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辉超市预亏27.4亿元、步步高预亏至少13亿元……

传统商超式微，如何破局？
或巨额亏损或盈利减弱

作为国内连锁商超巨头，永辉超市
的业务覆盖29个省份，550个城市，业
内常常以“中国版沃尔玛”相称。2010
年在A股上市，十几年来迅速成长，经营
业绩一路高歌。

永辉超市首次营收巨亏出现在
2021年。财报显示，2021年，永辉超市
营业收入910.62亿元，同比下降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39.44亿
元。2022年亏损仍在持续。永辉超市
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
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亿元。

对于业绩预亏，永辉超市表示，其亏
损主要是受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6.4亿元、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长期
资产减值6亿元、全年科技投入约7亿
元、以及疫情等因素影响。

另一方面，去年以来，闭店风波也缠
绕着永辉超市。2022年8月，两家已经
开业十几年的福州老店关店引发了广泛
关注，随后“永辉超市三年关近400家
店”的话题也冲上热搜。据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发布的中国超市百强数据，永辉
超市2020年减少了18.6%的门店，2021
年更是再度减少7%，至剩下1090家。

另一家2022年预亏超10亿元的是
步步高。公开信息显示，步步高集团创
建于1995年，2008年子公司步步高商
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是
中国民营连锁超市企业首家上市公司。
近几年来，步步高同样也陷入了发展困
局。有业内人士分析，自2012年开始，
步步高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跨省扩
张等战略也增加了企业负担。根据步步
高披露的2022年业绩预告，公司预计当
年实现归属净利润亏损13亿-19.5亿
元，而上年同期亏损为1.84亿元。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步步高表示，
报告期公司战略重大调整，除购物中心
和百货店外，自2022年四季度开始，通
过关停并转从四川市场全面退出，江西
市场大幅收缩至新余、萍乡、宜春三地
（临近湖南的城市）；湖南、广西两省也同
步关停并转低效亏损门店。同时，受疫
情常态化影响，居民消费复苏缓慢，加之
渠道竞争激烈，公司经营内外环境面临
较大压力。

2021年，成功扭亏为盈的银座股份
并没有继续守住这份业绩。银座股份发
布的业绩预告称，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2700万
元至-1400万元，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20.03万元，同
比由盈转亏。据统计，自2012年，银座
股份实现最高净利润为3.47亿元后，净
利润增速就一路下滑。

银座股份成立于1996年，主战场集
中在山东，门店遍布山东16个城市，并
拓展至河北石家庄、邢台、保定、张家口
4座城市和河南濮阳、鹤壁、安阳、洛阳4
座城市。

另一家“三年两亏”的是人人乐。近
日，人人乐发布2022年业绩预告，预计
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4.8亿元-5.3亿元。

据了解，此前连续亏损的人人乐，于
2019年、2020年成功连续两年盈利，但
在疫情等多方面原因影响下，2021年人
人乐亏损 8.57 亿元，再次同比由盈转
亏。与此同时，2021年，人人乐关闭门
店达37家。

当大卖场模式已难以走通，亏损中的
超市业态开始寻求转舵。2月6日，记者整
理9家超市企业的业绩预告发现，6家企业
出现净利润亏损情况。

面对新的挑战，步步高、中百集团、永
辉超市等企业试图控制扩张速度，深耕局
部市场。比如，步步高在报告期内进行战
略调整，除购物中心和百货店外，自四季度
起，通过关停并转从四川市场全面退出，江
西市场大幅收缩至新余、萍乡、宜春三地；
湖南、广西两省也同步关停并转低效亏损
门店。

零售专家胡春才表示，不同于以往讲
究规模、体量，如今超市企业扎根于某个区
域，通过与当地供应商的深度合作，有效降
低运营成本，才能与电商相较量。

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赖阳认为，大卖场这一类业态和当下消费
者的需求已无法相互适应，未来超市业态
能够发展得好的应是布局在社区周边的小
型生鲜超市。

在控制市场规模的同时，在新消费崛
起、电商进一步成熟的影响下，不少企业正
加大科技投入，谋求数字化发展。永辉超
市在公告中表示，公司将继续深化“以生鲜
为基础，以客户为中心的全渠道数字化零
售平台”的战略定位。此外，人人乐推出的
人人乐到家平台、三江购物旗下转型升级
的新零售门店都表明，超市企业的数字化
探索迫在眉睫。

