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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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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百强企业地域分布广泛，华北企业网络销售额占比最高 

地域分布方面，网络零售百强企业广泛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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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各地域上榜企业数量和网络销售占比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2.2 2020 年消费品和零售企业网络销售情况 

2.2.1 上榜消费品企业 

本次网络零售百强排名中，上榜消费品企业达 51 家，比去年增加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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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企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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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家，上榜企业网络销售额规模均达十亿元级别；电子和家居家电类
企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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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家，企
业网络销售额达到十亿元级别。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企业数量 线上销售规模占比

单位：家

华东 华北 华南 华中 西部 东北 跨国公司



零售创新决胜新消费 

8 

图：消费品企业网络销售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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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企业 18 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消费品企业的 11.9%；服装鞋
帽企业 21 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消费品企业的 14.4%；奢侈品企业 1 家，网络销售额占
上榜消费品企业的 3.1%；个人用品和化妆品企业 4 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消费品企业的
4.8%；电子和家电家居企业 7 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消费品企业的 65.9%。 

华东地区消费品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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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消费品企业的比重
达 32.8%；华南地区企业 11 家，网络销售额占比达 30.4%；华北地区企业 5 家，网络销
售额占比达 28%；华中、西部企业分别为 5 家、1 家，华中和西部两地总体网络销售额占
比约占总体消费品企业的 3.6%；跨国企业 2 家，网络销售额占比 5.2%。 

图：上榜消费品企业数量和网络销售规模占比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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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上榜零售企业 

本次百强网络零售排名中，上榜零售企业达 49 家，销售额超过 11,487 亿元，比 2019 年
提升 18.4%。其中电商企业数量仅占上榜零售企业数的 14%；其余 42 家为线下零售业
态，今年上榜的非电商类零售企业数量较去年提升 13.5%。 

零售企业网络销售额主要集中在十亿和亿元规模 

从规模来看，上榜电商企业网络销售规模主要分布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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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主，上榜百货企业、专卖店和便利店则全部由亿元级
和十亿元级的企业组成。 

图：零售业态企业规模分布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实体零售企业达到 42 家，其中超市业态占比达到 5%领先其他实体业态 

上榜零售企业中，电商企业 7 家，网络销售额占零售业态总销售额比重达 92.1%，非电商
零售企业中超市企业 42 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零售企业网络销售额的 7.9%。百货企业
16 家，网络销售额占上榜零售企业网络销售额的 1.6%，专业专卖店企业 5 家，网络销售
额占上榜零售企业网络销售额的 0.7%；此外，还包括便利店企业 4 家，网络销售额占上
榜零售企业网络销售额的 0.3%。 

图：细分业态企业数量分布及网络销售营收占比情况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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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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家，其次为华南、华北、西
部、华中、跨国企业和东北。其中，华东的超市业态企业最多，达到 9 家。电商企业多
点开花，在华东、华北、华南和西部都有分布。上榜百货企业在华东、华南、华中、华
北和西部企业中均有分布。专业专卖店则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华北。 

图 ：零售企业地域分布情况 

 

来源：CCFA, 德勤研究 

实体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疫后出现分化 

从非电商类零售业态销售数字化程度（即网络销售占上榜企业营收的比重）来看，上榜
的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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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于 20%。超
市、百货紧随其后，但以上业态上榜企业的网络销售占比出现了较大的分化。虽然百货
和超市上榜企业销售占比超过 20%的企业均未超过半数，但细分领域内头部企业的数字化
水平较去年均出现了较大的提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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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各个行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仍然有许多企业
在居家隔离，线下流量骤降，可选消费遭受影响的情形下，迎来了业绩的快速提升。这
些企业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数字化在其研发、生产、营销、运营等多个环节的应
用和赋能。 

