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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即时零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零售模式，通过重构“人、货、场”三要素的协同关系，实现了零售效率的显著提

升和消费体验的全面升级。本文基于政策背景、行业案例及数据分析，探讨即时零售模式下“人”（消费者需求）、

“货”（商品与服务）、“场”（消费场景与供应链）的变革逻辑及其协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即时零售通过数字化

技术优化供需匹配、提升供应链效率、拓展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从传统模式向“即时化、精准化、智能化”转型。

同时，本文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优化建议，为零售企业战略布局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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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 new retail model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nstant retail has achiev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retail efficiency and a comprehensive upgrade of the consumption experience by reconstructing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elements of "people, goods and places". Based on 

policy background, industry cases and data analysi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and synergy mechanism of "people" (consumer demands), "goods"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and 

"places" (consumption scenarios and supply chains) under the instant retail model.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instant retail optimizes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enhances supply chain efficiency, and 

expands consumption scenarios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tail 

industry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l to "instant, precise, and intelligent". Meanwhi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and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trategic layout and policy formulation of retail enterprises.

Keywords  :  instant retail; coordination of people, goods, and places; digital supply chain; consumer 

experience; retail innovation

引言

（一）核心概念

即时零售是一种以消费者即时性需求为核心，依托数字化平台和高效物流配送体系，实现商品“分钟级”或“小时级”送达的新型

零售模式。其本质是通过技术驱动“人、货、场”三要素的实时协同，满足消费者对“所见即所得”的消费体验需求。商务部2023年发

布的《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指出，即时零售是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零售业态，通过数字化供应链和即时配送网络，为消费者提供30

分钟至2小时达的高时效性零售服务。

其关键特征表现为：

首先，极速履约。订单响应时间通常在30分钟至2小时内，如美团、饿了么、京东外卖等；

其次，本地化供给。商品主要来自本地商户或前置仓，而非跨区域调货，如抖音小时达等。

全渠道融合。整合线上平台（APP/小程序）与线下实体店（超市、便利店、仓储点），如小象超市、京东超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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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时零售中“人、货、场”的变革与重构

（一）“人”的变革：从被动消费到即时需求驱动

1.消费者行为特征

即时性需求增长。Z世代成为消费主力，追求“分钟级配送”，

美团数据显示，65%的 Z世代消费者因”突然需要”选择即时零

售，平均决策时间仅8分钟。

场景化消费。从应急需求（如药品、生鲜）扩展到日常消费

（如零食、日用品），京东到家数据显示，应急场景（药品、母

婴用品）占比32%，懒人场景（生鲜、零食）占比41%，社交礼

赠（鲜花、蛋糕）占比18%。其中，夜间经济贡献（22:00-次日

6点）订单量占比达25%。

 2.用户分层与精准营销

数 据 驱 动 的 用 户 画 像。 饿 了 么 采 用“OAIPL模 型”

（Opportunity-AwarenessInterest-Purchase-Loyalty）对用户

进行分层，精准推送商品，提升转化率。社交化消费。小红书、

抖音等内容平台与即时零售结合，通过 KOL推荐、直播带货等方

式刺激即时消费。

下面针对应急型、计划型、尝鲜型用户，分析其消费特征、

运营策略和成化案例。

（二）“货”的升级：从标准化商品到场景化解决方案

1.商品结构优化

SKU组合策略。丰富度与迭代速度：美团闪电仓单仓 SKU超

5000个，商品更新速度是传统便利店的5倍。

供应链创新模式。盒马鲜生通过“产地直采 +前置仓”模

式，将生鲜商品损耗率降至3%以下。

库存协同系统。库存协同系统是一种通过整合多方数据、优

化资源分配、提升信息透明度的数字化工具，旨在解决供应链各

（二）研究背景

近年来， 随着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 消费者对“即时性、 便利性、 个性化” 的需求日益增长，

推动即时零售（On-Demand Retail） 迅速崛起。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即时零售市场规模突破6000亿元， 预计2025

年将超过1.5万亿元。即时零售不仅改变了传统零售的商业模式， 还推动了供应链、 物流、 支付等配套体系的全面升级。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的《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4）明确提出，要支持即时零售模式创新，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优

化零售供给结构。在此背景下，研究“人、货、场”三要素的协同作用机制，对零售企业优化运营、提升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意义