“随着行业加快洗牌，超市企业想免于
淘汰，离不开数字化与科技投入。”胡春才
指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提高商品配送效率，能一定程度
缓解经营压力。长远来看，线上平台业务
与实体店经营的有机结合，亦将极大提升
超市企业的竞争力。

各超市企业在上下求索之时，也有企
业选择抽身离开，转向新的行业。创新新
材实现盈利主要是由于公司通过重大资产
重组完成资产交割，主营业务由原来“超市
零售”变更为“铝合金及制品研究开发和生
产加工”。

据北京商报、中国网、新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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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之路也是破局生存之路

近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连
锁超市经营情况报告（2022）》，根据对
部分会员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2021年
销售表现不乐观，2022年上半年销售同
比有所改善；截至10月底，近七成企业
销售同比增长。

调查结果还显示：2022年，超市业
态来客数下降的企业占比达81.4%，但
销售同比下降的企业占比仅为44.3%，
原因在于线上销售业务的增长。超市行
业困难时刻已过，企业销售回暖。

破局突围并不容易，对于很多企业
来说也是生存之路。

永辉超市一直押宝数字化。去年10
月，永辉超市CEO李松峰表示，永辉将加
速向“以生鲜为基础，以客户为中心的全
渠道数字化零售平台”迈进。永辉方面
还表示，随着经济环境回暖、公司数字化
转型的不断推进以及门店布局的进一步
优化，各类业务指标已呈现向好趋势。

步步高选择引入国资，出让控制权。
1月15日，步步高发布公告披露，控股股
东步步高集团拟将所持公司8639.04万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0%，以协议转让方
式转让给湘潭产投产兴并购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湘潭产投投
资”），同时将放弃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
2.16亿股（占总股本的24.99%）对应的表
决权。这意味着，湘潭产投投资将成为步
步高拥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最多的股东，湘
潭市国资委将成实控人。

中国社科院平台经济研究中心副主
任李勇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各大电
商挤压之下，线下商超和便利店需要寻
找新的空间，而即时零售大幅提升了商
超的运营效率和服务半径。整体看，即
时零售给线下商超转型提供了新的机
遇，也成为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关于商超零售企业转型，庄帅认为，
数字化本身是零售业一直在做的，因为数
字化能够帮助企业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此外，新业态的拓展，提升新业态形式，探
索快节奏、城市化、年轻化的消费方式都
是助力商超零售企业破局的方式。

近日，多家上市商超零售企业公布了2022年的年度业绩预告，
过半企业面临亏损。其中，永辉超市净利润预亏27.4亿元，步步高
预亏13亿-19.5亿元，人人乐预亏4.8亿-5.3亿元，中百集团预亏
2.4亿-3.4亿元，华联股份预亏1.6亿-1.9亿元，利群股份预亏
1.35亿-1.75亿元，银座股份预亏2700万-1400万元。

与此同时，电商也在迅猛冲击传统商超零售企业。继天猫超市、
京东超市、美团明日达超市之后，抖音近日也正式上线抖音超市，抢
占零售业的“一杯羹”。

对很多商超零售企业来说，回暖复苏之路也是破局生存之路。

商超零售企业面临多维冲击

亏损的局面笼罩着多家商超零售企
业，收缩规模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有
业内人士分析，电商崛起的冲击下，商超
零售只是实体店的一个缩影。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
元，比上年下降0.2%。全国网上零售额
137853亿元，比上年增长4.0%。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19642亿元，增长
6.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7.2%。

中百集团在2022年业绩预告中指
出，导致净利润亏损的原因主要为：居民
消费需求放缓，疫情反复致临时闭店超
预期，以及新业态及电商的发展带来渠
道的多元化，实体店的来客数减少，造成
营业收入和毛利额下降。同时，本年关
闭5家仓储大卖场，由此产生合同解约
损失、装修等长期待摊费用摊余价值的
一次性摊销及员工安置补偿等支出。

预计盈利的企业也各有各的挑战。
武商集团2022年预计净利2.5亿-3.5亿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3.48%-66.77%；
三江购物预计2022年全年盈利约1.52
亿元，同比上年增72.52%左右；家家悦
扭亏为盈，预计2022年净利润3500万-
5200万元。

而面对扭亏为盈，家家悦在2022年
业绩预告中表示，2022年度家家悦业绩
同比改善、实现盈利的主要原因：2022
年度公司适度控制开店速度，不断提升
开店质量，关停了低效门店，保持了营业
收入的稳定增长，同时经营效率不断提
高，费用率同比下降，新区域亏损也得到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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