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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需求激活万亿消费空间 

——即时零售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研究 

 

内容提要：作为融合线上线下，高度满足消费者即时性、便

利化需求的新型零售业态，即时零售近年来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

美团研究院依托平台数据与消费者问卷调查，对即时零售业态的

消费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消费者对时效

性便利性需求的增加，即时零售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的消

费品类更加丰富，覆盖更多元的消费场景，并呈现出客群扩展、

消费升级等显著趋势。本文研究发现，通过扩大有效供给，激活

消费需求，即时零售对总体消费有明显的增量带动作用，且具备

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条件。建议探索建设“线上便民生活圈”，

进一步提升即时零售供给能力，完善畅通即时配送履约体系，不

断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通过商业创新践行新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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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以前我们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好

不好”的问题。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新型零售业

态在“多”“好”“省”等多个维度上不同程度地满足了消费者的

需求，但是“快”则始终没有非常适合的解决方式。近年来，以

“快”为优势，更好满足消费者即时性、便利化需求的即时零售

新业态实现了快速发展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消

费数据分析及问卷调研访谈等方式，对即时零售业态当前的消费

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初步探讨了即时零售拉动增量消

费的机制及长期发展的动力，尝试为零售行业新业态研究提供参

考。 

一、即时零售的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 

即时零售是以即时配送体系为基础的高时效性到家消费业

态，致力于解决零售业态的时效性需求，属于典型的零售新业态

和消费新模式
①
。 

（一）即时零售消费习惯逐渐养成，消费规模不断提升 

从消费侧看，互联网的普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及疫情的

反复影响使得我国消费者对于即时零售消费模式的接受程度不

断提升。2022 年，我国在线外卖用户规模突破 6 亿人
②
，外卖业

 
①
 广义上的即时零售，应是包含各类商品类型的新型业态，配送餐品的外卖业态也属于即时

零售的一种，但外卖业态在一般研究中往往被单独分析，故本文所研究的即时零售为狭义概念，

仅包含餐饮之外其他商品的即时零售业态。 
②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3）[R].20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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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蓬勃发展培养了消费者“线上购物+即时配送”的消费习惯。

美团研究院 2022 年 8 月发放的即时零售消费习惯调研问卷
①
（以

下简称“调研问卷”）结果显示，近 72%的受调查者在近一年中增

加了即时零售购物的行为，这表明即时零售消费习惯逐渐普及。 

即时消费习惯的养成带动即时零售行业规模不断提升。美团

财报数据显示，2022 年第一季度美团闪购总交易额同比增长了

80%以上，订单量同比增长近 70%，一季度日均订单量超过 390万。

业内测算 2021 年即时零售整体行业规模约 2600 亿元，在 2026

年将突破 1 万亿元，行业整体具有强劲增长动力和较大发展空

间。 

（二）即时零售消费品类更加丰富，消费场景愈发多元 

即时零售消费品类结构不断优化扩展。调研问卷结果显示，

蔬果生鲜、休闲零食、酒水饮料、肉蛋禽奶、粮油副食等是即时

零售的主要消费品类（见图 1）。这些品类商品具有高即时性或低

便携性等特点，如蔬果生鲜品类对保鲜要求高，需要快速送达；

休闲零食、酒水饮料品类冲动性购买属性强，消费者购买后期待

能够快速使用；粮油副食品类多为重货，便携性低，消费者购买

后期待由专人配送到家。从品类发展趋势看，消费品类逐渐覆盖

消费者各项生活所需，数码电器、家具厨具、图书影音、宠物用

 
①
 美团研究院为了调查闪购消费者消费习惯，于 2022年 9月对 2022年 8月 18日至 9月 1

日在美团平台上有过闪购消费的消费者发放了调研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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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电商经典品类的即时性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①
。 

 

图 1  即时零售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主要品类 

数据来源：美团调研问卷数据 

 