零售数字化趋势下，太平鸟加快全链路数字化转型 

2020 年，太平鸟实现营收 90.57 亿，同比增长 14%，净利润 7 亿，同比增长 27%的业
绩。在疫情对服装鞋帽类可选消费的冲击之下，太平鸟的营收和利润的逆势上涨很大程
度上源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总结起来，太平鸟的数字化创新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调整目标群体，聚焦年轻消费者。太平鸟锁定的年轻消费者主要是 18-30 岁的年轻
消费者，这一群体对于设计感、个性有较高要求。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进行画像，准确
了解消费者需求与偏好，与国内外景点 IP 合作制造联名爆款。其次，太平鸟从全产业链
端开启了数字化转型。在制造端，利用人工智能分析需求，持续精进柔性生产供应体
系，改变了服装业传统的订货粗放的订货模式，减少生产过剩以及货物积压造成的价
格、销售波动。此外，太平鸟采取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拓展自己的新零售业务。新零售
不意味着抛弃线下店面，而是通过 KOL 营销、直播带货、新品首发等线上线下融合的新
模式，为消费者提供独特的消费体验和旅程。 

社区化趋势下，永辉加快“最后一公里”消费的品质和服务升级 

在传统端，零售业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品质和服务上升到经营的主要地位，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的趋势日益形成。永辉通过新门店、新省区的扩张及供应链资源拓展，实
现中国实体零售商超前 3 强目标。受 2020 年防疫常态化影响，线上业务占比逐渐增大，
已经成为永辉新的业绩增长来源。为满足即时达/次日达/一件代发等到家业务模式需要，
永辉建立线上商品管理机制，拉通线上线下营销，增加专属线上定制营销方案。 

总体来看，永辉的数字化转型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大力发展到家业态，持
续推进 mini 业态，通过线上线下融合与业态互补，获取增长。其次，持续加强供应链优
势，通过成本、损耗等方面的有效控制，来提升利润空间。再者，永辉调整商品结构，
结合数字化分析，打造“固本商品” “趋势商品” “新品”的新型商品结构。此外，永辉还持续
升级到店体验，每年投入专项费用，对永辉线下门店进行升级改造，提升线下客流。 

互联网+技术模式下元气森林走出国货品牌新路径 

近年来，高国民度的饮料品牌元气森林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作为年轻的消费品牌，元气
森林以数据为驱动进行产品研发、流量渠道布局、产品灰度测试，以及营销投放的搭
建。元气森林的成功具备以下数字化转型的特点： 首先，元气森林以年轻用户的喜好为
核心，用产品来推到研发，在数据支持下通过快速试错、迭代、改进产品。其新品大量
推广前都会经过内外部、线上线下的灰度测试。其次，在营销阶段，元气森林秉持流量
思维，通过在多个社交媒体流量渠道平台的内容互动，在 Z 世代用户中提升了影响力和品
牌知名度。与此同时，其对年轻潮流趋势的洞察，使其制作出如樱花限定款等产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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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尝鲜、对产品颜值、健康需求上升的趋势。此外，生产方面，元气森林在积累了
大量用户基础和数据优势下，加快自建工厂的步伐。自有工厂和独立的研发为元气森林
在供应链的掌控上赢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并筑起企业“护城河”。 

十荟团通过数字化加快下沉市场社区覆盖 

疫情爆发以来，社区团购通过数字化、“无接触式”、即时性等优势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欢
迎，而十荟团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成立仅三年的零售新业态，十荟团为 25 个省、1598
个市县提供数字化社区电商服务。十荟团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化在其业务中的深度渗透：
首先，十荟团已经实现全链路的数字化。从下单、仓库分拣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中，
每个环节都有数字化的深度参与； 其次，由于社区化的消费场景对即时性和便利性具有
较高的要求，十荟团的“211 工程”（即晚上 11 点前结团，早上 11 点收到货品）通过数字
化管控的第三方配送在提升配送效率的同时保证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与此同时，十荟
团还通过多渠道流量连接消费者，例如直播等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社区团购类企
业而言，直播渠道更多的是为消费者呈现高品质的产品，使消费者能够通过直观的方式
获得商品信息，做到所见即所得。此外，以数据为驱动的十荟团与社区商户或团长业态
的深度合作，在降低社区小店或团长采购价格，帮助其提升生鲜产品的备货效率的同
时，也通过社区小店和团长等线下触点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3 数字新格局下，无限趋近零时差消费者之旅 

