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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线上商业经历多年粗放式扩张规模、烧钱买流量的阶段之后，正面临流量红利消退、流量
成本上升、盈利变现压力等现状；与此同时，线下商业泡沫挤压，以用户为中心，也在回归
商品及服务本质。电商与线下从对立走向统一，以期打造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在新零售背
景下，生鲜高频消费、易损耗等特性，使其一方面具有优良的聚客效应，另一方面也使得线
上线下融合的商业模式较为合理，在巨头的参与和推动下，生鲜电商迎来加速转型。 
        一、刚需+高频消费品，生鲜引流作用强大 

生鲜商品易腐烂，消费者需求刚性，具有较高的复购率。据金准数据《2017 中国线上
生鲜食品消费报告》数据显示，消费者在各主流生鲜电商的购买频次相差不大，其中每周购
买 1 次及以上频次的用户占比均超过 50%，每月购买 2-3 次及以上的用户占比均在 80%左
右。同时，据麦肯锡《2015 中国数字消费者调查报告》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消费者的生鲜
网购频次达 24 次/年，远高于母婴用品、服饰等，位居首位。  
 图：2017 年生鲜网购用户在各电商购买频次占比

同时，作为高频易耗消费品，生鲜具有强有效的引流作用，可明显带动其他品类的消
费。据 BCG 消费洞察智库（CCI）对超过 4200 名消费者的调研结果显示，约有 60% 的消
费者在购买生鲜产品的同时购买了包括食品饮料、日用杂品、个人及家庭清洁用品等日消品
。 
        二、线上无明显成本优势，新零售转型成趋势 

互联网用户数量及 GMV 增速放缓，线上流量红利逐渐消退，营销成本不断上升。根据
我们此前《新零售的逻辑、案例与展望》报告对阿里京东获客成本的测算发现：京东的单个
用户贡献毛利逐年增加，可有效覆盖增量营销费用，但利润空间已现收窄趋势；阿里新增单
个活跃用户的营销费用增幅更大，且从 2015 年开始已超其毛利贡献，或在一定程度上印证
了随着活跃用户数增幅放缓、流量成本上涨，营销投入渐显不经济。 
图：京东单个活跃用户贡献毛利 VS 营销费用（元，2011-16） 图：阿里单个活跃用户贡献
毛利 VS 营销费用（元，2011-16） 注：2016 年因收购优酷土豆、Lazada 产生增量费
用，按 50%简单折算，因此以虚线表示。

进一步，我们测算了线上营销投放以及线下开店的性价比，发现：在相对保守假设下
，线下开店年收入（7500 万元）约为同等金额线上投放带来增量收入（6840 万元）的 1.1
倍，即当前时点通过在线下开店营造消费场景，同时产生广告效应，在正常经营水平下，对
销售端的贡献比线上投放可能更有效（且尚未考虑线上高企的配送费用）。 
表：对线下开店 VS 线上投放的性价比测算假设 我们对线下坪效和线上客单价做敏感
性分析，结论是：在目前获客成本仍持续上涨的情况下，线上投放性价比的提升只能来源于
更高的客单价或复购率；但在行业趋势上，因电商渗透领域已从高客单价的百货家电逐渐延
伸至低客单价的生鲜及食品用品，此品类结构的变化，以及电商品质化趋势（强调性价比，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更多的是通过供应链管理，而不是提价来要毛利）均或拉低线上客单价。 
随着线上流量成本上涨，营销投放的性价比不如往年了，而同时线下虽然租金、人工

、水电费用刚性，但并未大幅上涨；渠道权衡之下，当前时点在线下做生意更划算。 
表：线下开店/线上增量收入（倍）对线下坪效、线上客单价的敏感度分析 
        三、生鲜电商纯 B2C 模式的不经济 

生鲜保质期短，对运输要求高，“大农业、小农户”的农产品格局拉长了生鲜的流通环节
，而较低的流通率和较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长距离生鲜运输损耗率高居不下。 
 

冷库分布不均&配送服务不规范，我国冷链流通率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据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统计，2016 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 2250 亿元，冷链物流总额近 4 万亿，但
冷链流通率较低。2015 年果蔬、肉类、水产的冷链流通率各为 22%、34%和 41%，远低于
欧美发达国家 95%-98%的比重，冷链流通效率较低。而从冷库分布地区来看， 2016 年超
过 50%的冷库资源集中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果蔬产地集聚的西南、西北地区冷库资源
相对稀缺（占比仅为 15%），生产源头的冷链缺失造成冷链运输的低效。同时，部分冷链
物流企业为降低成本，在城市配送过程中，以泡沫箱代替保温箱，服务的不规范加剧了冷链
物流的低效。 
图：中国冷库各地区容量占比 图：农产品、水产品冷链流通率（%，2014-2015） 

