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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便利店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一章

。首先介绍了全球零售业运行动态、中国便利店产业发展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便利店产

业运行的现 状，然后介绍了中国便利店产业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便利店产业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便利店产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便利

店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便利店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商业壁垒被打破一些大型零售企业跨过有形的国界

在全球范围内开疆越野，构筑起自己的商业王国。 

    到2013年在《财富》杂志一年一度的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沃尔玛以4691.62亿美元的营

业额居世界第2位，家乐福以1059.96亿美元的营业额位居世界500强第59位，乐购以1044.25亿

美元的营业额位居世界500强第63位。&ldquo;三大零售巨头&rdquo;的发展轨迹为我国乃至世

界零售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启迪。 

 

    注：2013财年数据截止至2013年1月31日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目前沃尔玛在海外市场开设店铺6148家，当中中国市场总计393家，其在相邻市场墨西哥的

渗透程度最强，目前沃尔玛在墨西哥市场门店数量高达2353家。 

沃尔玛海外市场布局：家                                          零售             批发             其他             合计                       

       非洲             279             98             &mdash;             377                               阿根廷             94            

&mdash;             &mdash;             94                               巴西             461             86             11             558                

              加拿大             379             &mdash;             &mdash;             379                               中美洲             640  

          2             &mdash;             642                               智利             327             &mdash;             2             329        

                      中国             385             8             &mdash;             393                               印度             &mdash;         

   20             &mdash;             20                               日本             372             &mdash;             66             438             

                 墨西哥             1,840             142             371             2,353                               英国             564            

&mdash;             1             565                               海外总计             5,341             356             451             6,148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随着便利店企业加快布局，其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经营同质化问题首当其

冲。大部分便利店经营的商品从品类到品牌和超市均无大的差异，相对于大超市而言，便利

店规模较小，运营及物流成本较高，因此在价格上必然没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就业态内

部而言，除了标志不同和个别食品的差异之外，便利店同质化现象也很明显。 

    同质化经营造成便利店的重复建设和同业竞争的加剧，不利于整个业态的长期发展。因此

，便利店经营的关键不在于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而更应该关注差异化经营。考虑到便利店

企业特殊的性质和经营环境，依据门店所处的不同地段，具体将目标各户定位于居家顾客、

学生族、白领、司机等人群，深入挖掘特定类型的顾客需求，形成竞争优势。 

第一章 2012-2013年全球零售业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2-2013年世界零售业发展总体分析 

一、当代国际零售业的特点 

二、跨国零售商海外市场的进入模式和选择 

三、西方零售业态发展的两个理论分析 

四、国际三大零售巨头发展历程及启示 

第二节 2012-2013年中国零售业运行走势分析 

一、中国零售业发展变化解析 

二、中国大型零售企业的成长探讨 

三、中国农村零售业发展探析 

第三节 2012-2013年中国零售业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第二章 2012-2013年世界便利店产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2-2013年世界便利店产业发展概况 

一、世界各大便利店集团将在中国展开争霸战 

二、世界最大的便利店企业加快步伐抢滩北京市场 

三、全球便利店7-11店铺总数居全球第一 

第二节 2012-2013年世界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便利店分析 

一、美国是便利店的发源之地 

二、英国的便利店行业现状 

三、日本便利店经营的发展分析 

四、台湾地区便利店行业的发展 

第三节 2014-2019年世界便利店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章 2012-2013年世界知名便利店运行透析 

第一节 日本伊藤洋华堂 

一、便利店基本概况 

二、日本伊藤洋华堂的经营特色 

三、日本伊藤洋华堂公司的食品物流系统 

四、日本伊藤洋华堂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第二节 7－11便利店 

一、便利店基本概况 

二、7－11便利店的配送系统 

三、7－11便利店经营特色分析 

四、7－11便利店在华运行情况分析 

第三节 日本罗森株式会社 

一、罗森基本概述 

二、罗森经营特色分析 

三、罗森在华投资历程 

第四章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超市、便利店管理通用要求 

二、我国将采取七大措施搞活流通扩大消费 

三、便利店相关政策影响分析 

第三节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五章 2012-2013年中国零售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2-2013年中国零售业概述 

