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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走进市民夜生活

如今，随着市民夜生活的逐
步丰富，便利店更是雨后春笋般
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并走进
市民夜生活，从夜间消费的大盘
子中分得了一杯羹。

5 月 6 日晚 7 时许，夜幕降临，市
区依然很热闹，许多市民走出家门，
漫步在华灯初上的街头。

“今天是星期六。白天在家做点家
务，与家人团聚。晚饭后到商场转
转，购置些生活用品。”在市区辽河路
一家商场内，提着大包小包的陈女士
对记者说。记者在这家商场看到，虽
然已近打烊时间，仍有顾客不断进入
商场购物。

除了商场，附近的夜市、网吧以
及酒店茶楼等场所也生意火爆。

近年来，我市规划打造特色品
牌，致力改善消费环境，不断提升夜
晚消费水平。据了解，2002 年，我市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为 70.1 亿 元 ；
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7.4亿
元。这两个数据间接地反映出，10多
年来，市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而夜
晚消费是不可忽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餐饮、购物
和娱乐市场成为消费者晚间消费的三
大重点。夜幕降临，美食街、影院、
健身房、网吧等消费场所人来人往，
适合市民夜晚出门购物休闲娱乐的地
方越来越多，市民夜晚消费潜力不断
释放。而环境舒适、服务周到的24小
时便利店也借此契机，以便捷、优质
的服务赢得夜生活一族的追捧。

夜间消费不可忽视

5月7日下午，记者走进位于市区
交通路附近的一家24小时便利店。该
便利店店面不大，有几排陈列架，两
三台冰柜。陈列架上分门别类地摆放
着各种各样的商品，有零食、酒水、
饮料等，琳琅满目。在靠近收银台的
柜台上摆放着一些日常用品，洗衣
液、沐浴露、牙膏牙刷、洗发水等。
除此之外，还有笔记本、玩具、水
杯、衣架等，店内商品比普通商店的
商品更加齐全。记者观察到，在收银
台前的小陈列架上，还摆放有医用胶
带、酒精、医用消毒棉等医用品。

店里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除了售卖商品，店里还提供送货、送
餐服务，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把想
要的商品和快餐送到顾客手里。

据便利店工作人员介绍，晚上的
顾客量主要取决于店面所在位置，如
果便利店开在市中心，KTV、酒吧、
网吧等娱乐场所附近，顾客量就比较
大。该店离火车站较近，晚上会有一

些乘客购买商品，为出行做准备。“店
里晚上比白天生意好，双休日生意比
平时好。”一名员工说，泡面、零食、
啤酒等是夜晚消费人群主要购买的商
品。

如今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实体店
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开一家24小
时便利店，利润从哪里产生？

5月7日上午，在市区黄山路一家
便利店，店老板告诉记者，晚上生意
不错的。从头天晚上 10 点到第二天 7
点，小店的营业额几乎占全天营业额
的一半。“之前想着晚上9点以后就没
生意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晚
上的营业额较高。”老板告诉记者，这
个便利店是典型的社区店，夜间来消
费的大多是附近小区的年轻人。

比起一般的小杂货店，便利店在
经营方面有一定优势，小区的住户可
以外送，一个电话就能送到家。夏
季，人们的夜间活动时间大大增加，
为便利店的营业提供了很好的市场。

夜晚顾客量取决于地段

我市一家连锁便利店负责人赵经
理告诉记者，当初成立连锁店时还在
犹豫，漯河是否有这个消费能力？现
在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漯河的消费能力尤其是夜间消费，甚
至超过了当初的预想。

赵经理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运
营他们发现，便利店客户群体主要是

“85后”，这是消费的主流。
“去年刚开业时我还担心晚上没生

意。如今，有时候夜间消费比白天还
要好。年轻人的购买热情很高。”市区
人民路附近一家便利店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据记者调查了解，我市的便利店
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路边店，也
是最常见的商业街店；第二种是医院

店，在医院周边经营；第三种是学校
店，也就是开在学校周边的；第四种
是社区店，是开在小区附近的店面，
顾客主要是小区居民。四种类型的便
利店所处的位置不一样，销售额也不
一样。这与所处的位置有很大关系。

便利店的经营方式也非常灵活，
其中老店升级这种方式很特别。根据
现有的情况，经营场地不动，经过装
修改造，延长经营时间，再根据商圈
的不同，组织配置相应的货品。

据了解，便利店的营业面积一般
都不太大，以60平方米至80平方米之
间为多。商品类型一般都在 2000 种上
下，不同店铺的商品组织结构也不一
样，由专业公司供货，商品类型更贴
近便利店附近的消费群体。

年轻人成消费主力

“与超市相比，24小时便利店最
大的优势就是营业时间的拉长。”一
位经营便利店的老板告诉记者，便
利店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同时，
便利店船小好调头，商品如果不适
宜，马上下架重新组织货源。

在我市，大型超市的营业时
间，冬季一般到晚上9点，夏季延长
到晚上 9 点半甚至 10 点。10 点之
后，散布于市区各路段的便利店就
利用这段“空白”时间，发挥自己
的优势，将一部分消费者吸引到自
己的店内。

如今，漯河的便利店在经营当
中，除了普通的商品销售，还引进
了一些便民服务。比如给自行车充
气，代收、代发快递，还可以订
餐、充话费等。这些贴近市民的服
务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吸引
更多的消费者。

如今，便利店也跟互联网联系
起来。据记者了解，目前有一家便
利店已经开始为客户提供送货到家
服务。只要购满38元的商品，便利
店都会免费送货到家。

一位便利店的经营者表示，国
外有的便利店除了做零售外，提供
的便民服务甚至达200项之多。这些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服务拉近了经营
者和消费者的距离，也树立了自己
的品牌，争取到了更多客户，对今
后的发展颇有益处。这些都值得国
内的便利店借鉴。

不可否认，24 小时便利店的出
现，是城市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它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
消费意识和生活模式。但也有业内
人士直言，便利店与实体超市有不
少相同之处，不过是延长了营业时
间，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具有竞争
力。经营便利店之前应该先做好市
场调查，掌握附近居民夜间消费习
惯和消费能力。同时，来自电商的
冲击等困难和挑战，也是便利店需
要面对的问题。

创新才能持续发展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海防
见习记者 杨 淇

夜深人静时，便利店透出的灯光使人感到温暖。

便利店内食品、饮料等琳琅满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