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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网络零售生态新变化

2021年国内网络零售规模持续扩大

2021年中国网络零售规模持续增长，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1%，达到13万亿元。实物商品网上零售规模继续扩大，达到10.8万
亿，两年平均增长13.4%，增速明显高于线下消费。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保持在24.5%，较2020年
略有下降。

图1：2016-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与比重变化情况

近年来，线上零售虽面临流量红利见顶、获客成本高企引起的增速下降，但随着线上消费向更多年龄层级和地区的扩张和线上线下

融合的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仍将持续推动线上销售规模持续扩大。

一方面，随着Z世代为代表的“数字原住民”逐渐具备较高的消费能力，加之疫后中老年网民数量显著增加，品牌商家进一步加快不

同品类向线上渠道渗透，以获得各年龄段消费者的青睐。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12月，国内50岁以上网民数

量占比由2020年12月的26.3%增至26.8%。此外，数字化推动下的线上业态和模式快速的升级迭代，进一步降低了不同品类、业态、

城市层级及价格层次商品和服务的线上化运营的资金和技术门槛。例如私域流量运营不仅有助于解决品牌商家线上成本高企的问

题，同时也能帮助商家更加精准和高效的完成对消费者的心智和钱包份额的占领。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1中国网络零售宏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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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消费品网络销售实现两位数增长

进入后疫情时期，数字化和消费升级已成为影响消费品零售行业增长的关键因素。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包括

饮料、日用品在内的必需品线上销售增速快速提升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随着疫后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及消费

者日趋高端化、健康化、品质化的需求之下，金银珠宝、体育娱乐用品等可选消费品和家电家居为代表的耐用品的线上销售也

实现快速增长，同比增速超过10%。

图2：2021年主要消费品网络销售占比和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部商务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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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渠道持续渗透更多消费者

 • 网购用户规模方面。据CNNIC数据显示，2021年网络购物用户规模继续提升，截止2021年12月底，网络购物人数达到8.42
亿，占到全国总体网民的81.6%。

图3：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及渗透率变化

数据来源：CNNIC

 •  消费者网购app使用时长方面，全网移动端消费者购物的时长继续增长。截止2021年12月底，国内网购消费者月人均使用市

场达到了10.1小时，较2020年同期增长了10.9%。

数据来源：Questmobile

图4：移动购物行业月人均使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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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费者对于各个品类的线上购物意愿继续提升。据德勤全球消费者状态追踪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12月底，中国消费者对包

括服装鞋帽、个护、3C产品在内的消费品类的线上消费占比持续上升。

来源：Deloitte Global State of the Consumer Tracker

注：调研时间2021年9月及2021年12月

图5：中国消费者细分品类线上消费占比

网络零售走向呈现即时性和社交性的特点

受疫情影响，消费者生活半径的缩小和线上渠道获客成本高企使传统消费品零售行业的数字化面临巨大的挑战。针对以上两个痛

点，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网络零售正在向两个方向发展：全品类即时零售和内容化的私域流量运营。

区别于社区团购，即时零售的品类范围从超市日常类刚需产品拓展到了全品类。同时即时零售的参与方从平台、团长直接换成了品牌

方、零售商。在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当下，到家到店全渠道逐渐开始成为品牌方的标配。对于品牌方而言，这种通过平台提供数字化技

术，物流配送的模式，是一种新的流量渠道和新的曝光机会。由于即时零售需要数字化平台、前置仓、物流配送等技术基础设施，以

及企业具备极强的履约能力、供应链整合能力、数字可视化及配送能力，目前大部分的消费品牌和传统零售企业仅将其作为一个渠

道的补充。

另一个方向源于逐渐社交化、内容化的网络零售环境变化。消费品零售企业通过公域平台获得了流量和消费者数据，但在消费逐渐

被社交、兴趣类内容平台影响的当下，品牌如何持续有效的触达用户，培养用户心智，解决高企的流量成本问题，是消费品牌面临的

难题。近期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积极识别和利用各个社交平台优势，围绕自身品牌的发展愿景搭建数字化生态，以掌握流

