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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人们的生活
方式和消费习惯，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

随着人们活动半径缩短，消费场景
减少，需求缩小，餐饮、出行、娱乐等多个
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数据显示，4
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483
亿元，同比下降11.1%；浙江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1910亿元，同比下降11.8%。

但消费的需求并没有因此消失，它
会自行找到出口。近期，浙江各地密集
出台各类促消费政策，发放消费券，用真
金白银重燃消费热情。各行各业的企业
更是咬紧牙关，克难攻坚，有的以退为
进，有的危中寻机。

从杭州湖滨、武林两大“顶流”商圈
的复苏，到酒店民宿慢慢回升的入住率，
原本沉寂的消费市场正在慢慢找回往日
的元气。因疫情产生的新需求也催生了
不少新消费、新业态，它们不仅为社会的
发展增添了新的动能，也在改变着我们
的生活。

需求就在那里，就看能否站上“风口”
——疫情下的新消费观察（上）

本报记者 全琳珉 王逸群

疫情对消费行业造成了巨大冲
击，客流下降、营收减少成为常态，
但也应看到，消费长期向好的趋势
并未改变，消费数字化、品质化、个
性化升级的趋势并未改变，消费市
场危中有机，企业要加强经营创新，
建立能够在疫情下持续经营的运营
机制。

一是善用政策红利，降低企业经
营压力。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
众多纾困帮扶政策，企业要主动加强
与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积极争取支
持，用足用好政策。要把握政策扶持
方向，投身社区商业、县域商业体系等
共富重点领域建设。

二是围绕市场热点，加快经营模
式调整。疫情下市场并不乏消费热
点，如露营、健身、健康、智能产品等，
企业要顺应消费市场变化，适时调整
经营模式和结构，为消费者提供更加
优质、更加贴心的产品和服务。

三是夯实发展基础，构建稳固供
应链。要强化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消
费者的链接，融链、强链、备链，保障供
应安全，同时，借助智慧化供应链体
系，实时掌握需求变化趋势，及时调整
经营方向。

四是顺应行业大势，强化数字化
升级。开展数字化建设，理顺业务流
程，提升运营效率。借助直播、小程序
等加强宣传推广，利用元宇宙、AI 等
技术拓展消费场景，不断拉近与消费

者的距离，增强消费体验。
五是抱团取暖发展，抢抓疫

情后机遇。通过联合、兼并、
参股等形式，壮大自身规

模，实现跨省市跨区域
跨国发展，适应全国

和全球统一大市场
建设。

疫情终将过去，市
场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

企业，只有顺应消费大势灵
活创新，才能更好发展。

机会只留给
有准备的企业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 陈芳芳

如果说活动半径的缩短、消
费场所的减少，是消费者受疫情
影响的无奈之举，那么消费品类
的 减 少 更 像 是 消 费 者 的 主 动
选择。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 4 月份，除了粮油食品类、饮
料类、中西药品类、石油及制品类
商品零售额实现了同比增长，其
他品类商品零售同比增长率均为
负数。其中，汽车类、金银珠宝
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化妆品
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下降
幅度均在20%以上。

“疫情的不确定性，让人们的
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保守，非必需
品也就成为了人们减少支出的首
选品类。”浙江省商务研究院消费
与流通研究中心主任张希明分
析道。

需求少了，消费者对原本不
在计划中的消费品类投去了更加
挑剔的目光。Re-BLUE 是一个
定位高端的设计师品牌，在日积
月累中，创始人林巧摸出了一条
规律——每一个浪头过去，留下
来的客户总会对服装设计与品质
的要求更加严格。她不仅在生产
和设计上更加精益求精，以打造
出更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尖货”与

“爆品”，而且也正式向线上进军，
在天猫、抖音、小红书等平台都进
行了布点。

林巧认为，对以线下零售为
主的企业来说，学会使用互联网
工具升级现有的运营模式，用数
字化持续提升企业效能，是下阶
段的必备课题。疫情期间给予的
一定留白，也给企业带来了二次
重构、升级优化的机会。

不止是Re-BLUE，珀莱雅也
因为疫情，更加深刻地了解企业
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挑战，立足
战略打造长板优势。

“这场疫情让我们更加明白
了数字化的重要性。”珀莱雅创始
人侯军呈坦言，以前并不是没有
运用数字化手段，但是疫情发生
的这两年让公司更深刻地理解到
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变革和作
用。去年开始，珀莱雅就着手搭
建一个综合性的数字化平台，以
推动企业管理和决策更加科学。

