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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断尝试新的模式、新的技术和新的手段来
缓解互联网红利落幕带来的尴尬，以新零售、新制造
和新金融为代表的各种“新”物种开始出现。

在这些诸多的新物种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
被头部科技巨头不断加持的“新零售”。 目前，无锡的
新零售已经有家居和生鲜两个方向， 还有遍地开花
的社区便利店。 前者还需要时间去检验效果，后者现
在正处于“各路混战”。

不过，业内人士分析，新零售的生鲜配送看似解
决上班族没时间买菜的问题， 但如小象生鲜满 89 元
才免费配送， 普通家庭晚上买菜一般达不到这个门
槛，所以许多老阿婆虽然愿意来这里买菜，但也只买
三四十元。 在这一点上，社区新零售小店可能比互联
网生鲜超市更有优势。

除了苏宁极物无锡旗舰店是全国首家外，此前各
种互联网巨头也热衷于无锡市场。“无锡苏宁各业态
融合在全国都比较突出，线上线下充分融合，无锡市
场对苏宁的品牌认知比较深刻。 ”刘凯说，同时经过
市场调研，无锡消费者偏时尚、简约、轻奢的生活方
式，对于极物品牌会有更好的认知及接受，结合无锡
苏宁广场的区位、品牌优势，最终确定在无锡落地首
家旗舰店。

不管怎么说，以沉浸式消费场景、便利化支付，大
数据选品、 推送为表现的各种新零售业态在无锡已
经越来越多。 无锡的消费者也能享受到更多、更新的
服务。

（晚报记者 景玮 文 / 摄）

沉浸式消费场景 便利化支付 大数据选品推送
“新零售”这阵风能吹多久?

站在外面，隔着玻璃就能看到墙上满
满的书，以及靠墙座椅上以各种坐姿看书
的人群。 走进苏宁极物店内一楼，首先进
入视野的是苏宁国际海淘专区，几个年轻
女孩正在看护肤品。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
靠墙高至天花板的木书架，满当当的书配
合黄色暖光，在这一区域逗留的人群远超
过其他区域。

“很舒服，”30 多岁的李女士告诉记
者，自己上学时特别爱看书，经常在书店
一呆就是半天， 还是当时租书摊的常客。
不过工作以后就不怎么逛书店了，尤其是
一些开在景区的书店，“就是打着个网红
书店的招牌， 让人坐下来喝喝咖啡什么
的。 但真正好书不多，大多数都是些成功
学、网络文学，让人提不起兴趣去翻。 新华
书店又大多是教辅书，也没什么好看的。 ”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一天 2 毛钱租
金的租书摊，但是她对 99 元“季卡”，15 天
能换 3 本书的租书模式很满意，“书非借
不能读也。 如果是自己买的书，总想着有
时间再看，放一年都不一定会看。 ”

往里走，一群小朋友正在玩桌上的大
颗粒积木，妈妈们拿着本书坐在旁边看。

故宫彩砖是另一个人气爆棚的区域，
好些女性对古色古香的胭脂盒子爱不释
手。 一旁还有颐和园、国家宝藏、航海王、宝
可梦、漫威、B·duck等超级文创 IP 品牌。

“舒服，”这是记者随机询问了多个消
费者听到最高频的词，“就是不像是专门
卖东西的地方， 不过逛着逛着就拿了一
些。 ”也有消费者评价像文艺版的宜家和
MUJI。

最近几年，无锡的商业“花头
经”越来越多。从原来的大卖场、百
货、购物中心发展到社区便利店大
爆发，小象生鲜、盒马鲜生纷纷来
无锡布局，无锡的零售已经有从大
到小的趋势。 但是今年来，小象生
鲜关门，靠着融创文旅城的融创茂
开业，苏宁极物开业，似乎新零售
又开始“从小到大”。

苏宁广场消费电子公司运
营总监刘凯介绍， 从 8 月 8 日
开业到 8 月 18 日，平均每天客
流达到 1 万人， 其中买家占比
12%，回头客占比 65%。 买家数
占比最高的是极物品类下的居
家类目，买家数占比达到 49%。
销售额占比最高的是 3C 电子
类产品，销售额占比达到 45%。
“后期我们会重点提升咖啡图
书区的顾客消费体验以及产品
融合， 针对门店布局和品牌会
有调整， 重点突出智能化的场
景体验，如 5G、VR 等。”如前文
提到的租书业务为充 99 元送
帆布包，一个季度内，15 天内可
以借 3 本书， 有破损的可以按
6.5 折购买。