即时零售消费场景愈发多元，兼顾大众日常、应急、便利等

多场景消费需求。在多元消费场景中，即时零售的日常属性愈发

明显，美团数据显示，2022 年 1-8 月，62.7%的订单下单场景为

住宅小区，相较于 2019 年提升了 4.9 个百分点。调研问卷“您

使用即时零售购物的主要原因”（多选题）结果显示，67.35%的

被调查者使用即时零售购物“没有特殊原因，只觉得即时零售又

快又方便”，42.86%的被调查者因为“不习惯/不愿意线下购物，

希望送货上门”而选择使用即时零售购物，这两项位列选择即时

零售消费动机的前二（见图 2），表明即时零售已成为日常消费、

采买的重要渠道之一。 

 
①
 艾瑞咨询. 中国即时零售行业研究报告[R]. 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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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您使用即时零售购物的主要原因 

数据来源：美团调研问卷数据 

 

此外，消费者使用即时零售的便利动机和应急动机也颇为突

出。调研问卷显示即时零售能满足消费者购物的便利性需求，当

外出采买不方便时，即时零售成为消费首选，美团数据显示，2022

年 5 月 20 日当天美团鲜花外卖订单比 2021 年增长近 2 倍，香水

外卖销量增长 4 倍，凸显出即时零售在便利性送礼场景中的重要

价值。同时，即时零售也能满足消费者的应急性需求，消费者在

“时间紧急需快速拿到商品”、“在外出差旅游购买商品”和“错

过常规营业时段”等场景中会考虑使用即时零售购买商品。 

（三）即时零售消费潜力大，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随着即时零售行业的发展，即时零售消费不断升级。即时零

售消费升级的核心源于其更好地满足了用户消费升级需求，一方

面，当代人对时间效用的理解发生了变革，以边际收益定价替代

10.88%

13.61%

21.09%

22.45%

28.57%

31.29%

35.37%

42.86%

67.35%

便利：购买礼品送给别人

疫情：为了疫情期间线上抢菜

应急：错过常规营业时段，需要在即时零售平台上购…

应急：在外出差/旅游，人生地不熟，网上方便快捷…

疫情：受疫情影响无法出门购买，只能送货上门

应急：时间非常紧急、必须快速拿到商品

便利：天气恶劣/身体不适，不便出门，希望能送货…

日常：不习惯/不愿意线下购物，希望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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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成本定价，更加专注个人需求，在使用即时零售消费时“只

买要的”，愿意为即时购物支付溢价。从数据上看，对配送速度

要求高的用户对商品价格更不敏感，除美妆日化和水果品类外，

消费者购买的打折商品在即时零售消费商品中的占比较低（见图

3）。 

 

图 3  美团闪购订单中促销商品与原价商品的占比 

数据来源：美团数据  

 

另一方面，即时零售消费者具有较强的购买力，近年来伊利、

玛氏等头部零售品牌商，屈臣氏、MUJI（无印良品）等品牌专卖

店以及苹果、华为、小米授权经销商纷纷入驻即时零售平台，所

售商品数量和客单价不断提升。日用百货品牌商户无印良品入驻

美团闪购一周后，订单量达到入驻第一天的 68 倍，试运营期间

给单门店带来最高近 25%的业绩增长。苹果手机等高价值消费品

的销量也增势迅猛（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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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2 年 1-8月苹果手机销量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美团数据 

 

（四）即时零售客群规模增速快，客群均衡化发展趋势凸显 

当前，即时零售客群规模快速增长，外卖用户是即时零售的

潜在客户群体。具体而言，在年龄维度，即时零售的主要客群为

21-35 岁群体，这一年龄段用户数的占比高达 72.5%，“80 后”、

“90 后”群体是即时零售消费的中坚力量，长期看，即时零售消

费客群年龄均衡化发展趋势凸显，20 岁以下、51 岁以上客群增

速明显，36-40 岁群体将和 21-35 岁群体一起，成为未来即时零

售的核心消费群体（见图 5）。从性别维度看，男性占比为 45%，

女性占比为 55%，即时零售客群的性别分布也出现均衡化趋势，

男女性别比逐渐接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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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1 年美团闪购分年龄段用户规模与增速 

数据来源：美团数据 

 