我国冷链基础设施保持较高增速，但仍远低于欧美等国。2016 年我国冷库容量达 420
0 吨，同比增长 12.3%，2011-2016 年 CAGR 达 19.25%；2016 年公路冷链运输车保有量
11.5 万辆，同比增长 23.13%，2011-2016 年 CAGR 达 20.07%。然而，2016 年我国冷库
容量达 1.07 亿立方米，居全球第三，但人均冷库容量仅为 0.143 立方米，远低于英美等发
达国家，甚至不足印度的一半。 
图：我国公路冷链运输车保有量及增速（2011-2016） 图：我国冷库容量及增速（2011-20
16） 图：2016 年全球各国冷库保有量（百万立方米） 图：2016 年全球各国城市居民人均
冷库保有量（立方米/人） 因而，在纯电商模式下，不考虑生鲜产品的损耗和退货等特
殊情形，我们按 100 元客单价、30%毛利率简单测算，毛利约为 30 元，而冷链物流对仓库
和车辆有特殊要求，投资建设和运营成本远高于普通物流，每单物流成本至少 40 元甚至更
高，随着线上获客成本的进一步增加，纯电商模式下的毛利无法覆盖所有营运成本。因而生
鲜电商纷纷转型，寻求更为合理的发展机会。 
        同时，对盒马鲜生、我买网以及永辉超市的费用率拆分： 

（A）我买网主要费用率为物流、人工、广宣费，2016 年费用率各 11.57%、6.65%
和 7.77%，合计占比销售管理费用率超 80%；（B）盒马物流、人工费用率各 4.2%、8%，
物流费用率较我买网低 7 个多百分点，且单笔配送费（估计 5-10 元）也远低于我买网（20-
30元），印证其“仓-店-用户”模式相比纯生鲜电商的物流成本优势；（C）永辉费用率中，2
016 年人工、租金、水电费用率各 7.6%、2.75%、1.4%，运费仅 0.9%（与线上占比较少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有关），整体销管费用率 17.17%，均显著低于我买网和盒马，因此与实体超市相比，生鲜
电商实现盈利必须要求更高毛利率以覆盖更高费用率。 

但根据我们的了解和测算，单用户贡献的毛利本身就很难覆盖单订单物流成本。但若
采用仓到店，而以门店为中心服务周边1-3公司里的线上线下用户，覆盖面更广更精准，给
到用户的服务体验更优（更新鲜、更丰富、更快），成本也更低，从而越来越成为当前巨头
参与和生鲜电商转型的最佳路径，一个愈发清晰的、可持续的可盈利商业模式正在形成。 
表：我买网 2014-1H2017 销售管理费用拆分，以及对比盒马、永辉 
        注：我买网 2017 上半年费用率显著下降，与新增贸易业务收入有关。