即时零售的核心在于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人、货、场”的高效匹配，从而提升零售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增强用户体验。本文的

研究意义在于：

首先，在理论层面，深入分析即时零售模式下“人货场”三要素的协同机制，丰富零售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

其次，在实践层面，为零售企业优化供应链、提升消费者体验提供可操作的策略建议。

第三，在政策层面，为政府制定零售业数字化转型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四）即时零售与传统电商、O2O（到店服务）的区别

本文将从配送时效、商品来源、核心场景、技术依赖等四个维度分析即时零售与传统电商、O2O（到店服务）的区别。

环节（如供应商、仓库、分销商、门店等）的库存信息孤岛问

题。其核心价值表现为：

首先，打破信息壁垒。实时同步供应商、仓库、销售终端的

库存数据；

其次， 动态平衡库存。根据销售预测自动调整安全库存

阈值；

另 外， 减 少 资 金 占 用。 通 过 协 同 调 拨 降 低 冗 余 库 存

30%-50%；

最后，提升订单满足率。跨渠道库存共享可将缺货率降低

20%以上。

反向定制 (C2M)。蒙牛基于即时零售数据发现 "单人份 "需

求，联合京东小时购推出”250ml小包装鲜奶”，上市3个月销量

突破200万盒。

2.服务延伸

即时配送的增值服务。顺丰同城推出“跑腿代购”，满足个

性化需求；叮咚买菜提供“30分钟送达 +烹饪建议”服务。

（三）“场”的重构：从物理空间到数字化生态

1.渠道矩阵演变

沃尔玛、永辉超市等通过“线上订单 +线下履约”模式实现

店仓一体化，美团优选、多多买菜等通过社区零售网络，降低最

后一公里配送成本。

2.技术赋能

智能选址系统。以美团为例，美团闪电仓选址模型包含127个

参数，新仓盈利概率从55%提升至82%。

实时调度算法。美团、饿了么采用 AI算法优化配送路径，平

均配送时间缩短至28分钟。

数字孪生仓储。京东亚洲一号仓应用后， 拣货效率提升

50%，错发率降至0.03%。各行业即时零售场景创新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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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叮当快药提出”28分钟送药 "服务，夜间订单占比达