一、零售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分析 

  

    201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307亿元，比上年增长14.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12.1%。2012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33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5.2，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3.5%。从环比看，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3%。从数据来看，我国的消

费能力还是很强的，预示着我国仍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挖掘，随着社会保障体系、住房、

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完善，以及80后、90后年轻一代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我国的消费观念将

发生巨变。 

    零售业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各门类中，排名仅次于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超

过4000万人，安置了约占10%的城镇就业人员，就业人数排在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之后的第三

位。除了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之外，由于批发零售业是连接生产者和使用者的桥梁和纽带，

处于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环节，对各种影响因素的反映敏感度要高于其他行业，因而其发展

变化轨迹可以作为观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零售业在国民经济中一直处于下游产业的位置，因此在传统思维中，零售业应该处于工业

的从属地位。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当市场到达供大于求的阶段时，零售业的地

位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现实生活中，零售业迅速占据了产业链的主导地位，并具备

了控制市场、决定生产、影响金融的作用。零售企业拥有三种宝贵的市场资源：客源（顾客

）、商品（存货）和空间（货架），我们客源同城为通道资源，它是市场经济中最稀缺的资

源之一。因此零售业可以通过采购渠道的整合控制市场命脉，决定制造业的生产、定价等经

济行为；零售业的另一重要优势是掌控大量现金流，从而影响着金融市场的稳定。正因为零

售业具有如此渗透力，它已经成为全世界财富聚集最快的行业。  

二、中国零售业表现可圈可点 

三、中国零售业步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四、中国零售业发展变化解析 

五、我国便利店盈利水平大幅提高 

第二节 2012-2013年中国农村零售业发展探析 

一、我国农村零售业发展的特点 

二、中国发展农村零售业的必要性解析 

三、国内农村零售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我国农村零售业发展的策略 

第三节 2012-2013年中国大型零售企业运行分析 

一、中国大型零售企业发展的五大特点 

二、大型零售企业主要商品销售情况分析 

三、大型零售企业改革6大举措 



第四节 2012-2013年中国零售业热点问题及策略分析 

一、中国零售业的弊病 

二、中外零售业发展的差距 

三、我国零售业发展面临的人才危机 

四、中国零售业健康和谐发展的措施 

第六章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发展现状 

一、国内外便利店成功案例分析 

二、对中国便利店发展的思考 

三、我国便利店盈利水平大幅提高 

四、中国便利店市场探索分析 

第二节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市场暗战连连 

第三节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我国便利店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便利店发展的四大建议 

三、便利店经营策略分析 

第七章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选址与营销策略探讨 

第一节 便利店环境与选址策略 

一、商圈确定 

二、店址选择 

第二节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的产品策略 

一、提高门店的商品陈列利用率 

二、正确进行商品类型的选择 

三、避免货架存在大面积空位 

第三节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的分销渠道策略 

一、建立网络配送系统，统一配送 

二、提高商品周转率，减少库存 

三、便利店的价格策略 

第四节 2012-2013年中国加油站便利店产品策略 

一、商品选择与配置 



二、根据商品相关性确定替代品 

三、商品的创新 

四、货架陈列及店面设计 

第八章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便利店之竞争力分析 

二、便利店竞争格局成型 

三、便利店支付竞争潜伏于未来 

第二节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日本便利店进入新的竞争时期 

二、上海便利店竞争白热化 

三、加油站便利店竞争展开 

第三节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竞争策略分析 

一、便利店竞争中何以突围 

二、便利店竞争赢在高效物流配送 

第九章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优势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上海可的便利店有限公司 

一、便利店概述 

二、上海可的便利店有限公司数据分析支持系统的建设 

三、可的便利历年营业额增长 

四、可的便利历年代收公用事业费金额 

第二节 上海联华快客便利有限公司 

一、快客便利基本概述 

二、联华快客京城站稳脚跟 

三、快客便利经营策略分析 

第三节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一、便利店概述 

二、超市发便利店经营特色分析 

三、超市发便利店最新动态分析 

四、超市发主要便利店列表 



第四节 喜士多 

一、喜士多基本概述 

二、喜士多缠斗7-11 

三、喜士多中国分布图  

    上海喜士多便利连锁有限公司主要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华东、华南等地区。华东区主要有

