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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增速放缓，连锁零售行业也迎来了自身的变革时代。2012 年中国连锁百

强销售规模达到 1.8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增速为历年最低。零售业人工、物流等各类成

本高企，使行业利润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电子商务正通过低廉的价格、便捷的支付、上门送货等

周到服务迅速抢占传统零售市场份额。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连锁零售企业主动或被动地调整发

展模式，以期在不断变换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发展乃至基业常青。 

尽管行业竞争激烈，连锁百强中依然有一部分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表现突出，连续三年上榜并保

持领先，而这些企业在战略运营和与资本市场对接等方面都体现出一些共同特质。战略层面，他

们更倾向于向多业态发展，在保证优势业务市场份额的同时，不断拓展其他业务领域，实施多元

化扩张道路；运营层面，他们普遍重视技术对业务流程和运营的优化，通过引入实施 ERP、

CRM 等系统不断提升企业内部的运行效率，并且从原来的单纯扩大规模抢占市场转为提升门店

效益和盈利水平；他们还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利用资本市场规范自身发展和整合行业资源。这些

企业持续进行战略经营方面的调整与创新，不失为领导变革的典范。 

变革的勇气来自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未来中国连锁零售行业的发展主要呈现五大趋势。第

一，新型城镇化将为零售带来新机遇，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城镇居民比重上升带来的消费结构改变，

以及三、四线城市与中小城市消费能力的提升。第二，多业态经营渐成主流，并将在未来几年持

续发展。第三，全渠道无缝购物兴起，网络与传统零售渠道相互融合，将消费者在各种不同渠道

的购物体验无缝对接。第四，移动应用引领实体零售变革，消费者利用手机协助购物会渐渐成为

一种消费习惯，未来移动应用对店面销售的影响程度将继续加深。第五，零售与资本融合依然活

跃，VC/PE 资金涌向网络零售的同时，产业资本频频收购传统零售资产，零售业的整合也将持续

进行。 

本报告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德勤中国联合发布，结合本次调研数据和德勤研究方法论，对超市、

百货、便利店以及专业店四个主要业态过去一年的经营情况进行分析并总结其发展趋势。中国连

锁经营协会 2013 年初发起对中国连锁行业及企业的调研，共获得 192 家有效企业样本和 108 个

典型店铺样本，并于 2013 年 4 月发布中国连锁百强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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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环境变化及影响 

1.1 宏观经济变化及影响 

伴随着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余波蔓延，国际经济环境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全球总需求结构出现

收缩式调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地位明显下降，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各国

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抵御经济下行压力。作为新兴国家代表的中国，其消费者信心指数1虽然小幅波

动，但依然领先于发达国家（图 1.1）。 

图 1.1：各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数据来源：Wind、德勤分析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从 2012 年第二季度开始，GDP 一直保持低于 8%的增速。预计 2013 年

中国 GDP 增长将低于 8%的预期，保持低速增长。 

图 1.2：GDP 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德勤分析 

                                                      
1 消费者信心指数（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CCI）是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

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是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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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社会融资总量2快速扩张，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行业专家预

计，2013 年社会融资规模将达 16.5 万亿元，增速约为 17%，企业融资向好趋势不变。 

图 1.3：社会融资总量（亿元） 

 

数据来源：Wind、德勤分析 

《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报告(2013)》预测 2013 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上涨 3%，PPI(生

产者物价指数)将下降 1%。随着国际市场流动性增强，国内经济复苏势头延续，未来 CPI 将趋于

小幅波动，通胀压力仍不能轻视；而 PPI 将缓慢回升，工业领域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并不大。 

图 1.4：CPI 与 PPI 当月同比对比 

 

数据来源：Wind、德勤分析 

中国国民消费结构处于升级转型的过程中，即从以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向以住、行、教育等

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过渡，高端消费品市场在中国也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与此同时，中国

消费者的消费渠道更加多元化，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购物方式。在 2012 年 11 月 11 日

