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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食杂店、小卖部再到便利店，作为零售行业中古老
的业态之一，便利店作为“邻居业态”存续了数百年，如
今，却站上以线上和到家零售业态为代表的第三次零售
革命时代的“新风口”。

近一年来，厦门新开了2264家便利店，超5年来新
开便利店总数的1/3。炙手可热的便利店成为许多人投
资经营的香饽饽。厦门的一名便利店投资者黄先生加盟
了2个新品牌网红便利店，事实证明，这是一笔精明的投
资——半年以来，加盟便利店再转手，已经给他带来了超
过20万元的经营收益。投资古老的便利店业态，凭什么
能赚“风口”的钱？他将原因归结为大环境、大资本、大扩
张，还有新体验带来的流量效益。

厦门便利店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来源于特区先
行先试政策环境的沃土：2020年，我市商务局等12个部
门联合出台《厦门市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实施方案》，
全链条鼓励便利店加快品牌化连锁化发展步伐；去年，市
商务局又印发《厦门市促进消费增长若干措施》，对本市大
型连锁便利店及生鲜便利店企业新开门店予以奖励，单家
企业合计最高奖励金额达200万元；同时，市商务局等13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厦门市生鲜便利店发展若
干措施》，全面助推厦门成为全国首批入围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试点的城市。既“筑巢引凤”又“固巢养凤”——今年，
我市共兑现便利店品牌连锁企业补贴275万元。

便利店的发展绝不是简单的加盟游戏——在资本及
行业资深管理企业的“加持”下，厦门的便利店品牌按下
了全面扩张的“加速键”。

福建企业三福百货获得日资便利店7-Eleven在福
建地区的特许经营权，7-Eleven在2021年底挺进厦门，
开出首批3家门店。这也是继2019年福州品牌六意、万
嘉等便利店进驻厦门之后，又一来自福州资本的便利店
进驻鹭岛。7-Eleven岛内岛外并重拓店，尤其是集美区
数量较多，截至7月底，7-Eleven在厦门已开出11家门
店，还有数家在围挡装修中。

2022年1月，LAWSON正式接盘“天虹微喔”，通
过资产收购及开放加盟的方式在厦门多点开花。今年6
月1日，LAWSON厦门首批8家门店齐开，这也是福建
的首批门店——在当天的开业仪式上，华南、西部地区总
代表，广东、深圳罗森总经理藤原孝司介绍，今年LAW-
SON将在厦门布局100家门店，LAWSON的IP门店将
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厦门市场，未来二三年，厦门及近郊
地区计划达到500家门店的规模。短短两个月，LAW-
SON已在厦门开出19家门店。

“邻几又添新成员，这是7月份在福建新开的第4家
门店——集美印斗路店”。7月份，邻几福建区域负责人
邱孝念第四次在朋友圈里晒出邻几的新店，他用这种方
式传递邻几跑马圈地的速度。这个来自安徽省的知名便
利店品牌，6月21日在厦开出首批16家便利店后，宣告
区域总部花落翔安区，之后1个月内，邻几在厦门新开3
店，连锁矩阵数量达到19家。

“新”网红便利店花式入局，本省、本市的“老”资深便
利店也燃起烽火，准备迎战。2016年，珍熙便利店开始在
厦密集开店，2021年7月，六意与珍熙合并运营，六意顺道
进入地铁经营。本土知名品牌见福在数量上也已达到近
600家，仍然马不停蹄加快圈地，半年来新开近20家店。

便利店
这把“火”
或应烧得
更理性

从占风口到拼赛道，从
井喷式融投资到烧光千亿离
场，从万众拼团到平台没落
……近几年来，“线上+线下”
社区团购的热潮退去，画出
了一条从起高楼，宴宾客，到
黯然离场的行业“抛物线”。
而让人意外的是，模式更为
传统、业态更为朴素的便利
店行业，却在新零售时代，展
现出了非凡的韧性，在多重
元素的共同推动下，进入了
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可以肯定的是，如今，厦
门便利店行业迎来春天，进
入了百花齐放、充分竞争的
时代，采访过程中，面对一摞
摞发展数据，折射出的，有行
业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有
经营表现的好坏不一，也有
烧完资金后资本的抽身离
场。