二、即时零售激发居民消费，创造经济增量 

即时零售业态通过数字化赋能供给侧进而激活消费需求，对

总体消费有明显的增量带动作用。美团研究院开展的问卷调研，

从消费者主观认知的角度初步测度了即时零售的增量效应（见图

6），消费者反馈，每通过即时零售消费 100 元，平均约有 32.8

元属于新增或额外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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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即时零售每消费 100 元有多少属于新增或额外消费 

数据来源：美团调研问卷数据 

 

具体来看，即时零售创造消费增量主要有下述四种途径： 

一是即时零售通过满足一部分具有强时效性的“非满足即消

失”的需求实现增量。美团研究院开展的调研问卷结果显示，

13.25%的被调查者在使用即时零售购买商品因故无法按时送达

的情况下会直接放弃购买（见图 7）。以酒水行业为例，消费者对

就餐期间的酒水、饮料等需求有极强时效性要求，当配送时长超

过 20 分钟时，部分消费者就会放弃消费，即时零售通过将酒水

饮料的配送时间控制在 15-20 分钟以内，有效地满足了消费者聚

餐中因酒水饮料准备不充足所触发的“非满足即消失”需求，创

造了消费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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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即时零售履约失败时消费者下一步行为选择占比 

数据来源：美团调研问卷数据 

 

二是即时零售通过满足居民非日常时段（22点至次日 8点）

的消费需求带来消费增量。线下商超门店的营业时间普遍为 8 点

至 22 点，而消费者夜间购物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即时零售业态

催生的美团闪电仓新供给模式通过与即时配送服务以及 24 小时

便利店的联合，为民众提供全天候商品供给。美团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至 8 月，非日常时段（22 点至次日 8 点）即时零售订单

量占全天订单量的 16.1%，相比 2020 年非日常时段的销量占比

提升了 1.7 个百分点。便利店商家线上订单峰值出现在 21 点至

23 点，零食饮料、卫生用品、手机充电线等是夜间主要消费品。 

三是即时零售帮助消费者触达更大范围的商超店铺，将可触

达的商超店铺物理半径从 1km 扩展至 3km 以上，进而扩充消费者

的产品选择范围，拉动消费。调研问卷数据显示，68.15%的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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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者认为，与其他购买渠道相比，即时零售可购买的产品种类更

加丰富（见图 8）。美团数据显示，某大型零售品牌线下渠道和线

上渠道的客户群体重合率仅为 10%，线上消费有九成均为增量。

社区夫妻老婆店店主表示“平常来店里消费的都是社区的老人，

购买的东西多为烟、酒，线上订单消费的东西更加年轻化，有零

食、饮料、日常用品等”。 

 

图 8  即时零售与其他购买渠道可购买产品种类对比 

数据来源：美团调研问卷数据 

 

四是即时零售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在选品、组货等方面赋能

商家，精准满足消费者需求，拉动销量。传统商超通过经验备货、

组货，难以精准捕捉、预测消费者的潜在消费意愿。即时零售通

过数字化技术管理为商户提供周边（3-5km 以内）商品销量榜单

和商品搜索榜单，引导商家精准选品、组货以匹配顾客消费偏好，

让消费者进店可以买到原先无法购买的产品。某大型商超与美团

30.57%

37.58%

26.11%

3.18% 2.55%

非常丰富 比较丰富 正常 比较不丰富 非常不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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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购合作，通过数字化信息调整选品对超市商品及陈列进行年轻

化升级，在提高线上订单量的同时，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进店线

下消费。 

三、即时零售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条件 

即时零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与需求、供给、技术条件等多

维度因素密切相关。 

（一）便利化需求是即时零售发展的内在动力 

零售的本质是给最终消费者带来需求的满足，因此即时零售

业态能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一方面是消费者便利化需求的长期

存在；另一方面则是此种需求无法被现有零售体系很好地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是多维度的，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希望在消

费时尽可能花费更少的时间、体力、精力等，实现更大程度的满

足。便利是人们在购买和消费产品的整个旅程中对于时间、体力、

精力和心力等非货币成本要素努力的感受，除了基础意义上的时

间便利、体力便利、精力便利，愉悦感和幸福感也属于广义便利

的范畴，也是便利的终极目标
1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大众对于便利的需求正不断增长和延伸。 