量的主动权。除了传统的公域流量平台，包括奢侈品、运动服饰、美妆在内的诸多消费品牌开始培育自身在微信生态、小红书、抖音、B
站等社交内容平台中的私域流量池。据腾讯年报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底，腾讯小程序交易额已达到1600亿元人民币，较2019年提

升100%。

1.2中国网络零售行业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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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化结合体验式服务的新兴企业受到资本青睐

2021年，中国消费品零售行业线上线下融合程度继续加深。消费品和零售企业持续数字化投入，加快线上线下融合的品牌体验店的

建设，以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互动。如三只松鼠、奈雪的茶、青岛啤酒等消费品牌创建以自身品牌为主要产品的品牌饮品店、

啤酒吧、零食专卖店等，并通过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和到店消费的模式，提升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这些举措在推动包括饮料、休闲

食品、速食在内的必选消费品类消费体验感的同时，增加了品牌的销量，在疫后获得更多资本的青睐。Wind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食

品饮料行业新上市企业数量持续增加。

图6：2019-2021年新上市中国消费品零售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wind

注：此处为对应年份在A股、港股和美股上市的企业数量

在投融资方面，通过数字化和线上渠道为阵地的新消费品牌和零售业态快速崛起，在社交媒体和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的助推下受到消

费者的追捧，同时也获得了资本市场的青睐。据IT桔子数据显示，数字化技术和渠道赋能下的食品饮料领域作为疫后最具确定性的

赛道，是疫后获投次数最多的细分领域。

图7：2019-2021年消费品零售行业创业公司获投情况

数据来源：IT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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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零售监管加强，平台经济新秩序得以建立

随着我国网络交易蓬勃发展，对于网络零售业态的管理也开始进入严监管周期。2021-2022年，各部委先后出台《网络直播营销管理

办法（试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新《反垄断法》等文件，规范交易行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消费者权益，对完善网

络交易监管制度体系、持续净化网络交易空间、维护公平竞争的网络交易秩序、营造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家强化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2021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

务市场垄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也成为国内互联网反垄断第一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

执法年度报告（2021）》显示，2021年全国共查处各类垄断案件175件，同比增长61.5%，罚没金额235.92亿元。即将于2022年8月1日
开始施行的新《反垄断法》强化了对电商领域的监管措施，包括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等从事垄断行为、提升反垄断处罚力度等，此举

对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创新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税务部门强化对电商直播行业偷逃税问题的监管和处罚。根据天眼查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 8 月底，国内已有660余家艺人经

纪公司、网红直播等相关企业被注销。2022年3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针对网络直播行业存在的偷逃缴纳税款、带货营销不规范等问题出台相关举措，推动网络直播行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政府加强对电商平台零售商品质量的监管。2021年双十一期间，浙江省消保委对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五个平台双十一直播

带货进行了消费体察，并约谈淘宝、拼多多、快手、京东、抖音五大平台及相关主播，并要求5家平台和相关主播在3个工作日内提交正

式的整改报告。由此可见，政府正在严格审查日益活跃的主播和平台，进一步保障在新兴业务模式下的消费者权益。

图8：2021年”双十一“期间浙江省消保委消费体察结果

数据来源：浙江省消保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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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品零售TOP100榜单及解析

近年来，零售边界被打破，全域电商成为新趋势。在疫情常态化下，我们看到消费品企业和实体零售企业积极探索新业态、新模式，

采用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方式开展自身线上数字化业务。德勤联合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共同开展中国网络零售调研，并根据调研成

果发布2022中国网络零售TOP100榜单。榜单旨在记录和展现中国消费品和零售行业的数字化发展态势和发展进程。（完整榜单详

见附录）

图9：企业网络销售规模分布

2.1上榜企业总体分析

上榜企业网络销售规模持续增加，前20强企业网络销售规模占比超90%
2022年网络零售TOP100企业销售额超1.86万亿元，比2021年总体提升26.6%。入榜网络零售TOP100的企业，入榜门槛从去年的

2.4亿元以上提升至今年4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网络销售额超过千亿的企业4家，百亿级企业13家，十亿级企业44家，亿元级企业

39家。前20强企业的网络销售额达1.72万亿元，比2021年同比增长24.4%，占TOP100企业总体网络销售额的92.2%。2020年至2022
年间，TOP100企业网络销售额大多聚集在亿元与十亿元的区间，并在此区间浮动。前20强企业的网络销售额占总体TOP100的网络