观研天下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投资方向评估分析
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
、市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
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
，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
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
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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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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用户参与产品开发
6.2.5 提高产品附加值
6.3 生鲜电商行业主要营销策略分析
6.3.1 独立平台精益化管理
6.3.2 生态园区供应基地展示
6.3.3 社区化发展提供团购优惠
6.3.4 “O2O”合理设立自提点
6.3.5 完善服务提高用户粘性
6.4 国内生鲜电商营销典型案例分析
6.4.1 本来生活的故事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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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淘宝聚划算的团购营销
6.4.3 “我买网”的搜索引擎营销
6.4.4 家事易的自提模式营销
第七章 中国生鲜电商产业链上游生鲜商品市场调研
7.1 2016-2017年中国食品市场综述
7.1.1 产销状况
7.1.2 价格水平
7.1.3 投资增速
7.1.4 食品贸易
7.1.5 区域格局
7.1.6 竞争力分析
7.1.7 趋势分析
7.2 蔬菜市场调研
7.2.1 运行特征
7.2.2 发展现状
7.2.3 市场规模
7.2.4 价格走势
7.2.5 贸易形势
7.2.6 趋势分析
7.3 水果市场调研
7.3.1 产业结构
7.3.2 市场规模
7.3.3 价格走势
7.3.4 对外贸易
7.3.5 趋势分析
7.4 肉制品市场调研
7.4.1 运行特征
7.4.2 市场规模
7.4.3 消费结构
7.4.4 供需态势
7.4.5 瓶颈因素
7.4.6 趋势分析
7.5 乳制品市场调研
7.5.1 运行特征
7.5.2 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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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价格走势
7.5.4 竞争力分析
7.5.5 发展隐忧
7.5.6 趋势分析
7.6 水产品市场调研
7.6.1 发展综述
7.6.2 市场规模
7.6.3 价格走势
7.6.4 对外贸易
7.6.5 竞争力分析
7.6.6 趋势分析
第八章 中国生鲜电商产业链下游物流配送市场调研
8.1 2016-2017年中国冷链物流行业发展综述
8.1.1 冷链物流行业发展概况
8.1.2 冷链物流行业运行特点
8.1.3 冷链物流行业规模现状
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8.1.4 冷链物流行业需求分析
8.1.5 冷链物流行业商业模式
8.1.6 冷链物流行业竞争格局
8.1.7 冷链物流行业SWOT分析
8.1.8 冷链物流市场综合效益分析
8.2 2016-2017年生鲜商品冷链物流的发展
8.2.1 生鲜商品的物流特征
8.2.2 生鲜商品物流的供应链特征
8.2.3 发展生鲜商品物流的可行性
8.2.4 生鲜商品冷链物流发展现状
8.2.5 生鲜商品冷链物流运行模式分析
8.3 2016-2017年生鲜商品冷链物流细分市场调研
8.3.1 果蔬冷链物流市场
8.3.2 肉制品冷链物流市场
8.3.3 乳制品冷链物流市场
8.3.4 水产品冷链物流市场
8.4 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成本控制分析
8.4.1 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成本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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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成本的特点
8.4.3 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
8.4.4 从供应链的角度对农产品冷链物流总成本综合控制
8.5 生鲜电商物流发展面临的挑战
8.5.1 向二三线城市下沉困难
8.5.2 供应链管理遇挑战
8.5.3 冷链物流成本较高
8.6 生鲜电商冷链物流配送模式分析
8.6.1 国内主要冷链低温配送模式
8.6.2 冷链物流宅配市场竞争激烈
8.6.3 生鲜电商城区宅配模式分析
8.6.4 生鲜物流配送系统的网络体系剖析
第九章 国外典型生鲜电商发展运营模式分析
9.1 Fresh Direct
9.1.1 Fresh Direct发展规模
9.1.2 Fresh Direct定位分析
9.1.3 Fresh Direct采购、加工流程
9.1.4 Fresh Direct配送流程分析
9.2 Ocado
9.2.1 Ocado发展规模
9.2.2 Ocado并购合作分析
9.2.3 Ocado盈利水平分析
9.2.4 Ocado运作模式分析
9.3 Amazon Fresh
9.3.1 Amazon Fresh发展规模
9.3.2 Amazon Fresh物流模式
9.3.3 Amazon Fresh配送模式
9.3.4 Amazon Fresh发展瓶颈
9.4 Local Harvest
9.4.1 Local Harvest发展规模
9.4.2 Local Harvest运作模式
9.4.3 Local Harvest局限性分析
9.5 国外其他生鲜电商发展经验借鉴
9.5.1 Pea Pod
9.5.2 Relay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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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Farmigo
第十章 中国典型生鲜电商平台运营模式分析
10.1 中粮我买网
10.1.1 平台概况
10.1.2 平台建设
10.1.3 物流配送
10.1.4 SWOT分析
10.1.5 推广策略分析
10.1.6 未来发展规划
10.2 顺丰优选
10.2.1 平台概况
10.2.2 发展规模
10.2.3 最新动态
10.2.4 转型分析
10.2.5 SWOT分析
10.2.6 未来发展规划
10.3 沱沱工社
10.3.1 平台概况
10.3.2 商业模式
10.3.3 经营模式
10.3.4 配送服务
10.3.5 全产业链模式
10.4 天猫商城
10.4.1 平台概况
10.4.2 预售模式
10.4.3 喵鲜生频道
10.4.4 市场拓展
10.4.5 物流配送
10.5 1号店
10.5.1 平台概况
10.5.2 商业模式
10.5.3 经营模式
10.5.4 生鲜业务
10.5.5 渠道策略
10.6 京东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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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平台概况
10.6.2 生鲜业务
10.6.3 O2O模式
10.6.4 物流配送
10.7 国内其他生鲜电商平台介绍
10.7.1 苏宁易购
10.7.2 鲜码头
10.7.3 本来生活网
10.7.4 多利农庄
10.7.5 甫田网
10.7.6 鲜直达
10.7.7 易果网
第十一章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投资分析
11.1 中国生鲜行业投资特性
11.1.1 季节性和区域性
11.1.2 易损耗性
11.1.3 品种多样性和非标准性
11.1.4 需求弹性小
11.1.5 供给较为分散
11.2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投资机遇
11.2.1 政策机遇
11.2.2 市场机遇
11.2.3 利润空间分析
11.2.4 生鲜地域品牌涌现
11.2.5 2016-2017年风投动态
11.3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成本分析
11.4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投资前景分析
11.4.1 盈利风险
11.4.2 冷链风险
11.4.3 企业自身风险
11.5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投资前景研究分析
11.5.1 寻找专业合作机构
11.5.2 引入实体连锁店
11.5.3 重视品牌效益
11.5.4 复合型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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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发展趋势及趋势分析
12.1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发展形势分析
12.1.1 有利因素分析
12.1.2 不利因素分析
12.1.3 网购规模预测
12.1.4 冷链物流预测
12.2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12.2.1 政策趋势
12.2.2 需求趋势
12.2.3 供应链趋势
12.2.4 市场整合趋势
12.2.5 未来发展方向
12.3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前景展望
12.3.1 市场规模预测
12.3.2 利润空间预测
12.3.3 进口生鲜电商趋势分析
12.3.4 生鲜农产品电商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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