一是便利化的需求逐渐延伸到消费各环节。在消费前的购买

决策和信息搜集阶段，需要有丰富、完整的购物信息获取渠道以

及高效的检索、推荐技术帮助消费者节约搜寻成本；消费过程中

希望有电子支付、线上购物、送货上门等各环节的便利化帮助节

省体力与精力，免除奔波劳苦；消费后希望有便捷快速省心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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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退换货等服务，节省心力。零售商不断细分、拆解消费者的

购物流程，并通过数字化、标准化、专业化等多种手段提高购物

流程的便利化水平（见图 9）。 

二是消费者对便利化程度的期望不断升级。便利化需求具有

典型的“棘轮效应”特征，即大众消费水平和便利消费的习惯形

成之后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只能向更加便利的方向迁移，

而很难向下调整
2-3
。在传统电商培养起用户“线上下单、送货上

门”的习惯之后，即时零售模式“随时线上下单，更快送货上门”

带来的精力、心力便利化升级就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 

 

图 9  消费各环节的便利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另一方面，我国当前的商品零售体系还难以较好地满足大众

的便利化消费需求。从结构上看，我国商业设施结构和布局有待

调整，与居住设施空间、轨道交通、办公空间的匹配度有待提高，

社区便民商业设施与国外大型城市在人均占有量、覆盖率、网点

密度上存在一定差距。以便利店为例，毕马威报告显示，2021 年

我国大陆地区便利店渗透率较低，一家便利店需覆盖 7033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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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远不及韩国的 1059 人/店
①
，覆盖率也低于同期的日

本、美国、英国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我国大陆地区便利店的

店均销售额也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见图 10）。

即时零售业态可以与线下商业设施紧密融合，在既有零售网点布

局下通过细密的履约配送体系覆盖更广区域，缓解商业设施布局

不均衡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满足社区、办公区消费者的便利化购

物需求。由此可见，即时零售是通过线上化的方式对传统线下零

售进行有益的补充，是我国零售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图 10  各国便利店覆盖率和店均销售额对比 

资料来源：毕马威、CCFA 

 

（二）“为便利付费”是即时零售发展的经济基础 

即时零售发展的关键在于消费者具备“为便利付费”的能力

 
①
 数据来源：毕马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021 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R]. 2022,07.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韩国 英国 中国台湾地区 美国 日本 中国大陆

单店的人口覆盖率（人/店） 单店平均销售额（万元）|右轴



 

15 

 

和意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35128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9.1%，实际增长 8.1%，全国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24100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3.6%，实际增长

12.6%。我国居民的整体支付能力和消费意愿仍在不断提升，让

即时零售具备了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 

我国居民整体支付能力和消费意愿的提升催生了“金钱换时

间”的潜在需求，为即时零售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即时零售

的核心是消费者支付额外的履约费用，以获取更快速、更便捷的

购物体验，配送费可视为让其他人代替自己承担部分购物过程的

“便利性溢价”，其实质是相对时间成本的差异。整体来看，我

国 2021 年全国平均时薪在 17 元左右，大中城市更高，如 2021

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7.8 万元，对应时薪为 39 元，北京市

居民平均时薪在 37 元左右，远高于现阶段的单均配送成本。调

研问卷数据显示，消费者对配送费的支付意愿与收入正相关，即

家庭年均收入越高的用户，越能承担相对较高的配送费。 

值得注意的是，即时零售消费意愿也并不完全与支付能力相

关，年轻群体往往更倾向于使用即时零售服务。美团调研问卷数

据显示，每周使用即时零售购物 7 次以上的“重度”用户平均年

龄仅为 26.8 岁，收入水平最高的用户使用即时零售购物的频次

和客单价却并非最高（见表 1）。这与已有调研观点相符，如埃森

哲调研数据显示，我国 Z 世代消费者比“80 后”和“90 后”更

看重网上购物的配送速度，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希望能当天甚至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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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就收到商品，也更愿意为快递配送支付额外的费用
3
。随着

