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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对零售系统的影响
——美、日、中三国的比较研究

陈　刚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在当前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各国的零售企业都在

不遗余力的完善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影响零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各国的消费文化。在各国不同消费文化的影

响下，零售企业通过零售系统的构建及运作表现出了不同的竞争

力。本文以美国、日本及中国的零售业态为研究对象，从零售业

态历史演变的角度，着重阐述了在美、日两国不同的消费文化的

影响下，美国的零售企业形成了价格型零售系统而日本的零售企

业形成了服务型零售系统，两国的零售企业形成了相异的竞争力。

同时对于我国零售企业而言当前是否形成了其独有的零售系统的

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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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竞争力源自企业的经营系统，经营系统又和各国的市

场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零售企业的经营系统是由企业特性、进

货环境、市场环境、竞争企业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其中各

国的消费文化对于零售企业的零售系统有着直接的影响。美国是

超市、便利店等零售业态的发祥地，近现代主流的自助消费、连

锁经营方式源自美国。日本和中国虽然在引进上述业态上的时期、

方法不同但都是在学习欧美零售模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本

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美、日、中三国的零售业态的发展历程及其

特征，揭示日美两国独特的零售系统是由其本国的环境，特别是

由消费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同时在详细分析我国零售业态的发

展历程基础上，探讨中国式零售系统存在的可能性。

一、美国零售业的形成及特征

在美国，主要的零售业态形式超市是在 1930 年代诞生的。

最初的超市是由迈克尔·卡伦在纽约州开设的“King Kuiien”。

“King Kuiien”在当时是崭新的零售业态。它的特点是：1. 大型

店铺；2. 选址在市郊区并设有大型停车场；3. 采用自助式购物；

4. 商品按照类别设定不同的利润率来实现低价格。随着美国人口

及收入的增加，该店铺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从 1935 年的 300 店

发展到 1950 年的 1.5 万店。美国超市业态的形成原因从消费者

的角度看，首先在大恐慌时代的背景下消费者对于价格更加敏感，

对于低价格商品的需求增加。其次是消费者的自家用汽车的保有

量增加。最后一个原因是由于家庭用冰箱的普及。从供给者的角

度来看，在大恐慌当中仓库闲置及库存积压现象大量发生，低成

本租金店铺展开成为可能。另外，由于包装技术的发展，可以对

食品进行覆膜包装。同时商标法的确立使商品品牌化。最后由于

食品加工企业的大量生产、大量销售体制的不断完善也是超市业

态形成的原因。

零 售 业 态 当 中 便 利 店 形 式 也 是 在 美 国 诞 生 的。1927 年，

Southland Ice 公司（冰块制造销售企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开始销售和冰块无关的鸡蛋、牛奶、面包等生活用品并将营业时

间延长。1946 年，该公司将名称改为“7-Eleven”，确立了销售

多种生活用品、长时间营业的便利店业态。通过汽车纵横在辽阔

的国土上的生活方式造就了美国的便利店业态。同时，在以最低

利润保证及毛利分配方式为核心的加盟连锁经营系统（FC）开发

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零售业态之一。

二、日本零售业态的形成与特征

在美国诞生的超市业态于 50 年代流入日本。日本最早的超市

业态可以说是在 1956 年开业的“丸和食品中心”。日本的超市业

态的形成原因从消费者角度来看：1. 人口的都市集中化；2. 收入

及消费的增加；3. 国民生活方式的变化；4. 物价上升背景下的低

价格诉求；5. 消费者教育水平的提高使自助销售方式成为可能。

从供给侧来看，包括积极的指导机关的存在（日本国家金钱登录

机及商业协会）、大量生产体制、零售业者的创业精神等。超市

业态在日本的新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一个是综合超市的确

立，一个是食品超市的确立。在 1962 年之后，日本超市业态急速

成长，以生鲜食品为中心的食品超市出现。同时，在 1958 年以医

药品为中心的大荣开始同时销售食品及衣物，创造了综合超市业

态。从日本的超市业界的竞争构造上看，最近的十年当中逐渐形

成了永旺和 7 ＆ AI 控股两个大型流通集团企业。

日本的便利店业态是在日本的独特消费文化环境下，从导入

期（1969-1976 年）开始、经过成长期（1977-1990 年），以及成

熟期（1991 年）不断发展演化而来的。在 2008 年便利店业态的

销售额超越了百货商场。日本的便利店不仅提供快餐盒饭、饭团，

而且提供快递发送接收、公共生活费用缴纳、银行 ATM、医药品

以及酒类销售等服务。同时，这样的日式便利店反向输出到了便

利店的发源地美国。日本便利店业态具有以下特征：①快餐食品

种类的强化；②信息（POS）系统的构建使连锁运营更加效率；③

与高频度少量订货对应的配送制度及每天配送的物流系统的建立；

④公共费用缴纳等服务项目的强化；⑤库存精简化；⑥城市繁华

地段及集中开店方式。

综上所述，日本零售企业自主的分阶段的将在美国形成的各

种业态引入本国。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受到日本独特的消费文

化的影响形成了日本零售企业独有的特点。关于日本零售企业在

经营管理上的特点，石井（2011）的研究指出：①大规模连锁店

的管理能力；②高频度少量高精度的垂直系统的整合；③日本生

活消费文化不可或缺的生鲜食品的鲜度管理技术；④基于当地生

活氛围及需求的地域集中管理；⑤多样业态、多种服务的公司整

体管理能力。当然，日本零售企业不仅形成了其独特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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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式服务也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零售

