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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 在消费品零售行业数字化的推动下， 网络零售对国内消费市场的贡献作用持续提
升。2020 年，实物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较 2019 年提升 4.2%，达到
24.9%。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经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负增长的情形下，实物网上零
售额仍然保持 14.8%的增速。消费品零售行业数字化下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迎合居
民消费升级的需求，持续推动国内消费市场的提质扩容。

• 在数字化趋势下，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仅为行业注入了活力，同时也在资本市场中
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在投融资方面，国潮类消费推动下的化妆品，以及生鲜、跨境电
商类企业较其他领域获得了更多的投融资机会。与此同时，在数字化的推动下，消费
品零售行业正加速整合，包括跨境、社区、生鲜、化妆品、电商解决方案等是 2020
年消费品零售行业并购事件较多的细分领域。

• 中国网络零售百强的销售规模持续增加。2021年网络零售百强企业销售额超1.47万亿
元，比2020年总体提升18.5%。入榜网络零售百强的企业，网络销售门槛从去年的1亿
元以上提升至今年2亿元人民币以上。2021年上榜企业中，7家是电商企业，非电商企
业达到93家，非电商企业数量比去年增长 9.4%。其中，消费品企业达到51家，网络销
售占总体上榜企业网络销售比重的22.1%，非电商零售企业42家，网络销售占比达
6.2%。

• 网络零售百强上榜企业首次覆盖全国各个地理分区。今年榜单首次出现了东北地区企
业。从数量来看，华东地区继续领先全国，上榜企业数量达到46家，华北企业12家，
华南企业21家，华中企业10家，西部企业6家，东北企业1家，以及跨国企业4家。从
网络销售额来看，华北企业网络销售额占比最高，达52%，其次为华东地区企业占比
31.1%，华南地区企业占比14.4%，跨国企业占比1.2%，华中、西部、东北地区占比较
少，均小于1%。

• 中国的消费品零售业态和社交媒体的演进就是一场趋近零时差消费者的历程。随着零
售业态演进到以图文、声音、短视频形式大数据流量分发时代，在消费者需求变化、
零售技术的提升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社交媒体已经深度参与到商业和消费者决
策。

• 消费品零售行业迎来战场前移。在线上线下加速融合的市场环境下，线上和线下消费
形态均出现了业务前移的现象。在线下，消费的半径逐渐从城市中心、片区商业中心
推进到“最后一公里”的社区消费场景，特别是疫情之后消费者对消费的安全性、便利
度、快捷化的要求日趋增加，零售业态也在随着消费者的变化升级自身的形态。而在
线上，在年轻消费者的网上消费习惯日趋社交化和内容化的趋势下，为消费者带来优
质内容和社交体验，体现生活美学的线上线下融合的商业模式得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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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消费市场在数字化驱动下迎来发展新时期

1.1 数字化为疫后中国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线上消费持续拉动内需 

过去五年，在消费品零售行业数字化的持续推动下， 网络零售对国内消费市场的贡献作
用持续提升。特别是 2020 年，受疫情冲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
次负增长，但是实物网上零售额仍然保持了 14.8%的增速，同时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重升至 24.9%，较 2019 年提升 4.2 个百分点。消费品零售行业数字化下产生的新业态、
新模式迎合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持续推动国内消费市场的提质扩容。 

图：实物网上零售额持续拉动消费增长 

来源：国家统计局 

疫后消费品零售加速向线上渠道渗透 

2020 年，随着疫情前期居家隔离使网络进一步渗透到消费者的工作、学习、生活和消费
场景，消费品零售企业也加速开辟及扩大线上渠道，以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实物商品网络消费中，吃、穿、用类商品同比增加 30.6%、5.8%和
16.2%。线上销售规模上，服装鞋帽、日用品、家电、3C 类产品是销售规模靠前的品类，
占比超过了总体实物网络零售交易额的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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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各品类网络零售交易额占比情况 

 
来源：商务部 

数字化驱动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 

在数字化趋势下，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为行业注入了活力，同时也在资本市场中受到投
资者的青睐。2020 年，从投资金额来看，在疫情期间“无接触”的需求下，销量快速增加
的生鲜、社区类消费新业态获得了最多的关注，获投金额领先于其他细分领域。从投资
数量来看，国潮类消费推动下的化妆品，以及生鲜、跨境电商类企业领先于其他细分领
域。 