销售额比例均超过90%，网络零售TOP100的网络销售规模集中在前20强企业中。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消费品和实体零售企业数量的占比达到92%
2022年上榜企业中，8家是电商企业，非电商企业达到92家，非电商企业数量比去年略有下降。其中，消费品企业达到53家，网络销

售占总体上榜企业网络销售比重的18. 5%，非电商零售企业39家，销售占比达16.9%。2020年至2022年，非电商企业数量和网络销售

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消费品企业上榜数量和网络销售规模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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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上榜企业类型数量和网络销售额占比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华东地区上榜企业数量领先全国，华北企业网络销售额占比最高

地域分布方面，网络零售TOP100企业广泛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域。从数量来看，华东地区继续领先全国，上榜企业数量达到

51家，华北地区企业14家，华南地区企业19家，华中地区企业8家，西部地区企业4家，东北地区企业仍然保持1家，以及跨

国企业3家。2020年至2022年，华东地区企业上榜数量持续上升。从网络销售额来看，华北地区企业网络销售额占比最高，

达55.5%，其次为华东地区企业占比31.5%，华南地区企业占比11.3%，华中、西部、东北地区和跨国企业占比较少，均小于

1.0%。2020年至2022年间，华北、华东、华中地区企业网络销售额逐年增加，且华东地区企业增速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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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各地域上榜企业数量和网络销售占比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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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率前十强企业名单

数据来源：CCFA, 德勤研究

2.2 消费品和零售企业网络销售情况

上榜消费品企业

本次网络零售TOP100排名中，上榜消费品企业达53家，比去年增加4%。企业类型包括食品饮料、个人用品和化妆品、服装鞋帽、奢

侈品、电子和家电家居五大类。消费品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网络销售规模分布在十亿级的企业数量最多

消费品企业中，服装鞋帽上榜企业21家，其网络销售额以亿元和十亿元规模的企业为主，其中两家企业突破百亿元；食品饮料企业

17家，上榜企业网络销售规模份额分布在亿元、十亿和百亿元级别；个人用品和化妆品7家，上榜企业网络销售额规模均在十亿元级

别；电子和家居家电类企业6家，网络销售额在百亿级、十亿级和亿元级规模均有分布；奢侈品企业2家，企业网络销售额均达到十亿

元级别。

创新 社交 绿色——网络零售制胜之道  | 2、消费品零售TOP100榜单及解析

连续三年上榜的企业超半数，新上榜消费品企业以国货品牌为主

2020-2022年，连续三年上榜的企业共有51家。2022年网络零售TOP100中首度跻身的企业共有16家，包括2家电商企业、7
家消费品企业和7家非电商零售企业。在电商企业中，新上榜的拼多多和快手是社交电商与直播电商的典型，电商平台越趋多

样化。在新上榜的7家消费品企业中，服装鞋帽类企业4家，全部为经典国货品牌，个护用品与化妆品类企业2家，包含1家国

货品牌和1家由直播带火的新锐品牌，食品饮料类企业1家。在新上榜的7家非电商零售企业中，百货类企业4家，超市类企业2
家，专卖店类企业1家。

网络零售高增长十强企业中，便利店业态引人注目

2022年网络零售TOP100企业中共有86家企业实现了网络零售额的正增长，其中，同比增长率超过100%的企业达到7家，同比

增长率位于50%-100%的企业共有21家。在网络销售额高增长的十强企业中，银座集团以647.7%的增长率高居第一。另外，

除步步高以外的企业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率与零售收入同比增长率均实现了正向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美宜佳与罗森两家便

利店业态的企业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率均超过了100%，该原因在于疫情下社区商业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方式的改变。

企业名称 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率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47.66%

上海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538.80%

美宜佳控股有限公司 152.83%

罗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41.24%

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15.01%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11.76%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18%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99.89%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94.29%

来酷科技有限公司 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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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上榜消费品业态企业规模分布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电子和家电家居类企业占上榜消费品企业网络销售额比重最大

