)的增长趋势基本与整体市场相同，处于疲软态势，年增长率仅

为 3.3%。然而现代渠道中不同地区, 不同业态的增幅有显著区别。从城市级别来看，重点城市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省会级城市年销额增长仅为 1.4%, 而县级市及县，年度销额增长也放缓

至 4.4%。在不同业态中，大卖场在重点城市和省级市首次报告负增长（-1.5%）,然而在渠道下

沉,开设新店的推动下，大卖场在全国市场则有 4.1%的增长。凯度消费者指数预测在未来几年，

大卖场仍将在下线城市得到普及。 反观便利店这种“小而美”的业态在 2015 年继续保持强势

增长，在全国销售额增长 13.1%。 

 

国际零售商未能扭转颓势 

 

2015 年国际零售商的市场占有率继续有所流失，同比下滑 1.1 个百分点，在现代渠道中的占有

率下探至 13.4%，因此和本土零售商的差距继续拉大。中国零售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国

际零售商虽然努力寻找新的增长途径，但其优势区域(北上广成和省会级市)的消费不振，在下线

城市又遭遇本土零售商的强势竞争，以及电商巨头的挑战，因此依旧处于劣势。 

 

现代通路中的主要零售商占有率 – 中国城市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4 季度 

2015 年 

4 季度 

高鑫零售集团 7.0 7.5 6.8 7.6 

  大润发 5.8 6.2 5.5 6.3 

  欧尚   1.2 1.2 1.3 1.3 

华润万家集团 6.5 6.5 6.2 6.3 

  乐购 1.3 1.0 1.1 1.0 

沃尔玛集团 5.2 4.8 4.8 4.7 

家乐福 3.7 3.3 3.5 3.1 

百联集团 3.2 2.8 3.1 2.8 

永辉集团 2.0 2.2 2.2 2.4 

物美集团 1.6 1.6 1.7 1.6 

武商联集团 1.7 1.5 1.6 1.6 

SPAR 集团 1.3 1.2 1.2 1.1 

步步高集团 1.1 1.1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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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展望 

 

便利店业态仍将加速发展 - 便利店目前是中国零售市场成长最快的业态之一。尽管在南区的竞争

已经异常激烈，不过该业态在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还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有望继续保持两位数

的增长。同时中国的便利店也在不断尝试经营模式的创新，为顾客提供差异化的购物体验，特

别是在过去两年和电商的合作，承接了“最后一公里”配送服务。近日，罗森和武汉中百集团签

订了区域使用许可权协议，表明外资便利店通过互补优势迅速抢占内陆城市便利店市场的制高

点。 

 

下线市场需谨慎扩张，根据区域特点进行适应性的经营 - 现代通路在上线城市增长低迷，迫使

所有零售商都开始转向下线城市寻求增长机会，这必会引发更加激烈的市场份额大战。目前零

售商最快的成长方式仍然是攻城略地式的门店拓展。大润发在过去一年中强劲的市场表现，主

要得益于其在下线城市渗透率的显著提升，而眼光独到的新店拓展功不可没：在大润发 2015 年

开出的 31 家新店中，85%都在下线城市。然而凯度消费者指数的报告也指出下线城市的成长速

度也在明显放缓。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开店后零售商是否能真正做到以顾客为中心，根

据区域的消费特点和顾客需求，优化商品结构并开展最有效的店内促销活动，将成为致胜的关

键。 

 

规模更为重要，并购/合作将继续扩大 - 随着竞争的加剧和整体市场增长放缓，零售商必须扩大

规模以优化成本结构，提升他们在和供应商谈判中的优势。永辉在 2015 年通过对于联华部分股

份的收购，瞄准了联华仍居强势地位而人均消费力较强的华东市场。红旗通过兼并互惠超市，

使其在中国西部市场的份额也迅速扩大到 1.5%。尽管经历了过去数年的合并收购，中国零售市

场相对发达国家碎片化的格局并未得到根据改变，前十大零售集团在现代通路销售额中仅占不

到三分之一，因此区域零售企业之间的合作并购大戏在 2016 年仍将延续。 

 