除了加强对企业的精细化运
营，坚持对产品的创新研发也成
为了侯军呈更加坚定的信念。

“我们的原料大部分是从国
外进口的，今年因为疫情反复，特
别是上海静态管理带来的物流不
畅，对我们供应链管理提出了不
小的挑战。值得欣慰的是，通过
精细化、多元化的供应链管理体
系和全国性的仓储布局，珀莱雅
能够有效应对。”侯军呈说，国内
不少化妆品企业都面临这个问
题。未来，化妆品行业的竞争是
技术和品质的竞争，珀莱雅会加
大这方面的力度，研发独家原料，
将 主 动 权 更 多 地 掌 握 在 自 己
手里。

据了解，2021 年，珀莱雅就
已经在原有研发创新中心的基础
上成立国际科学研究院，主要是
加强对细胞、皮肤和原料的基础
研发。

除了加强产品品控，学会多
渠道布局，“多条腿走路”，也是商
品零售企业们在疫情期间的必
答题。

“今年我们就在物流端进行
了分仓管理，这样哪怕其中一个
仓库遇到疫情，其他仓库还能正
常发货。”欧诗漫相关负责人说，
他们对线上线下渠道的营销策略
也进行了细化，使其更加灵活多
变。“线上主要是打造爆品，和头
部主播进行合作，通过数字化体
系、未来工厂的建设，进行个性化

定 制 、产 业 化 协
同。线下则结合
美课微美课、线上
空秒、剖蚌直播等
形式，形成品牌、
代理、门店三方通
力合作，以赢得消
费者的青睐。”

2022 年行将
过半，这些企业有
的刚刚结束一场
秋冬季节的订货
会，有的为已经开
启 的“618”年 中
促销忙得不亦乐
乎。对于未来，他
们仍心存期盼。

“消费需求是
一直在的。随着疫情得到控制，
社交场景和正常经济秩序恢复，
我们相信，消费者仍会对提升生

活品质与美的产品感兴趣，就看
我们能否站上‘风口’。”宁波太平
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

消费品类减少
商品零售如何逆势而上

消费品类减少
商品零售如何逆势而上

除 了 旅 游
行业外，疫情的复

杂性与长期性，也让
餐饮业、线下商圈面临着极大挑
战。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2022 年 1 月 至 4 月 ，餐 饮 收 入
13262 亿元，下降 5.1%；4 月份餐
饮收入2609亿元，下降22.7%；在
行业整体下行的同时，餐饮业还
面临着诸多现实的困难，如租金、
原材料、人工等成本难以压缩以
及客流的锐减。

而因疫情带来的反复关门、
歇业，也让商场客流难以恢复，商
户普遍信心不足。

“当务之急，就是提振商户信
心，共克时艰！”国大城市广场副
总经理邹晨说。

4 月 1 日，浙江省国资委发布
《关于做好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
作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

发展的通知》。通知要求，2022
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
县级行政区域内的服务业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有房屋，
2022 年减免 6 个月租金；其他地
区减免 3 个月租金。同时，鼓励
国有企业视情加大租金减免力
度。

作为杭州一家老牌国营商
场，国大城市广场第一时间响应
号召，减免商户三个月的租金，为
商户吃下了“定心丸”。

与此同时，国大城市广场负
二 层 ，也 在 争 分 夺 秒 进 行 店 面
改 造 提 升 ，争 取 能 在 近 期 全 新
亮相。这个被命名为“恋食代”
的楼层，优化了动线，引进了更
多 具 有 创 意 的 餐 饮 品 牌 ，力 求
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逛吃体
验。

“作为武林商圈的其中一员，
我们的优势就是为消费者带来更
多新鲜好玩的沉浸式体验，探索
更多新奇的玩法。”邹晨表示，中
国的商场零售业发展起来也不过
几十年，经历风雨是难免的。她
坚信，只要潜心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定能打赢这场硬仗。
相比国大城市广场的线下打

法，距离几百米外的银泰百货，则
更注重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这个
端午小长假，银泰百货商场销售、
客流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假期前
两天，仅半裙销售就增长 50%以
上。

早在 2017 年，银泰百货就开
始由内到外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面对疫情冲击，银泰百货充分运
用数字化优势，在百货店、购物中
心、大学校园等场景开设云店，打
造消费新场景，顾客可以通过商
品体验区、导购员的讲解了解商
品。