从细分领域来看，电子和家电家居企业6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消费品企业的62.4%；服装鞋帽企业21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

消费品企业的17.9%；食品饮料企业17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消费品企业的10.5%；个人用品和化妆品企业7家，网络销售额

占上榜消费品企业的6.9%；奢侈品企业2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消费品企业的2.2%；

图14：上榜消费品企业网络销售类型分布（按企业数量和销售规模）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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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社交 绿色——网络零售制胜之道  | 2、消费品零售TOP100榜单及解析

华东地区消费品企业数量和网络销售额占比高于其他区域

消费品企业中，华东地区企业数量最多，达30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消费品企业的比重达41.7%；华北地区企业4家，网络销

售额占比达29.4%；华南地区企业12家，网络销售额占比达23.4%；华中地区企业5家，网络销售额占比达3.1%；西部地区和

跨国企业均为1家，网络销售额占比分别为0.7%和1.7%。

图15：上榜消费品企业网络销售地域分布（按企业数量和销售规模）

数据来源：CCFA, 德勤研究

上榜零售企业

本次TOP100网络零售排名中，上榜零售企业达47家，销售额超过15,222亿元，同比增长32.5%，高于去年同期的18.4%。其中电商企

业有8家，其余39家为非电商零售企业。

零售企业网络销售额集中分布在十亿元和亿元规模

从规模来看，上榜电商企业和专卖店的网络销售规模分布在十亿元、百亿元级和千亿元级规模之间，上榜超市网络销售额主要以亿

元和十亿元级规模为主，上榜百货企业和便利店则全部由亿元级和十亿元级的企业组成。

单位：家 单位：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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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上榜零售业态企业规模分布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创新 社交 绿色——网络零售制胜之道 | 2、消费品零售TOP100榜单及解析

实体零售企业达到39家，专卖店业态占比达到13.89%领先其他实体业态

上榜零售企业中，电商企业8家，网络销售额占零售业态总销售额比重达79.3%，较去年同期的92.1%有所下降，非电商零售企业的网

络销售额占比有明显提升。在39家非电商零售企业中，专卖店企业6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零售企业网络销售额的13.9 %，相比于去

年同期的0.7%有显著提升；超市企业17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零售企业网络销售额的5.4%；百货企业13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零售

企业网络销售额的1.2%；此外，还包括便利店企业3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零售企业网络销售额的0.2%。

图17：上榜零售企业网络销售业态分布（按企业数量和销售规模）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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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社交 绿色——网络零售制胜之道  | 2、消费品零售TOP100榜单及解析

百货企业在全国各地区分布最广，华东地区超市业态企业最多

从地域分布来看，华东分布的零售企业数量最多，达到21家，其次为华北、华南、华中、西部、跨国企业和东北。其中，华东的超市业

态企业最多，达到10家。上榜百货企业分布最广，在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部和跨国企业中均有分布。电商企业多点开花，在华东、

华北、华南和西部都有分布。专卖店则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华南。

图18：上榜零售企业地域分布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电商企业中，直播电商与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增长迅速

上榜电商企业多数分布在前20强中，且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率差距较大，较为成熟的电商品牌增长率在20%左右，而直播电商和生

鲜电商等新业态电商增长率则超过了70%。其中，快手科技作为直播电商，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99.9 %，该增长率位居电商企业榜

首；阿里巴巴的天猫超市和盒马生鲜等自营业务以94.3%的增长率位居第二；作为生鲜电商代表的叮咚买菜则以77.5%的增长居于 
第三。

图19：标题

数据来源：CCFA, 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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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率 子类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99.89% 直播电商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仅包括盒马生鲜等直营业务） 94.29% 平台电商

叮咚买菜(开曼)有限公司 77.54% 生鲜电商

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72% 垂直电商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拼多多） 26.00% 社交电商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25.12% 平台电商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平台电商

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5.51% 垂直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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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电商零售企业中，专卖店与超市等传统业态的数字化程度较去年有所提升

从非电商零售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即网络销售占上榜企业营收的比重）来看，上榜的专卖店企业销售中的数字化程度相对较高，网络

销售占营收比重几乎都大于20%，超市、百货紧随其后。虽然超市和百货上榜企业销售占比超过20%的企业仍未超过半数，但超市业

态的数字化程度提升较快，且这两个细分领域内头部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较去年均出现了较大的提升。