杭州、苏州、昆山、无锡设立分公司，近年，拓展至宁波、绍兴、嘉兴、常州、张家港；华

南区于近年成立广州喜市多便利连锁有限公司，拓展至深圳、佛山地区。 

  

四、喜士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五节 东莞市糖酒集团美宜佳便利店有限公司 

一、美宜佳基本概述 

二、美宜佳市场定位 

三、美宜佳发展战略 

四、美宜佳发展规模 

第六节 大连太阳系便利店 

一、太阳系基本概述 

二、太阳系便利店分布 

三、太阳系最新资讯 

第七节 千家伴 

一、千家伴基本概述 

二、千家伴公司快讯 

三、千家伴超市市场推广策划方案 

第八节 其它知名便利店分析 

一、深圳市百里臣连锁便利店 

二、东莞市喜洋洋连锁便利店 

三、东莞市百川便利店有限公司 

第十章 2014-2019年中国便利店产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4-2019年中国便利店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中国发展便利店的前景广阔 

 



    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住房改革步伐的加快，使我国城市住宅产业的发展势头迅猛，引进中小

超市、便利店入住社区，为居民提供一体化、品牌化的零售服务成了日益强烈的行业需求。 

    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如北京、上海、深圳）及有关部门，已认识到便利店将成为继超市后

发展最为迅速也是最有前景的零售业态，已纷纷出台有关支持性政策措施，加速便利店业态

的发展。 

    根据我国目前城市发展状况，便利店还处于市场导入期，便利店所赖以生存的市场利基在

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便利店发展的条件还不成熟。我国经济发展不均

衡，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大城市，已经具备了发展便利店的充分条件，便利店在这些城市有

着较好的发展前景。原因如下：超级市场、连锁经营的较充分发育为便利店的产生创造了条

件。便利店是超级市场较充分发展后的继起的业态，在我国大多数发达城市，经过近几年国

内外零售商的激烈竞争，对超级市场的发育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目前超级市场的运作日趋

成熟，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顾客群，为便利店进行进一步的市场细分创造了条件。同时，

连锁经营在我国已有了较成熟的运作经验，在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管理诸方面积累了较丰富

的经验，可为便利店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城市规划及房地产业的发展为社区消费者的相对集中创造了条件。我们常说的便利店一般

指的是建立在居民社区里的小型商店，可以弥补超级市场的不足。但便利店由于营业面积小

，商圈不大，一般在500 米以内、顾客步行十分钟以内可到达的范围，为保持便利店的营业额

，必须有相对集中的收入水平达到便利店消费底线的居民区作为选址目标。我国一些经济发

达城市进行的大规模新城区规划与老城区改造，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为收入水平相当的消费

者进行相对集中居住创造了条件。这使得便利店能够从中选择符合自己目标顾客条件的社区

作为选址目标。 

二、便利店的发展趋势分析 

三、便利店经营方向分析 

第二节 2014-2019年中国便利店产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便利店产业规模预测分析 

二、便利店需求预测分析 

三、便利店竞争格局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4-2019年中国便利店产业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一章 2014-2019年中国便利店产业投资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2-2013年中国便利店产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4-2019年中国便利店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中国发展便利店的必要与优势 

二、便利店赢利的基础分析 

三、便利店市场的投资前景看好 

四、便利店在危机中迎来新一轮投资热潮 

第三节 2014-2019年中国便利店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物流配送风险 

三、进入退出风险分析 

第四节 博思数据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全国粮食产量及其增速 

图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图表：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 

图表：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情况 

图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情况（%） 

图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人口及其自然增长率变化情况 

图表：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201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 

图表：2014年中国GDP增长预测 

图表：国内外知名机构对2014年中国GDP增速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 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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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sidata.com/maoyi1403/V35043GMKW.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