图：2020 年消费品零售行业细分领域新业态投融资情况 

 
来源：IT 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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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下，消费品零售行业的新模式新业态也在加速整合。从并购数量来看，受疫情
影响的 2020 年，并购事件数量几乎与 2019 年持平。企业整合的类型主要集中在跨境、
社区、生鲜、化妆品、电商解决方案等多个细分领域。 

图：2017-2020 年电商类并购事件数量 

 
来源：IT 桔子 

1.2 政策、技术、消费者需求与供应链变化持续推动消费品零售的数字化转
型 

国家对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持续支持 

2020 年，国家接连颁布刺激消费、提升行业数字化的促进政策，通过完善与零售配套的
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项针对消费的激励政策，推动消费品零售行业的数字化转
型。如通过《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激励各行业打造
数字化企业、构建数字化产业链、培育数字化生态；通过《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
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则提出加强制度供给，更有效发挥数字化创新
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带动作用，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经济等迈向新阶段。与
此同时，为了保护市场公平竞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国家加快了反垄断的步伐，制定
出台《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旨在加强对限制竞争、
赢者通吃、价格歧视等垄断行为的监管。从侧面来看，国家反垄断将激发创新创造活
力，使垂直领域创业者和中小经营者在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图：国家颁布的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激发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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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下供应链加速数字化转型 

在遭受疫情前期的物料和生产端停滞、产品研发推后等供应链风险后，食品饮料、服装
鞋履、日化、百货、专卖店等消费品和零售业态，重新审视自身商业模式和供应链的不
足，并加快布局数字化在供应链中的应用。后疫情时代，以数字化为驱动，实现供应链
前置和组织高效的柔性供应链模式成为消费品零售企业的需求。柔性供应链的优势在于
可以通过大数据对原材料、生产、包装、仓储、物流、销售等整条供应链进行统筹和监
督，最大程度地控制生产周期和库存。与此同时，线上与线下业务的结合得到更多重
视，传统线下门店正进一步建设全渠道的供应链和履约模式，以应对风险。 

线上消费持续向下沉市场和各年龄层渗透 

防疫常态化下，网络购物平台加速对中国消费者的渗透。2020 年互联网加速向广阔的下
沉市场和农村地区渗透。截止 2020 年 12 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 3.09 亿，占全体网
民的 31.3%。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从 2020 年 3 月 46.2%到 2020 底升至 55.9%。与此同
时，在 80、90 后新消费主体占绝对比重的互联网世界，中老年群体正在快速的崛起。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中国 40 岁以下网民占比为 54.9%占据绝对优势。此
外，5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的占比在疫情期间快速提升，从 2020 年 3 月份占比 16.9%，截
止 2020 年 12 月底提升至 26.3%。以上群体的崛起将继续为数字化赋能下的消费品零售行
业带来发展红利。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底层技术的广泛应用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为经济提质注入全新的动
力，同时也为消费品零售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设施。在疫情期间，5G 与 AI、云
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融合，推动了远程办公、5G 无人配送、无人货柜等多种形态的零
售应用场景。随着 5G、数据中心、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支持零售智能化和数字化的
新基建快速落地，将进一步推动消费和生产环节间数据互联，并助推个性化、定制化开
发，智能化、柔性化生产。 

2 2021 年消费品零售数字化百强榜单及解析 

2.1 上榜企业总体分析 

经过数年的发展，零售的边界已然打破，过去一年特别是疫情影响下，我们看到实体零
售企业和消费品企业积极开展自身线上数字化业务，并积极探索新业态、新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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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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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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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企业网络销售规模持续增加 

2021 年网络零售百强企业销售额超 1.47 万亿元，比 2020 年总体提升 18.5%。入榜网络零
售百强的企业，网络销售门槛从去年的 1 亿元以上提升至今年 2 亿元人民币以上。其
中，网络销售额超过千亿的企业 2 家，百亿级企业 10 家，十亿级企业 35 家，亿元级企
业 53 家。 

图 ：企业网络销售规模分布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消费品和实体零售企业数量的占比达到 93% 

2021 年上榜企业中，7 家是电商企业，非电商企业达到 93 家，非电商企业数量比去年增
长 9.4%。其中，消费品企业达到 51 家，网络销售占总体上榜企业网络销售比重的
22.1%，非电商零售企业 42 家，销售占比达 6.2%。 

图：企业类型数量和网络销售额占比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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