图20：网络销售占比企业数量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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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零售数字化典型案例分析

在疫情多发冲击消费市场的环境下，网络零售对消费市场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助力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多家零售企业在可选消费遭受

影响的情形下，通过提升数字化能力迎来了业绩的快速提升。

渠道变革：把握直播电商与社交电商红利，贝泰妮成为国货新锐品牌

贝泰妮以“薇诺娜”品牌为核心，是一家在产品销售渠道上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专业化妆品生产企业。2021年双十一，薇诺娜荣登天

猫美容护肤类目Top6，成为2018-2021年唯一一个连续4年入围该榜单前十的中国品牌。近年来，贝泰妮抓住直播电商与社交电商浪

潮，积极布局小红书和抖音等平台，通过网红爆款打造、场景营销导流、O2O快速拓展，成功抓住新一轮电商红利，推动品牌传播并

转化购买，在消费升级与国货热潮中成为新锐品牌。

领先的数字化能力是贝泰妮实现品牌破圈的重要手段，其数字化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以线上渠道为主导，打造全域消费者运

营。通过多元化的渠道覆盖，优化公域流量并建设私域流量，公域流量以天猫旗舰店、抖音旗舰店、快手旗舰店和京东旗舰店等线

上推广自营店铺为代表，私域流量以薇诺娜专柜服务平台为代表。其次，重视对消费者的教育，采用灵活的新媒体营销手段。通过与

具有公信力的KOL进行深度合作，以线上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密集输出专业护肤知识，转递正确的护肤理念，激发市场消费欲望。最

后，精细化信息系统管理能力，贝泰妮凭借“横+纵”架构信息化系统衔接了各事业部、各品牌以及各部门等的不同业务环节，上线“

全渠道中台系统”，打通公司内部信息壁垒。在安全稳定的系统支持下，2021年“双11”大促活动期间，公司各信息系统顺利承接并

成功处理数百万单级别的订单处理量，为消费者提供流畅、高效的体验。

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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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社交 绿色——网络零售制胜之道  | 2、消费品零售TOP100榜单及解析

供应链变革：即时零售下，美宜佳在数据、用户、物流与供应链多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

美宜佳自1997年成立以来，门店发展以广东为中心，稳步布局全国。截至2022年5月，全国连锁店数近27600家，线下门店月均服务

顾客超2亿人次。数字化转型赋予美宜佳品牌核心竞争优势并助力品牌稳步增长，扩大品牌市场份额。随着“即时零售”、“半小时达

社区零售”等多种新业态出现，美宜佳在不断进行升级和转型。

总体来看，美宜佳的数字化转型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数据共享。整合线下与线上资源，建立数据库同步共享机制，优化企业

供应链、用户端、线上销售渠道的信息沟通。其次，用户提效。关注用户消费需求与反馈，搭建并完善会员体系精准服务平台，精准推

送产品营销内容，提升用户活跃度与消费频率，优化用户消费体验。此外，物流配送提效。与美团、饿了么等第三方平台合作，开展线

上业务，提高门店覆盖范围。同时，利用信息系统优化物流与配送效率，缩短配送时间。最后，供应链提效。搭建供应链数字化平台

并自建数字化产业园区，统一管理采销、配送生产等流程，提升供应链效率。

消费者变革：关注Z世代消费者和小家电市场，美的以用户需求引领零售转型

2021 年，美的电商销售占比继续保持在 45%以上，线上与线下市场进一步加速融合，围绕不同渠道的层次与特性以及用户需求和购

买方式的变化，美的以用户需求和用户体验牵引零售转型，不断重构和匹配市场零售运营体系，构建面向终端零售的用户直达。旗下

华凌品牌打破传统家电模式的束缚，坚持求新不止，通过“好看的设计、好用的功能、好玩的互动”拥抱 Z 世代年轻人。深耕年轻用

户，以创新产品为核心，以品牌虚拟代言人“凌魂少女”为沟通桥梁，以“让年轻的上”为口号，面向更多不同文化圈层的年轻人进行

年轻化品牌营销传播。通过更具年轻的创新设计结合和更具智能化的用户体验在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热、生活小家电等品类中