近几年， 无锡的零售业态

中明显多出了“家居软装”品
类。 此前人们买家居，大部分都
是结婚或者搬家使用， 一般都
是成套、大件购买，选择去家居
城等地方。 但是从宜家开始，小
件的家居软装进入了人们的视
线。现在 90 后甚至更年轻的 00
后受日韩风格影响， 有了家居
观：“zak-ka”（杂货）， 意思是

“各种物品”， 现在特指能改善
家居、 生活以及形象的各种事
物， 这是一种从日本流传到整
个亚洲的时尚设计现象。 这种

“杂物”的家居理念涵盖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大到一件陈设，小
到一枚便利贴， 它不一定是生

活的必须， 但却因为有美观的
外表、贴心的设计，使其具备了
一项重要功能：美化心情、治愈
坏情绪。 一件贴心好物，让人欲
罢不能。

家居一板一眼的功能被淡
化，“大”变成了“小”，好玩、有
趣、个性成了当仁不让的主题。

“黑科技 + 小清新 + 个性”给
平凡忙碌的生活加一点“小确
幸”。 正是这种消费潮流下，仅
杂物社就在无锡开了 7 家，还
有如大东方百货负一层的家居
生活馆， 以及在苏宁极物中最
受消费者欢迎的居家类目，无
不体现着这股潮流。

2018 年 7 月 26 日，小象生鲜进驻无锡，也是小象
除北京之外进驻的第一座城市，两个店分别选址无锡
京东广场及茂业时代广场。 翻阅当时记者的探店报
道，“商品区和餐饮区占比约 2:1， 生鲜类商品的占比
超过 60%。 并有 30 平方米左右的美食课堂区域用于
互动型烹饪教学。”今年 4 月 17 日，小象生鲜无锡、常
州两地门店停止营业。 至于关店原因，美团方面只有
一句“经营表现不佳”。

互联网生鲜超市在无锡的环境并不乐观。比小象
生鲜更早开业的本土互联网生鲜的荟所·廿四馆，崇
安寺店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开业。 这家店当时口号是

“本土盒马鲜生”，生鲜领域几乎是完全模仿“盒马鲜
生”， 以海鲜和水果为主， 鲜活海鲜能在现场免费加
工，大厨现场教做锡帮菜。 在价格上，店内打出了“人
均 60 元起吃精品海鲜”的标签，还有到店内买一个咖
啡杯，就能终身免费去喝咖啡。

遗憾的是，这家店同样没有撑过一年。
目前，无锡的互联网生鲜超市仅剩下了今年 1 月

20 日开业的盒马鲜生，这也是行业的“标杆”。 昨日中
午记者到店里探访，店内人群并不多，就餐区只有 3
个白领在吃饭，通道内挑选货品的市民也不多。

如果将样本不局限于互联网生鲜超市，那么无锡
这种“零售、生鲜、餐饮”为一体的生鲜商超已经不少。

大东方百货负一层改造亮相的食集，虽然没有配
送也没有人脸支付等黑科技， 但海鲜区现选现烹 +
精品超市的做法也颇受年轻人欢迎；西水东的东集西
市则是 D.I.G 上海外高桥进口商品直销中心，跟此前
人民路红豆一楼的进口超市名称一样，也增加了现选
现烹的海鲜区。

这种“零售、生鲜、餐饮”为一体的生鲜商超为什
么不停开开关关？“超市 + 生鲜 + 餐饮， 餐饮占了
20%甚至以上的地方，但是订单密度并不大。 ”业内人
士分析，首先是无锡人虽然爱吃海鲜，但是对帝王蟹
等相对价高又不易烹饪的海鲜品类的需求没那么强
烈， 即使要吃也肯定是堂吃而不是带回家自己做，这
导致了许多人专门就是把这里当吃饭的地方，但 20%
的面积其实能容纳的客单量有限，而且新鲜海鲜的损
耗也非常大。

“虽然民以食为天， 但是这个方向的新零售现在
大家都在探索，还没有见到特别成功的。 ”

生鲜超市你方唱罢我登场

无锡新零售业态越来越丰富

“小”家居大吸金：
开业 10 天日均万人到店

探访：
倡导“生活美学”的
苏宁极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