淘宝天猫平台的网络购物节当天，网购交易总额创下 191 亿元的纪录，这一数字相当于香港三周

的零售总额，由此可见中国消费者的巨大消费潜力和网络购物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 

                                                      
2 社会融资规模是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新概念，反映的是实体经济从整个金融系统获得的融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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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中国制造业增长乏力，人口红利正在逐渐递减，但根据统计数据，在 2020 年以前，总

供养系数在 60％以内（与发达国家 1995 年的总供养系数相近），说明我国仍然处于发展经济的

黄金时期。如果能在这一段时间内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将为适应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 

简而言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明显，而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模式将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 

 

1.2 近期政策变化及影响 

食品安全 

尽管食品消费在居民消费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但食品零售仍然是零售行业的重要支柱。食品安全

事故频发，促使地方政府纷纷加强相关立法。《北京食品安全条例》于 2013 年 4 月 1 日正式实

施，条例针对特大型消费城市的特点，借鉴香港等地按行业类别发放食品牌照的经验，将食品生

产经营细化 19 种，建立食品安全信用信息平台，统一归集、公布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警示信息和良好信息。同时将食品许可、日常监督及违法行为查处等信息纳入信用档案，依据食

品生产经营者的信用状况确定管理重点和频次。对构成犯罪的严重失信者将实行行业禁入。重庆

也将《重庆市食品安全条例》纳入今年立法计划预备项目。 

政府监管方面，现有的多部门（如质监局、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管理总局、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等）共同负责的结果往往导致权责不明。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食品药品管理总局，或将

推动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必要整合，通过权责统一提高监管效率。 

食品安全标准方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正在修订与清理食品国家标准，并启动近 5000

项食品标准的清理整合。预计到 2015 年，中国将形成比较完整的、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网络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网络发票管理办法》于 201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网络发票是指纳税人通过

互联网，使用税务机关提供或认可的网络发票开具系统开具的普通发票，其体现形式仍为纸质。

网络发票与传统发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成本低、填开数据真实、便于发票真伪查询、有利于税收

征管等方面。《网络发票管理办法》也提出，如果省以上税务机关在确保网络发票电子信息正确

生成、可靠存储、查询验证、安全唯一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试行电子发票。目前围绕电子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牵头组织实施电子发票试点工程，并已经在深圳、青岛、南京等地开始进行试点。 

虽然网络发票并非针对电子商务征税，但电商确实在其推广实行的范围内。同时，网络发票能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电商的收入情况，为税务机关征税提供重要依据。然而，如何对电商征税，特别

是考虑到目前占商户绝大部分的小微商户的利益，这里仍有许多技术层面问题尚未厘清。电商征

税政策预计短期内难以落地。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7 号）规定，可能造成每个单店作为纳税申报单位，极不利于连锁企业集中纳税政策

的落实。在这个规定下，每个单店作为独立的纳税单位，就必然要增加相关工作量，从而增加连

锁企业的管理环节和费用，使得部分连锁企业的经营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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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零售行业发展概览 

2.1 零售行业发展放缓 

2013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延续放缓趋势 

2012 年初，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十二五(2011-2015 年)促进零售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十二

五时期的商品零售规模保持稳定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零售业增加值都将保持年均增

长 15%。而从实际情况来看，2012 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20.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3%，

低于预期水平（图 2.1）。进入 2013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仍延续放缓趋势，2013 年 1

到 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为 12.5%。随着出口下降，国内市场受到更多关注。长期来

看，伴随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以及城镇化改革的推进，国内消费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 

图 2.1：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零售业增速为近年来最低水平 

2012 年中国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 9.3 万亿，同比增长 19%，为十年来最低增速。观

测“李克强指数”（即 2010 年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了一项用于评估中国 GDP 增长量的

新指标，由工业用电量、中长期信贷余额和铁路货运量构成，三者权重分别为 40%、35%和 25%，

这一指数已受到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认可）可发现，今年以来，“李克强指数”持续

下滑，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仍然疲弱，零售业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仍将低速运行。从企业运营角

度来看，全国百家大型零售企业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也降到六年来最低水平，增长仅为 10.8%。

企业增长乏力既反映了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也是企业发展方式需要转变所释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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