在磐基附近的新景中心
B 栋，沿街店面齐刷刷地立
着见福、邻几、罗森、十分四
块便利店招牌；而同在新景
中心的 C 栋，与 B 栋仅相隔
数百米，第二家罗森又映入
眼帘……如今，这种“便利店
一条街”乃至同品牌扎堆的
现象其实并不新鲜，甚至是
随处可见。正所谓“七分选
址,三分经营”，但似乎在快
速扩张的圈地铁蹄之下，品
牌对门店网络的规划、选址
硬件的要求不再坚守。

而让许多业内人士担忧
的是，当年轻人的新鲜感不
再，当资本的热情退去，便利
店之争的白热化，品牌加盟
的野蛮生长，会不会让我们
的城市从便利店从业者口中
的“发展天堂”变成品牌混战
的“焦土之城”。

2021 年，厦门市成功入
围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试点地区，厦门正积
极培育一批跨区域发展的品
牌连锁便利店企业——提高
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智能
化水平；打造一批高品质的
品牌连锁便利门店；全面提
高消费环境和服务品质。这
三个“高”标准，或是我市便
利店行业的发力维度。

便利店作为高速发展的
社区商业的重要业态，在铁
马金戈拓土开疆的同时，也
应该持续关注选址布点、优
化商品、数字化和智能化提
升、加快融合发展，精准触达
和优化服务，从春华真正迈
向秋实。

面对LAWSON、7-Eleven的品牌
光环和邻几背后的资本推举，本土便利
店陷入了发展思考：第三次零售革命已
至，面对新零售和新品牌的夹击，如何在
品牌和资本的强大攻势下保持优势，突
围提质？

一个“融”字开启了便利店发展的新
时代。

“便利店门店的数量只是前端，而决
定发展潜能和实力的，则是仓储和配送
体系。”厦门市商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林雄彪认为，无论是熟食还是鲜
食，越靠近消费者，轮转的速度越快，就
越能带来良性连锁效益。“本土品牌便利
店，也正在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链条的
融合尝试突围。”

2020年，我市出台《厦门市直播电
商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对符合
条件的直播电商基地给予每年100万元
的奖励，见福在全市便利店企业中率先
试水，建设福客电商直播基地，进一步提
升零售数字化水平。在新零售的带动
下，见福便利店先后获得红杉资本和京
东集团的投资，建成投用一座总建筑面
积11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园区。这个产
业园涵盖了多温带仓储物流配送中心、
鲜食工厂、烘焙厂、OEM工厂、生活配
套中心、研发楼等，配送中心预计可以为
5000家以上门店提供物流。

单店日营业额近50万元——去年
12月17日，7-Eleven在中华城阳光街
入口的厦门首店，创造了这样一个业绩
神话，刷新了华东区域便利店营业额的
历史纪录。年轻人不惜花上半个小时等
候，只为了试新打卡。

便利店凭什么吸引巨大流量，获得
年轻人的追捧？

“一起听过的歌，吃过的饭，看过的电
影，逛过的街，来过的便利店……这些打
卡都是美好的生活体验。”一名在便利店
买三明治的90后顾客说。

创新，是便利店品牌之争的关键。
“便利店不再是销售商品的食杂店，

它是生活方式中重要的场景，品牌之争、
品质之争、潮品之争已成为便利店商战
中的核心竞争。”7-Eleven福建特许经
营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提升竞争力，
不仅包含价格战、首发战，还有供应链带
来的综合效益及品牌溢出效应。

该负责人表示，聚焦提升新鲜感、质
感、体验感、融合感，7-Eleven开发并打
造首发的网红产品，整合跨界合作的独创
IP延伸到服务中，消费者可买到数千种商
品和数百种新品牌、IP首发品牌。

数据显示，无论是7-Eleven还是
LAWSON，网红便利店有80%左右的首
发品牌，同时，各种网红IP联名也成为吸
引年轻人的新战场，网红餐饮，也成为吸
引流量的一大法宝——而这些都是对品
牌便利店资本、实力、人才、供应链的全
面考验。

融入商圈是另一种重要的“打法”。
7-Eleven首店落户中华城，LAWSON
便利店首店开在国贸银泰……在各大商
圈，便利店品牌毗邻而立的景象随处可
见。之前便利店较多开在社区，现在更
多便利店融入了各大商圈中，占据商圈