“云店就像是银泰百货的前
端，更接近消费者。这让拓展变
得容易，面向的市场也更广阔。”
银泰百货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云店规模有望突破一百家。

商场积极谋变，全省上万家
餐饮企业也不甘示弱。

位于建德的严州府餐饮，至

今已有 20 余年，国太豆腐、九姓
鱼头王、严州咸汤圆等一大批特
色严州府菜品已在当地家喻户
晓。浙江严州府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拥军，在 2005 年前后，就
萌生了要做餐饮半成品加工的想
法，“当时业内厨师数量不足、流
动性大的问题已经显现了。”王拥
军告诉记者，在人力不足的情况
下，半成品菜就是相对比较好的
选择。

疫情阻碍了人们聚集的脚
步，却阻拦不了人们追求品质生
活的信念。2020 年，王拥军真正
跨入预制菜赛道。“要想卖得好，
操作方便至为关键。”王拥军说，
就拿糖醋里脊这个产品来说，他
们原先提供给餐饮酒店的糖醋里
脊是 750 克、不带糖醋汁的，但是
预制菜就要调整成 245 克每份，
并且每份都附带有糖醋汁。目前
为止，王拥军在预制菜生产方面
已经投入超 2000 万元，员工也超
120人。

消费场所减少 餐饮商场如何逆风突围

端午小长假，西湖水面上恢复了生
机。杭州五公园码头，30 多条手划船载
着一船又一船游客向湖心驶去。

就在两个月以前，杭州市西湖游船
有限公司还在担忧。副总经理孙艳对比
了近几年的情况：2020 年，西湖游船的
总游客量为250万人次，比2019年下降
了 58%；2021 年在 340 万人次左右，比
2019年下降44%。而“五一”小长假，西
湖游船的整体游客只有 1.54 万人次，比
疫情前足足下降了93%。

这仅是旅游业的一个缩影。疫情之
下，人员流动性减弱，活动半径不断缩
小，以往火热的跨省旅游遭到重创。据
统计，2022 年一季度，中国国内旅游人
数8.3亿人次，同比下降18.9%。

远途旅行受限，短距离游需求却在
快速增长。湖光山色之间，体验感强的

“近出行、浅需求、低消费”，成为旅游业
赖以生存的基础市场。

背靠杭州龙坞茶镇万亩茶园，故山
龙坞生活美学民宿创始人郑红伟开始求
变。在控制人数的基础上，民宿开拓小
而精致化的业态，如户外的下午茶和烤
肉套餐业务等。在郑红伟看来，还要带
给客户一些调性的情感体验和消费体
验，把民宿当做一个空间来运营。他与
朋友合作打造“牧光谷”营地项目，端午
小长假期间，营地连续推出五天的活动，
入住率达 100%。“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营
地打造好，为更多露营爱好者、亲子出游
的家庭提供一个好去处。”

杭州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旅
游业经历了长时段的高速发展，产业规
模空前庞大，但仍然存在低效低质的方
面，旅游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多
的结构性问题。眼下，疫情加速了问题
显现，倒逼旅游企业转型。

在诸多“不得已”中，不少浙江企业学
会在“谷底”仰望星空。2021年，开元集
团在营的400多家酒店出现亏损，但有两
家森泊亲子度假型酒店实现盈利。“这说
明消费需求还是有的，只是我们需要转
型。”开元旅业集团创始人陈妙林说。开
元集团管理以商务型酒店为主，陈妙林则
计划着将其中的一部分改造为城市微度
假酒店。“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旅游
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其
找准市场定位，创新旅游产品，创造盈利
模式，实现自身的转型迭代。”

新路径的探寻需要锲而不舍，也需
要破茧重生。“过去太仰仗外地游客，忽
略了游船本身的价值创造和游客体验
的深度运营。”孙艳介绍，眼下，西湖游
船公司正在挖掘新机遇，不仅针对本地
游客推出了“深度游览西湖”的新线路
西湖环湖游览线，还深度拓展产业链，
探索“游船+”，游船+文旅产品、游船+
新线路⋯⋯“未来，我们会拓展多元化
的经营维度，提升综合性的竞争力。”孙
艳说。

消费半径缩小
旅游消费

如何逆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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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小长假，杭州西湖景区游客渐多。 本报记者 王建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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