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售业的衰退与进阶

◎ 记者 马云飞

自 2021 年出现了上市 13 年以来首度告

亏后，西南零售龙头企业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步步高”）去年再度录得亏损。

步步高 2022 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86.86 亿元 ， 同比减少

34.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44

亿元，较 2021 年同期骤降 1281.40%；扣非净

利润-24.36 亿元，同比下降 448.22%；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3.37 亿元， 较上年同期

减少 89.69%。

1995 年， 王填创办步步高，2008 年 6 月，

公司成功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民营连锁超

市企业首家上市公司，拥有超市、百货、电器三

大主营业态。 2019 年，步步高的营业收入一度

接近 200 亿元，但当前，这家区域零售龙头企

业正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深度亏损

两个月前，这家发轫于湖南的地方零售巨

头迎来一大重要事件———原股东步步高集团

“出局”，湘潭国资正式入主。步步高 2022 年业

绩大幅下滑， 对初来乍到的湘潭国资来说，无

疑是当头一棒。

2022 年， 步步高营业收入 86.86 亿元，这

一规模相当于跌回 2011 年的营收水平； 净亏

损 25.44 亿元，更是一举“吞噬”了自 2008 年

以来累计的净利润。

净利润剧烈下滑很大程度上来自步步高

超市业务收缩调整。在年报中，步步高解释称，

2022 年因公司超市发展的战略调整 (退出四

川、江西市场)，闭店 139 家，产生了大额闭店

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四川、江西超市业态的退

出，公司对两地可弥补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进行了全部冲销。

步步高的主营业务是商品零售，收入主要

来自超市（含家电）及百货业态。 在经营模式

上，超市业务以自营为主，百货业务以联营为

主。 2022 年，步步高超市（含家电）业务营收同

比下降 37.33%至 62.77 亿元，贡献营收比重达

72.27%，但该板块 7.68%的毛利率远不如百货

业务的 65.64%。

根据时间线，自 2022 年四季度开始，步步

高超市业态通过关停并转从四川市场全面退

出，江西市场大幅收缩至新余、萍乡、宜春三地

(临近湖南的城市)；湖南、广西两省也将同步关

停并转低效亏损门店。彼时，该公司表示，经财

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将产生闭店损失金额约

3亿元至 5 亿元。

战略的调整直观反映在门店数量的锐减

上。 年报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步步高共拥有

门店 246 家。其中，超市业态门店 205 家（湖南

省 150 家）、 百货业态门店 41 家 （湖南省 31

家）。 反观其鼎盛时期，2019 年， 步步高在湖

南、广西、江西、川渝等地区共开设各业态门店

402 家，其中，经营百货门店 54 家，超市门店

348 家（含家电门店）。

实际上， 受电商和新零售模式的冲击，作

为传统商超的代表， 步步高的经营自 2021 年

便陷入困境。 这一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2.56 亿元，同比下降 15.23%；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4 亿元， 同比由盈

转亏，出现公司上市十余年来的首次亏损。

彼时步步高表示，在疫情影响下，居民消

费倾向下降，实体零售行业承压较大，刚性成

本上升，渠道竞争激烈，社区团购冲击对公司

业绩的影响较大。 此外，报告期公司对门店进

行调整，关闭了 52 家门店，产生了较大的闭店

支出。

值得一提的是， 经营持续亏损的同时，步

步高流动性压力也进一步加大。同花顺数据显

示，2017 年-2022 年， 步步高的资产负债率由

59.54%增长到 81.42%，短期借款由 23.94 亿元

增长到 65.05 亿元， 而 2022 年其货币资金仅

8.46 亿元，面临较大缺口。

易主国资

经营陷于困境之中， 步步高走向易主之

路。

1月中旬，步步高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步

步高集团与湘潭产投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表

决权放弃协议》， 以 5.18 亿元 （约合 5.995 元/

股），转让所持步步高 8639.04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0%）。 公告显示，步步高集团将主动放

弃剩余全部持股对应的表决权。 权益变动完成

后，湘潭产投投资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湘潭市国资委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年报显示，截至 2022 年年末，作为控股股