实体零售商有待加强全渠道的购物体验 - 电商通路在中国快速消费品市场继续高歌猛进，在

2015 年销售额增长 37%。京东，天猫等电商巨头重视快速消费品对于电商购物频次和规模的贡

献，加大对节日促销投入和顾客转化力度。与此同时，为了赢回消费者流往电商渠道的花费， 

越来越多的实体零售商开始搭建自己的电商通路平台，依托跨境电商和移动电商的爆发性增长，

进行全渠道的转型。目前大部分的实体零售商在全渠道经营上还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无法真

正为消费者打造线下线上无缝连接的购物体验，因此在电商大战中还未能形成具有差异性的竞

争优势。 

 

<完> 

 

备注： 

1． 凯度中国消费者指数能够连续监测包括化妆品,食品/饮料和清洁产品等 100 多个家户购买的品类. 其城市样组覆盖

20 个省份和 4 个直辖市 (北京, 天津, 上海和重庆) 

2． 一二线城市/上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省级市 

3． 下线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县城 

4． 国际零售商指非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及香港的零售商 

 
 
 

关于 Kantar Worldpanel – 高清灵感™ 

 

CTR 是 Kantar Worldpanel 在中国的服务. 

我们是世界领先的连续消费者样组. 我们的全球资讯团队为您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以及专业的分析,为您带来在宏观和细

节上无与伦比的清晰洞察. 我们帮助我们的客户了解消费者, 他们使用什么,以及消费行为背后的态度.  

 

我们运用最先进的数据收集技术, 并且监测人与环境的最佳匹配. 我们专业于量化的数据 – 这些数据已经在本地及跨国快

消品品牌,自有品牌生产商,生鲜食品供应商,零售商,市场分析以及政府组织中成为硬流通. 我们不仅限于杂货零售; 我们的

固定样组还在娱乐,通讯,汽油,服装,个人护理用品,美容,婴儿和食品上具有多元化覆盖. 

 



 

我们的数据使我们与众不同. 我们提供分析,洞察,预测以及建议,让您以全新视角进行理解并为您的业务激发成功.. 

 

我们在帮助企业塑造战略和管理决策方面拥有超过 40 年的经验; 我们了解购物者和零售商的动态; 我们探索产品,品类,区

域以及贸易环境的增长机会. 

我们目前在 50 多个国家都拥有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在其中大部分领域都是领导者 –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本地,区域以及

全球范围提供激发灵感的洞察. Kantar Worldpanel 的前身为 TNS Worldpanel. 

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kantarworldpanel.com 或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KWP 消费者指数：

http://e.weibo.com/kantarworldpanel 

 

关于 CTR 

CTR 是中国领先的市场调查公司, 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和 Kantar 集团合资的股份制企业, 世界最大的洞察,信息和市场

调查网络之一. 作为中国的首要供应商, 我们整合我们的本地专业知识与前沿技术研究和创新思维, 以满足客户对于全方

位监测媒介智讯的需求. 我们分析消费者对于各类媒体营销活动的反应; 提供消费产品和市场的深度剖面, 以及零售服务

管理策略.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trchina.cn 或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CTR 洞察中国：http://e.weibo.com/chinainsight 

 

CTR 专注于研究瞬息变幻的中国市场，服务聚焦品牌广告传播、媒介经营管理和消费者洞察三大领域，层层透析品牌营

销传播全过程。作为挖掘数据的专家，我们从海量数据信息中分析、解读和预测市场发展和消费者行为及态度的变化，

并凭借国际化的视野、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睿智的专家团队，洞悉大数据时代的挑战，挖掘数字背后的潜力，洞察趋势外

无限的商机，激发决策灵感！这就是洞察的力量，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更懂中国。 

 

洞察中国是 CTR 品牌的核心价值，旨在分享观点、洞悉趋势、展望未来。帮助企业、品牌了解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

助力企业和品牌赢在中国！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trchina.cn 或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CTR 洞察中国：http://e.weibo.com/china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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