全面发力，整体营收超 55 亿元，同比增长超 200%。华凌小家电在京东、天猫、抖音等平台持续开拓品牌渠道，并推进开发艺术化空

间的折叠小暖阳、台地两用的循环扇等产品。

美的及华凌的成功具有以下数字化转型特点：一是以用户体验为牵引，精准切入用户消费场景，搭建起覆盖全渠道纵深的专卖店网

络；二是面向零售环节，提供漫游式购物体验，实现精准推荐及专属智能导购，向家装家电一体化服务转型；三是积极拥抱新业务新

赛道，在拼多多、抖音、快手和小红书等新兴渠道，完善产品布局，推动美的电商经营中台建设，强化经营一致性与效率；四是专项推

动产品结构突破，通过数据洞察精准识别用户需求，利用新玩法驱动新兴品类增长，提升智能场景运营能力；五是持续优化售后物流

服务体验，包括送装一体、一日两配、送货上门及退货上门取件等服务，推动供应链数字化和供需效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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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社交、绿色—— 
网络零售制胜之道
虽然这一年经济局势并不稳定，零售行业的发展依然呈现上升的趋势，数字化创新、社交化营销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应对挑战

和不确定因素的关键亮点。未来一段时间内，在社会各种不确定性的风险下，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精准满足顾客所需始终

是零售商持续制胜的关键。

3.1提升社交化消费影响力，深耕私域流量池

近年来，以头部主播为代表的KOL（关键意见领袖）通过其高认可度和低产品价格的优势，发挥了强大的带货能力。KOC（关键意

见顾客）亦开始在用户社群中拥有更大的消费决策影响力，且KOC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为品牌背书，更容易获得新一代消费者的

信赖。21世纪经济研究院调查显示，77.6%的“Z世代”倾向于通过自媒体、B站和小红书等平台的KOC测评及推荐了解品牌信息。

随着互联网营销的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也在变化，单纯的推广、推荐逻辑已经不再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的刺激，所以从

KOL、KOC到KOS（关键意见销售），品牌商需要提升社交化消费影响力，培育并孵化自己的KOS，从而获取消费者更多信任。

提升社交化消费影响力，加强直播场景投入。如今具有专业销售能力及大量垂直领域知识储备的内容创造者KOS正在涌现，在直播

平台去中心化趋势开始显现之时，各品牌商需开始培养自己的品牌KOS，强化在直播、短视频等新兴消费模式中的带动作用。对于品

牌商来说，KOS拥有更多垂直专业知识储备，是品牌方与消费者对话的最佳桥梁，在身份的定位上，更是品牌商进行自我渠道新模式

的最佳助力。并且随着科技在网络零售中的应用加强，3D、VR\AR、AI等所带来的技术加持提升了消费者的观看体验，品牌商和零售

商们可增加在新消费场景的投入，提供更好用户消费体验。

布局私域流量池，建立持续可反复利用的流量堡垒。随着多行业进入存量博弈格局，私域流量的深耕将成为品牌商未来1-2年运营

的主战场。首先，品牌商在构建私域流量的同时，也要抓好公域流量的价值。品牌商不能脱离公域流量平台，而应该通过平台获得更

好的曝光度，从而将流量引导私域流量池中。其次，品牌商应建立清晰、精准的用户画像。私域流量的精准度非常关键，引流以后，品

牌商需要根据用户群的需求、偏好、习惯等针对性、高质量地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服务，才能获得高粘性用户。最后，品牌商

可以根据自身和产品特性选择私域流量载体组合，比如通过小红书来种草、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来实现快速传播、通过微信来实

现社群运营等。

图21：以全域数据推动业务洞察提升

来源：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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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完善全渠道运营，建设数字化供应链

疫情冲击之下，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变得更加克制、务实。消费者更加审慎地对待每一次购物决策，思考时间拉长，