东，步步高集团持有步步高 34.99%股权，第大

二股东为创始人王填的妻子张海霞，直接持有

步步高 6.01%股权，腾讯产业投资基金旗下的

全资子公司作为第三大股东持有步步高 5%股

权。

对于此次湘潭国资入主，步步高表示，意在

为公司引入具备国有资产及产业背景的控股股

东， 发挥上市公司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资源互补

和协同效应， 以国有企业的产业资源背景为上

市公司赋能，推进上市公司的战略性发展。

这并非湖南国资首次向步步高伸出“援助

之手”。 步步高官网显示，早在 2022 年 6 月 14

日，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兴

湘集团）、湖南麓谷发展集团分别与步步高、步

步高集团签订《意向协议》，共计将向后两者提

供流动性资金支持 20 亿元。资料显示，兴湘集

团是湖南省属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由湖南省国

资委 100%持股， 而湖南麓谷发展集团则是长

沙高新区直属平台公司。

根据最新时间表，3 月 17 日，步步高披露

公告称，步步高集团转让给湘潭产投投资的上

市公司 10%股权，已完成过户。与此同时，步步

高集团放弃剩余 23.06%股权对应的表决权，

湘潭产投投资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湘潭国

资成为实际控制人。

零售业管理专家胡春才向 《国际金融报》

记者表示， 步步高当前需要资金进入纾困，湘

潭国资入主具有积极意义，“否则步步高目前

这关很难过”。

在胡春才看来， 近些年电商平台发展迅

速，规模进一步扩大，与实体店相比，电商平台

有着明显的价格优势，挤占了一部分传统商超

的份额。 此外，近年社区团购和生鲜电商平台

的持续发展也分流了原来传统商超的一部分

客群。多重因素叠加使得传统商超近两年的业

绩增长呈现乏力之势。 “我估计现有的商超企

业接下来大概有三分之二会消失，所以对实体

商超而言，如果要发展需要另辟蹊径”。

◎ 记者 王敏杰

对于紧贴民生的零售行业来说，过去的一年

很是不易。 受大环境、行业周期等因素影响，2022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3.97 万亿元， 同比下降

0.2%。 在此背景下，零售业也经历了刻骨铭心的

一年。

四月底，A 股上市企业悉数完成业绩披露。

根据同花顺数据，按申万三级行业类目，包括百

货、超市、多业态零售在内的三个细分领域共 47
家企业（剔除两家主业已变更公司）中，有 39 家

出现营业收入下滑，35 家出现净利润下滑，22 家

净利润录得亏损， 其中， 湖南零售巨头步步高

2022 年亏损更是高达 25.44 亿元。

《国际金融报》记者注意到，一份份低迷的成

绩单上，“亏损”“关店”“变革求生”成为了零售业

2022 年的关键词， 同时折射出 2022 年零售业艰

难的市场生存境况。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坦言， 尽管 2022 年外部

环境较为艰难，但零售业整体业绩表现偏低迷仍

旧和各个细分领域自身的发展有关， 如百货、卖

场等业态尽管一直在求变，尝试不同模式，但大

部分企业依旧没能真正迎合消费需求变化。 未

来，在科学化、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上，中国的

零售企业还需进一步投入资源。

百货业态：业绩普降

在整个零售领域，百货类上市企业占据了相

当比例，其中不乏大众所熟知的王府井、新世界、

百联股份、翠微股份、南宁百货等。 过去几年来，

受电商和新型商业综合体的影响，传统百货业经

历了发展的低谷期，不少百货企业业绩持续多年

低迷。 因此，过去的 2022 年，行业式微叠加疫情

影响，百货业的发展也难有太多亮点。

根据同花顺数据， 所属申万三级行业的 38
家百货、 多业态零售类上市企业中，2022 年营业

收入下滑的企业有 34 家， 净利润下滑的企业达

32 家，亏损企业为 18 家。 其中，亏损企业包括广

百股份、新世界、翠微股份、华联股份、大连友谊

等。

一众企业中，南宁百货的业绩波动格外“突

出”。 2022 年，南宁百货实现营业收入 6.56 亿元，

同比下降 1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6449.31 万元，同比下降 2544.11%。

南宁百货曾在相关公告中给出业绩大幅下

滑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受外部经济环境、市场

竞争加剧及疫情反复对实体零售业的持续冲击，

公司门店客流量减少，营业收入下降，利润下滑。

广百股份也在今年 1 月份的业绩预告中表

示，2022 年受疫情防控和需求下降的持续影响，

公司主业面临重大挑战， 消费者消费意向未能充

分释放，门店客流量恢复艰难，零售业态销售收入

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2022 年，广百股份实现营业

收入 48.92 亿元，同比下降 18.14%；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3 亿元，同比下降 155%。

早在今年 3 月，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冯氏集

团利丰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 《2022-2023 年中国

百货零售业发展报告》就指出，百货零售业作为

消费的主要场所之一，首当其冲感受到压力。 调

查显示，76.9%的样本企业认为消费力不足、增长

乏力是百货零售业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资深零售专家王国平告诉 《国际金融报》记

者，百货企业经营现状的背后，大多是经济发展

的必然趋势，走纯卖货模式的百货企业在经营上

只会越来越难。 对比而言，当前，百货中的奥莱业

态表现较为强劲，此外，策展商业也较为被年轻

人认可。

事实上，和同行对比，旗下拥有奥莱业态以

及策展型零售业态的百联股份，业绩受外部环境

的影响相对较小。 百联股份年报显示，去年公司

营业收入 322.69 亿元，同比下滑 6.87%，个位数

的下滑幅度在同行中并不算大。

值得一提的是，从市场竞争来看，百货业的

发展形势还将愈发严峻。 南宁百货在公告中援引

赢商大数据统计指出，2023 年全国拟开业购物中

心达 588 个，其中广西拟开 12 个购物中心，其中

南宁占 7 个。 政策引导给疫后百货零售业提供新

发展机遇，大众消费也在国家共同富裕、打造美

好生活的战略引导下不断复苏，为消费持续增长

创造了基础，但也加剧了行业的市场竞争。

超市卖场：关店巨震

相比于百货和多业态零售企业，走大卖场模

式的商超企业去年受伤更为严重，除了没能走出

亏损泥潭外，不少企业在门店上也进行了大规模

收缩。

4 月 27 日，步步高发布的年报引发了诸多投

资者关注。 2022 年， 步步高实现营业收入 86.86
亿元，同比下降 34.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5.44 亿元，同比下降 1281.40%。 为了及