更多愿意为便利付费的“互联网原住民”成长为核心消费用户，

即时零售有望成为更加普遍的消费模式。 

表 1  不同购买频次的即时零售消费者特征 

即时零售购物频次 单均价/元 年龄 家庭年收入/万元 

每周 1次及以下 62.5 33.8 20.4 

每周 2-4次 65.3 31.6 32.4 

每周 5-6次 74.8 31.6 26.0 

每周 7次以上 78.3 26.8 27.1 

数据来源：美团调研问卷数据 

 

（三）数字化是即时零售持续增长的长期保障 

数字化转型是即时零售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将从供需两

方面发挥作用。 

在供给侧，传统零售业态尤其是小型社区便利店、旧式夫妻

店的数字化能力弱，多个环节仍靠手工操作，既无法有效触达线

上消费者，也难以接入智能履约、营销等系统。数字化转型经由

线上化、信息化、数据化、自动化、智能化等一系列过程，能很

好地补足传统零售业态在获客、选品、采购、运营等方面的不足

和短板，帮助传统业态扩展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效率。一方面是

线上化转型帮助零售企业开辟新经营渠道，通过扩展商户服务的

地理区域与用户数量，延展商户的“交易可能性边界”。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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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和智能设施，将经营管理活动输出为可视

化的结果，辅助科学决策，并把繁杂重复的采购入库、商品展示、

宣传促销等环节转化为按预定程序运行的过程，替代人工基础劳

动，拓展商户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在需求侧，精准推介、搜寻技术的进步更好地节省了消费决

策各环节的交易成本，配送算法优化和无人机、无人车等新型配

送工具的改进更好地平衡履约效率和成本，让即时零售的便利性

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进一步融合会更

加深入地改变大众的消费习惯，给即时零售行业带来更多可能。 

四、更好满足即时零售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 

为促进即时零售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满足大众对即时零售

消费的需求，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探索建设“线上便民生活圈”更好满足消费需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近年来我国政府促进居民消费便利化

的重要举措。建议统筹考虑线上新业态和线下传统零售业态对消

费的满足和激发效应，可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同时也加强

“半小时线上便民生活圈”建设，帮助商户尤其是社区周边中小

门店上线即时零售业务，实现多种类居民消费品的“线上下单，

半小时送达”。这既可以在线下商业设施建设成本高的区域充分

利用原有商超、社区便利店、生鲜店等存量市场主体的服务能力，

提高零售网点的覆盖范围，又能更好地满足部分习惯于线上购物

或出行不便消费群体的便利化需求，更好实现对居民消费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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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二）新旧结合扩大即时零售有效供给规模 

商品供给的丰富能够对即时零售消费规模的扩大形成正向

推动力，并通过供需双方的交叉规模效应进一步形成零售行业整

体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反馈。建议一方面要加强传统零售业态的线

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向线下延伸拓展

业务，加快线下传统零售店铺、连锁超市等业态及品牌商上线零

售平台；引导线下零售企业开发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对使用数字

管理系统、数字营销系统、数字财务系统的零售业中小微商户，

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零售前置仓等新型

供给模式，由即时零售平台给出选址选品定价建议、线上营销运

营指导、线下履约培训，同时给予流量资源、运营指导、选品赋

能、组货服务、营销资源等多项扶持举措，减少线下装修投入和

房租、人力成本，助力零售行业降本扩容增效。 

（三）保障即时配送履约体系的完整畅通 

呼吁出台支持智能配送发展的政策。应尽快引导医院、学校、

商业区、写字楼等配送强度大、人员密集地区设立外卖柜等智能

配送设施，政府予以一定的补贴支持等，即时零售平台企业可以

为政府提供建议点位规划名单。长期来看，应加快发展无人机配

送、自动配送车等新一代配送设施，补充运力。其次，结合今年

多地疫情期间保供成功经验，建议把即时配送服务纳入城市物流

配送保障政策范围。可推广部分地区的“电子通行证”经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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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临时封控区域内的骑手实施闭环管理，政府和企业应合力提供

必要的住宿、饮食、核酸检测保障。此外，要保障非常时期城市

末端物流的快捷和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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