不仅对自身需求有了更为精准的认知，对产品研究也更为深入。品牌商和零售商们需积极应对这种局面，一方面，应加快全渠道营销

建设，方便消费者进行多方对比；另一方面，应更深入洞悉消费者需求，提供精准化个性化产品服务，并借助数字化供应链实现需求

快速响应。

全渠道运营，提供同质无缝的用户体验。全渠道运营模式消除了商品的不确定性，消费者通过在线下实体店亲身触摸、穿戴、使用商

品，能够更好地作出购买决策；将消费者引流至线下，也为零售商的向上销售带来了可能。对于品牌来说，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

售体系，要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尽可能多的增加营销渠道、打造消费场景，将线上线下场景打通，为客户提供跨渠道的无缝同质化

的流畅购物体验，最终实现全方位触达、全流量运营、全场景交付、全流程服务。

数字化供应链助力需求快速响应。中国消费市场日趋成熟，消费者对于服务水平要求不断提升，如全渠道融合、即时配送到家、个性

化产品和服务体验等，意味着零售企业需要搭建更复杂的交付网络和更精准的库存储备以应对需求、避免缺货损失销售。数字化的

供应链，作为对接产销协同的关键职能，指引着企业端到端的行为和资源规划，在匹配供需之外更越来越被管理层寄予了降本增效

的要求。同时数字化供应的前瞻性的中长期计划管理能力，可以协助企业踩准节奏进行产能的扩张，应对周期性波动，为下一轮行情

波动后的行业竞争布局奠定基础。

图22：数字化赋能下的供应链转型路径

来源：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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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消费者责任感持续提升，绿色消费更受青睐

联合国环境署数据显示，全球约三分之二的排放与家庭有关，其中，交通、住宅和食品部门各自贡献了约20%的生活排放。消费者（特

别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消费者）正日益关注可持续发展， 并期望与其有交易往来的公司亦是如此。 德勤发布的《全球消费者状态跟

踪2022》发现， 有55%的消费者购买过可持续产品或服务，其中购买最多的可持续产品类目是食品和饮料，占42%，其次是日常家居

用品，占25%。

建立绿色循环经济，响应新一代消费者绿色需求。生态环境部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

》显示，中国公众普遍认可个人行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但在绿色消费等多个领域还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现象。消费

者在绿色消费领域面临诸多障碍，包括可持续产品选择有限，没有合适的购买渠道，以及销售人员没有给予有效的支持和帮助等。在

促进绿色消费行动中，零售电商平台建立更多绿色循环商品和渠道，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比如，为了迎合Z世代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期

望，服装零售商Gap 在2019财年推出全新Gap Teen系列，该系列服饰采用环保工艺制成， 可节约用水并减少浪费。宜家推出了二

手家具店，并承诺在其产品中使用可再生和可循环材料。当前减少废物的倡议在全球零售行业十分普遍，中国更多零售商亦应加入 
进来。

打造绿色供应链，实现零售绿色化发展。当前中国快递业每年消耗的纸类废弃物超过900万吨、塑料废弃物约180万吨，其中电商

件在快递业务量中的占比超过80%。“双碳”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社会经济各领域必将迎来绿色低碳转型的重大变革，对快递、电

商行业而言，绿色包装便是重要环节之一。零售电商平台应发挥自身的角色作用，制定有利于促进快递包装绿色化的相关规则，引导

合作的包装供应商、商家以及快递企业，共同合作，共同践行快递包装绿化行动；同时，平台应重点管理发展循环快递包装和包装减

量，从而积极参与治理快递包装污染问题。

图23：全球可持续发展举措的比例

来源：《2022年德勤首席体验官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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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零售TOP100排名方法论

方法论：

 •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于公司公开信息，上市公司企业财报、新闻稿等材料，以及行业分析报告，交易记录估算，新闻

访谈等。榜单中来源于年报的数据，根据企业线上销售额占营收比重计算。由于数据的有效性无法合理的预测零售营

收，部分消费品和零售企业不能进行排名。

 • 营收财年界定： 榜单中的排名来自企业 2021 财年数据，为排行的统一性，包括企业财年结束日期介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到 2022年 4 月 30 日间的企业，且年报发布日期不晚于 2022年 4 月 30 日。 营收调整与统计规则： 排名采纳的是