时减亏止损， 确保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022 年步

步高更是关闭了扭亏无望门店共 139 家， 并在

2022 年下半年作出战略收缩调整：超市业务全面

退出四川和江西市场。

步步高在解释亏损时指出，近年受消费复苏

缓慢及渠道竞争激烈等大环境影响，公司作为实

体零售企业，经营遭遇了较大的挑战，加上公司

去年由于阶段性的流动资金紧张，导致超市门店

缺货等因素，公司当期经营受到了较大影响。 资

金压力之下，步步高更是引入了国资纾困。

在整个大卖场领域，巨亏的步步高成为了一

个典型代表。 事实上，不仅仅是步步高，不少区域

性龙头的企业日子都不好过。 所属申万三级行业

的 11 家超市企业中， 总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百

集团更是以净利润同比下降 1322.60%领跌。 年

报显示，2022 年， 中百集团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21.97 亿元，同比下降 1.0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20 亿元，同比下降 1322.60%。

对于亏损， 中百集团也提及了疫情因素，同

时指出了新业态及电商的发展带来渠道的多元

化，实体店的来客数减少，造成营业收入和毛利

额下降。 中百集团亦在门店上进行了调整，去年

关闭了 5 家仓储大卖场。 中百集团表示，关闭部

分大卖场是为了进一步优化门店结构，提升整体

经营质量， 减少亏损门店对公司长期发展的影

响。

永辉超市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本土大

卖场巨头，但即便是这样一家营收早已接近千亿

的企业，2022 年还是录得了超 27 亿元的亏损。此

外，年报显示，去年，永辉超市新开 Bravo 门店 36
家，但关闭 Bravo 业态门店达 60 家。

事实上，不少超市卖场企业在 2021 年就已陷

入高额亏损。 有观点指出，近些年来，卖场领域市

场竞争日益加剧， 同时新业态和新模式带来了冲

击，企业经营压力不断上升。 叠加疫情因素后，大

卖场的优化被提前。对于企业来说，大量门店的关

闭势必会对整体营收、利润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行业自救：变革求生

曾几何时，在中国市场，百货业态、大卖场业

态也经历辉煌。 以大卖场业态为例，早前家乐福、

沃尔玛等外资企业曾领跑中国市场，但最后被本

土企业打败。 但近几年来，消费者消费习惯在改

变，来自行业内外的竞争也在加剧，在电商乃至

更多新兴模式的冲击下，零售业整体经历着阵痛

期，一些传统的零售模式更是处于衰退阶段。

从大批量的门店关闭能窥出，重压之下的零

售业亦在不断尝试自救，而除了关店，更多变革

方式也推动着行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不管是百货企业还是主营卖场的企业，一份

份年报中均出现了“数字化”这一关键词。

比如，南宁百货指出，随着市场迅猛发展，商

业零售场所越来越密集， 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加上线上多元化新消费模式的兴起和日益增长

的数字化变革， 为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挑

战。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相关报告指出，零售业场

景丰富、触点多元，一直是数字化应用较为活跃

的行业，当前仍然需要提升数字化应用和运营能

力。 2022 年，86.5%的受访企业开展了线上业务，

已开展线上业务的企业中，64%的企业线上业务

销售占比增加。

对于一众零售企业来说， 数字化并不是新

词，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过往企业的“决心”

并不是那么强。 “数字化只是一部分，企业觉得自

己没有数据支撑，后面会发现考验的是算力。 ”王

国平表示，当前，不少零售企业只是做了基础数

字化，“大部分会发现刚开始好像有点用，后面又

使不上劲”。 他指出，数字化基建需要投入不少资

金，成本还未降到可以普及的阶段。

在王国平看来，企业的数字化、算力实是为

场景服务。 在数字化的助力下，百货领域奥莱业

态、策展商业模式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对于零售企业来说，数字化的目的包括更加

敏锐地洞察消费者需求，进而提供更好的消费体

验，在超市卖场领域，伴随着推进数字化的还有

会员店模式兴起，后者更是被不少企业视为救命

稻草。 自 2021 年以来，会员制仓储超市突然成了

零售业的新风向，在这一赛道，本土选手包括有

永辉、家家悦、人人乐、北京华联、北国仓储超市

等，高鑫零售旗下的大润发日前也在扬州开设了

首家会员店。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大卖场进入新老交

替阶段，新生代冲得很猛，头部企业大部分老化。

为了匹配市场需求，企业选择进入会员店、折扣

店业态。 王国平则表示，头部企业应该进入会员

店赛道搏杀，做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会员店模式。

【个例拆解】

步步高：一个地方零售巨头的败落

张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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