企业形成了区别于世界其他零售企业的经营模式。

三、我国零售业的发展及特征

我国近代零售业的发展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高速经济发

展密不可分。美国与日本的零售业态经过长年的积累，逐步出现

了超市、综合超市、便利店等业态，而我国是在短短的二十年之

间形成了上述业态。的在 1990 年前后我国的多种零售业态是作为

我国流通现代化政策的重要一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诞生的。而

且根据欧美日等国的零售业革新的情况，在模仿当中短期内快速

发展形成的（柯，2007）。

从 1996 年开始世界各国的零售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具有

现代超市特征的店铺在我国各地出现并迅速发展。这个时期主要

的竞争零售企业大致可以分为欧洲系（家乐福）、美国系（沃尔玛）、

日系（永旺）和中国本地企业。家乐福是以低成本低价格向消费

者提供商品，食品部门的加工食品及葡萄酒的销售额占比较高。

美系的沃尔玛极力消减运营成本，EDLP 是其竞争力的核心。日系

的伊藤洋华堂以食品为中心，服装为重点，面对不同的市场细分，

采用高成本、高利润的运营系统。欧美零售企业在我国大量开店，

其低成本经营方式相对比较容易复制，给我国的零售企业带来巨

大的影响。不仅欧美零售企业的经营方式被我国的零售企业学习，

我国的流通系统也因此而改变。

我国便利店业态的发展与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者

更加追求方便、快捷、卫生的消费文化的变化密不可分，可以说

是传统小卖部的现代版本。以首先进入我国的上海罗森来看，它

的市场细分是出生于 1980 年之后在新的消费文化影响下成长的白

领年轻人。增加了许多年轻人喜爱的饮料、甜点、便当及饭团等

商品，同时注意食品的安全卫生，考虑到我国消费者不喜欢凉的

食品，为顾客提供微波炉加热服务。同时，注意到我国年轻消费

有边吃小吃边逛街的习惯，提供关东煮等方便拿着吃的食品。此外，

各种票卷的销售、生活费用（水电煤）的代缴、复印、ATM 等服

务也是在我国便利店行业首次提供。日系便利店是在适应上海这

样地域消费文化的同时继承了日本便利店模式的 DNA。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零售企业的发展历程以及竞争格局的

分析，从竞争优势上看，清晰的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以欧美系、

本土系为中心的采用低价格战略的“价格志向型”企业，另一个

是以日系零售企业为中心的采用高价格、高服务的“服务志向型”

企业。当然，这些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企业的运营活动，即由企

业的零售系统决定的。

四、消费文化对零售系统形成的影响

各国的零售系统形成主要受到两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一种是

该当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宏观环境要素。另一种更加直接

的影响因素是消费文化。首先从宏观环境要素来看日本和欧美、

中国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人口构造、国土面积、历史文化、资源

构造、制度体制等等各个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不做过多介绍，用

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单一的文化与民族”和“多样的文化及名族”

的差异。

日本的消费文化与美国的消费者相比有着高频度少量购买

的特点。在狭长的国土密集的居住者的日本消费者有着就近购买

的习惯。对于零售系统形成影响来看，首先在日本的少子高龄化

社会的背景下，消费者跟倾向于购买同类商品，向特定的某种需

求集中。其次从商品的生命周期来看，日本消费者对于新商品的

需求非常的旺盛，商品的更新换代比美国要快。再次，美国的消

费阶层非常的清晰，有在高级百货店等场所消费的阶层也有在大

卖场消费的阶层。而日本同一消费者不仅会在高档消费场所而且

会在“百元店”消费。最后也是最总要的一点是日本消费者对于

生鲜食品的新鲜程度的要求非常高，以致零售企业为了以最快

的速度将最新鲜的食品摆上货架而构筑相应的流通渠道（青木，

2008；阿部，2003）。日本消费者对于鱼、蔬菜、水果的“鲜度、

多样、季节”的追求，造就了日本零售企业的基本形态。在这样

的消费背景下需要独特的零售方式与之匹配。第一，商店的商品

每天都要有新的变化。零售企业必须加速商品的更迭。第二，不

同的地域要提供不同的食材。像加工食品及日用品那样由总部统

一采购再通过连锁店销售的方式对于上述商品行不通。

我国的零售业是由品质及鲜度相对不重视的低价格销售的小

型零售企业和品质及鲜度相对重视的大型零售企业的双层构造所

组成。随着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新的零售业态出现，

我国的消费文化也产生了变化。特别是对于日常用品的消费活动

出现了两类倾向。对于生鲜食品来讲，老年人及低收入者依然更

多的选择传统的蔬菜市场及个体业者进行消费活动。而另一方面，

年轻人及高收入者憧憬着外来文化，追求一定的品质，有去连锁

超市及便利店购物的倾向。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于美日中三国的零售业态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美国及日本等国的零售业态是经过长年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而

我国与其说是消费文化影响了零售技术的形成，不如说是由于

政策开放一齐引入多种业态从而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行动。美

国的“价格型零售系统”是在美国的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

日本的“服务型零售系统”是在日本的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形成

的。价格低与服务好是上述两类零售系统的竞争优势，但两国

的零售企业在我国发展并不理想。那么“价格型零售系统”及“服

务型零售系统”的构成要素有哪些，我国的零售企业具有哪些

竞争优势，“中国式零售系统”是否存在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在

今后研究中逐步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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