企业财报发布日期发布的财报版本，即使企业在新财年对被榜单采纳的往年财报数据进行更正和重新发布，若无特殊情

况，将不对排行榜中的数据产生影响。 

零售和消费品企业在榜单中的范围界定： 

包括： 

 • 零售企业直接销售商品给消费者 

 • 垂直综合品牌制造商的零售业务

 • 电商 B2C 零售 

不包括： 

 • B2B 电商 

 • 电商拍卖网站 

 • 汽车经销商 

 • 未公开零售数据的加油站零售商店 

 • 私募股权和其他投资公司 

 • 收购集团 

 • 数据的有效性无法合理的预测零售营收的零售企业 

网络零售收入在榜单中的界定： 

包括： 

 • 直营业务收入，即通过线上渠道向消费者销售的零售商品，收入来自直接 B2C 销售，公司是记录的卖方 

不包括：

 • 电子商务第三方销售和其他市场拍卖收入，如佣金、费用、广告收入 

 • 汽车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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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2021网络销售额（万元人民币）

1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81,565,500

2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仅包括直营业务） 16,761,300

3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802,200

4 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256,902

5 * 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231,141

6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7,365,000

7 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 6,988,000

8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6,720,000

9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10,389

10 高鑫零售有限公司 2,851,946

11 叮咚买菜(开曼)有限公司 1,989,673

12 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739,000

13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433,615

14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67,000

15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1,242,628

16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52,733

17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029,274

18 华润万家（控股）有限公司 958700

19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742,088

20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拼多多） 724,609

21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647,900

22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645,835

23 李宁有限公司 643,742

24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629,450

25 *雅诗兰黛中国 586,600

26 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510,444

27 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507,617

28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494,151

29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39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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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2021网络销售额（万元人民币）

30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387,170

31 来酷科技有限公司 378,107

32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372,093

33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368,166

34 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358290

35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336,000

36 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2,715

37 蓝月亮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11,184

38 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300,397

39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272,561

40 上海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255,000

41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3,245

42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22,000

43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9,655

4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8,700

45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193,600

46 *周生生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187,565

47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184,309

48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180,930

49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180,400

50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174,683

51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43,497

52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3,027

53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1,861

54 361度国际有限公司 122,740

55 慕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15,898

56 美宜佳控股有限公司 114,493

57 河北叁陆伍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12,132

58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109,825

59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2,779

60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339

61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0,478

62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8,512

63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9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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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2021网络销售额（万元人民币）

64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93,550

65 都市丽人（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83,153

66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131

67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68 罗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78,462

69 *赢家时尚控股有限公司 75,669

70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75,200

71 永旺(香港)百货有限公司 74,966

72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73,076

73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518

7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72,195

75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70,423

76 江苏华地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7,794

77 卡宾服饰有限公司 66,890

78 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66,320

79 江南布衣有限公司 66,071

80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4,802

81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4,551

82 广东嘉荣超市有限公司 63,564

83 金鹰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63,500

84 嘉峪关西部天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62,829

85 浙江万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62,450

86 辽宁地利生鲜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60,669

87 五谷磨房食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58,745

88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6,969

89 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54,908

90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54,551

91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54,296

92 世纪华联超市连锁（江苏）有限公司 53,067

93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52,701

94 江西省绿滋肴实业有限公司 51,886

95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49,000

96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800

97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4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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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2021网络销售额（万元人民币）

98 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250

99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1,854

100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1,741

备注： 1. 榜单中零售企业数据为自营网络销售额 ;

2. 企业名称前标*的为通过二手信息估算数值，海外企业数据按照企业年报中国内地或大中华区销售数据估算。如有较大出入，请联系我们。

企业数据说明： 
01. 京东数据来源于财报 “Net Product Revenue”
02. 阿里巴巴数据来源于财报“其他中国零售商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新零售和直营商

品销售业务，大部分来自于天猫超市、高鑫零售、盒马、进口直营和银泰等。”

03. 唯品会数据来源于财报“product revenue”
04. 叮咚买菜数据来源于财报“营业收入-产品销售收入”

05. 小米数据来源于Wind披露的线上销售数据

06. 快手数据来源于财报“产品-其他服务（包括电商）”

07. 拼多多数据来源于财报“营业收入-产品-商品”

08. 百润数据来源于财报“数字零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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