“C位”……其背后的逻辑，仍然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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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分析，知名购物中心有助
于吸引更多消费的主力和营销的主要受
众——年轻人。特色商圈，进驻首店，网
红时尚，便利生活，这些要素的组合碰
撞，带来新提升和新商机，可以展现一个
更高的发展维度。

从社区服务到如何展示品牌，便利
店进一步融入了我市的商脉。近年来，
购物中心通过不断引入新场景、新业态，
给消费者带来新鲜感，满足消费者需
求。如今，网红便利店品牌也成了各大
商圈争相引进的“潮牌”，随着便民生活
圈的打造，夜经济的发展，便利店的外延
和内涵不断提升，品牌便利店正在成为
购物中心竞争的新标配。

对于便利店来说，与知名购物中心
融为一体，提升了便利店的品牌形象，打
造时尚场景氛围，同时带来更多“潮链
接”，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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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鲜食者得天下，当前，我市鼓励便
利店内设置就餐、休闲区域，推进便利
店+餐饮休闲，提高便民服务水平。最
近，荟盈星街与美宜佳跨界融合，打造的
美宜佳鲜食便利店即将开业；见福从发
力便当到紧盯预制菜，举办预制菜论坛，
已经拥有“咖沸”“美食家”和“羡食生活”
等自主品牌，以硬实力强化了自身核心
优势；十分便利店则有“食芬”烘焙和“十
分咖啡”等拳头产品……

“融合多维度服务，增加搭载与便
利度也成为便利店发展的趋势。”国
际商业地产知名顾问机构戴德梁行的
福建区域总经理、高级执行董事潘育
敏说，今年，厦门市发出首张面向连锁
便利店经营乙类非处方药的《药品经
营许可证》，强化了便利店的服务功
能。同样，融入便利店的厦门“e政务”
便民服务站点也是如此——便利店搭
载金融、快递、旅游、维修等商业服务
项目，叠加政务和公共服务种类，更有
代收代缴、代收代发、打印复印、洗衣
家政等便民业务……毫无疑问，便利
店发展体现一个”融”字，为市民提供
了更便利的生活，也让便利店找到了
发展密码。

不少便利店成了年轻人打卡的地方不少便利店成了年轻人打卡的地方。。

市民在便利店内使用市民在便利店内使用““ee政务政务””。。

7-Eleven、六意、万嘉、见福、邻几等纷纷落户扩
张，LAWSON计划两三年再开数百家

网红IP联合网红餐饮打造时尚场
景，让便利店受到年轻人追捧

鲜食、卖药、电商直播、提供更多便
民服务，便利店正更加贴近生活

2022中国便利店大会计划在厦
门举办。这一行业盛会为何选在人口

规模不大、地处东南一隅的厦门？记者调查发
现，近两年来，以 7-Eleven、LAWSON（罗森）、邻几

等为代表的网红“新”便利店花式入局，大举拓土；以见福、
美宜佳、十分、六意等为代表的知名“老”便利店铆足干劲，提质增

效，融合升级……风起云涌的厦门便利店“江湖”吸引了各路玩家的杀入，
在资本、圈地、品牌、创新、供应链、服务、产业链延申等方面拉开商战，掀起了一场

场争夺。一组数据可以说明：2021年，厦门便利店发展指数位居全国39个重点城市榜首；
近一年来，新开便利店2264家。从品牌化连锁化发展步伐持续加快到被全国行业誉为“便利店

天堂”，在第三次零售革命的今天，厦门便利店“老业态”为何能站上“新风口”？传统行业又凭啥跃居零
售“网红顶流”吸引年轻人？面对新零售和新品牌的夹击，老牌便利店如何在品牌和资本的强大攻势下保持优

势？本报记者带您走进厦门便利店硝烟暗战的“江湖”。

本版文/本报记者 沈彦彦
通讯员 商流 陆展翅

本版图/本报记者 张奇辉(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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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城市便

利店指数显示，在全国

39 个重点城市中，厦门

便 利 店 发 展 指 数 位 居

榜首。

其中，连锁便利店饱和度较

高，每 3443 人就有一家便利店；

2020 年 厦 门 市 的 便 利 店 数 量 增

长率达到了 7.1%，为所有城市中

发展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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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景中心便利店一条街新景中心便利店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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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厦

门 新 开 2264 家 便

利店，超 5 年来新

开 便 利 店 总 数 的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