35%。奢侈品即时达，寺库联合顺丰同城推出 "2小时奢品达 "，客

单价超3000元。未来还将出现更多创新场景，迎合用户需求，更

好地实现销售目标。

二、即时零售 "人货场 "创新模式案例

（一）美团闪电仓：数字化前置仓的”货场”重构

美团2020年推出的数字化前置仓项目， 目前已覆盖全国

100+城 市，SKU数 量 达3000-5000个。 智 能 选 品 系 统 基 于

LSTM算法预测区域消费偏好，动态调整 SKU组合（如高校周边

仓增加宵夜品类），滞销率降至5%以下。仓配协同网络3公里半

径覆盖密度达1仓 /平方公里，订单处理时效小于3分钟（AGV分

拣系统），平均配送时长仅18分钟。单仓坪效达传统便利店3倍，

库存周转天数降至7天，2023年 GMV突破300亿元。

（二）京东小时购：全渠道融合的”人场”创新

京东2021年整合达达推出的即时零售服务，接入超20万家

线下门店。消费者分层运营，会员体系打通线上线下积分，高频

用户专属权益（如免运费券），复购率提升至45%。场景化营销

显成效，基于 LBS的天气营销（雨天推送雨具），社区团购 +即

时配送组合，整体营销转化率提升3倍，接入门店线上订单占比

达35%，2023年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85%，用户月均下单频次

4.2次。

（三）盒马鲜生：供应链短链化的”人货”创新

作为阿里旗下新零售标杆，盒马实现”线上订单 +门店履

约”模式。商品直采

模式覆盖全球100+直采基地，生鲜商品周转天数仅1.5天，

损耗率控制在3%以内。需求反向定制成功，消费者数据指导商品

开发，年推出2000+独家商品，自有品牌占比达35%，线上订单

占比超65%，成熟门店坪效达传统超市5倍，2023年已实现全面

盈利。

（四）抖音本地生活：内容电商的”人货场”融合

抖音2022年发力即时零售， 日活用户超1.2亿。直播 +即

时达项目受到扶持，直播间下单30分钟送达，冲动消费转化率

25%，美妆品类单场 GMV破千万。达人探店模式实现本地达人矩

阵超5000， 视频挂载 POI转化，ROI达1:8，2023年 GMV突破

1500亿，本地商家入驻增长300%，用户次日留存率65%。

三、人货场协同作用机制分析

即时零售的“人货场”协同机制是驱动其快速发展的核心引

擎，通过技术赋能、数据驱动与模式创新，实现需求端、供给端

与履约端的深度耦合。以下从协同要素、运行机制及未来趋势三

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人货场协同要素的深度重构

1.消费行为与需求分层  

首先，即时需求常态化。消费者从“计划性购物”转向“即

时满足”，如应急购物（雨伞、充电宝）和抢新需求（手机新品

首发）成为主流。美团闪购数据显示，Z世代用户占比近40%，下

沉市场用户增速达70%。  

其次，用户主权深化。消费者通过即时零售平台反向影响供

给，例如高频用户（如西安用户年消费800次）推动 SKU迭代速

度提升5倍，倒逼供应链灵活响应。

2.供应链短链化与商品即食化

首先，供给端短链化。传统多级分销被压缩为“品牌 -前置

仓 -消费者”，如酒水配送链路从四级缩短至1小时达，库存周转

率提升30%-50%。    

其次，商品即食化与场景化。烘焙、热食等即时性品类增长

超200%，小包装商品（如单身经济导向的迷你家电）占比提升，

满足碎片化消费场景。

3. 全渠道融合与履约革命  

首先，全场景渗透。从社区到办公楼、酒店等场景延伸，如

中百超市通过抖音小时达实现“直播下单 +半小时送达”。  

其次，技术驱动履约效率。AGV机器人分拣系统将订单处理

时间压缩至3分钟内，AI调度算法优化配送路径，夜间订单效率

提升100%。  

（二）协同机制的运行逻辑

1.数据驱动的动态匹配

需求预测与库存优化。利用 LSTM模型预测区域消费偏好，

动态调整前置仓 SKU（如美团闪电仓单仓 SKU达5500个），减

少滞销风险。  

用户画像与精准营销。上海三联集团通过 CRM系统整合会员

数据，实现“验光预约 +优惠券定向推送”，复购率提升25%。  

2.供应链与履约网络的弹性响应  

前置仓模式规模化。美团闪电仓覆盖超6000个仓网，通过低

租金选址（成本占比2%-3%）和数字化管理（牵牛花系统）降低

运营成本，实现30分钟履约。  

品牌直连消费者。华为、苹果等品牌通过即时零售平台直接

触达用户，新品首发线上销量占比超30%，缩短市场响应周期。  

3.生态协同与价值再分配

平台与实体共生。即时零售为实体门店创造线上增量，如北

京社区小店通过京东小时购将服务半径从1公里拓展至5公里，订

单量增长56%。  

政策引导与标准化。商务部推动“店仓一体”“预售 +集采集

配”等模式，加速供应链标准化与低碳化转型。

（三）未来协同机制的趋势与挑战

1.技术赋能的深度渗透 

无人化与智能化趋势。物美计划20%核心仓试点无人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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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算法优化库位规划，错拣率降至0.1%以下。

区块链与数据透明。应用于供应链溯源，增强消费者信任

（如酒水保真标签覆盖率达80%）。

2.下沉市场与全品类扩张

县域经济激活。2024年县域即时零售订单量增长42.1%，便

利店闪电仓下沉至1866个县域，覆盖长尾需求。  

高毛利品类延伸。美妆、医药等高附加值品类增速超60%，

如武商江豚美妆通过直播实现“冲动消费 +次日达”，单日销量

破500万。

3.风险与平衡机制  

过度依赖算法风险。需保留人工干预接口，避免库存误判导

致的区域性缺货。  

渠道利益冲突。品牌商与平台合作可能挤压传统经销商，需

探索“平台 +经销商 +品牌”三方共赢模式。  

即时零售的“人货场”协同机制本质是通过数字化重构供需

关系，形成“需求洞察 -敏捷供给 -高效履约”的闭环。未来，

随着技术迭代（如 AI、无人配送）与政策支持（如商务部数字

消费提升行动），协同机制将进一步向“全时全域”演进，预计

2030年市场规模超5万亿元。企业需抓住品类扩张、下沉市场

与生态合作三大机遇，同时平衡效率与风险，构建可持续的协同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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