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推动下，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持续发展。纷繁
变化下，消费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一直是困扰零售与消费品企业的棘手问题。例如，如何
评估不同数字技术计划的优势，从而设计出一个长短期兼顾的数字化转型项目？如何直
接连接消费者，创造私域流量？如何运用数据与数字化技术和消费者互动，在所有零售
形式中最大化消费者关系的价值？人人都在谈论数据、技术、数字化，我们的品牌如何
紧随趋势？针对以上的问题，企业需要从“品牌相关度”、“技术和能力投资优先
级”、“数据和科技的价值”，以及“有效的变革途径”四个方面重新思考商业模式的本质。 

过去的几年间，我们看到消费者的购物时间从某一特定时段，转变为碎片化的购买；消
费者的购物场景偏好从传统线下购买，逐渐变为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和提货的“无接触式”模
式；消费者的购买需求从产品功能，扩展为对情感和体验的需求。消费者进入了消费欲
望可以在一天 24 小时内任何时间点内被激发和被满足的“零时差消费”时代。 

回顾过去 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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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态从传统零售时代、现代商业时代、电商时代、本地生活、社交电商、新
零售一路向零时差消费时代演进。与此同时，作为零时差消费时代的关键要素社交媒体
也在零售对应的时间线加速演进。在图文为主要载体的大门户网站时期，以图文声音为
载体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并未深度参与商业和消费者决策。但随着零售业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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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的过程中，社交媒体已经深度参与到商业和消费者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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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时差消费时代之前，产品、地点和渠道曾是零售商业模式的关键要素。而进入到零
时差消费时代，随着社交媒体更加深度地参与到消费者与商业活动中，零售商业模式的
核心也逐渐从单纯的经营产品进化为经营消费者，即对消费者时间份额、心智份额和钱
包份额的占领。在零时差消费时代，消费品和零售行业正在以零时差消费者为中心加速
创新的进程，主要趋势包括：  

回归零售本质。在寻求零售创新变革的历程中，最重要的步骤实则是回归零售本质。首
先企业要以商品为王，即以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优质商品为基础。同时，为了更好地
服务消费者和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通过数字化的手段优化企业现有的供应链效率。
此外，为了更加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拓展市场，消费品零售企业应该以数据为驱动，
推动企业的零售分析和数字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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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得到快速发展。 

充分挖掘在线消费者价值，通过多业态、多场景服务在线消费者。随着消费者的购物习
惯和消费场景持续向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发展。消费品零售企业在掌握以数据驱动的
消费者洞察之下，需要根据消费者需求加快构建多业态的服务和多消费场景的服务，以
满足消费者日趋碎片化的购买需求； 

强调体验，通过创建社群生态系统连接消费者的业态创新将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新一
代消费者主导的未来消费市场，消费者对体验的追求将使服务和体验与商品进一步融
合，个性化需求催生新兴消费领域和小众消费崛起。未来，商场/居住社区的数字化社群
生态系统有望成为主流。以消费者互动体验为主的旗舰店，以 S2B2C 为代表的数字化社
群生态系统都将为消费品零售行业带来新的活力。 

关注从商品到经营的绿色与可持续趋势。在国家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
生活方式的趋势下，消费品零售企业应该持续关注从生产、销售、物流等各个生产流通
环节的可持续趋势。企业可以从原材料、供货渠道方面进行符合绿色环保标准的生产流
程和供应链管理，降低中间环节和无效库存对环境和企业成本的损耗。围绕企业端的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机制创新将重新定义企业的整体形象，并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零售创新决胜新消费 

14 

4 网络零售百强排名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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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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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财年数据，为排行的统一性，包括企业财年结束日期介于 2020
年 6月 1日到 2021年 4月 30日间的企业，且年报发布日期不晚于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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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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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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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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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00 强榜单） 
2021 中国网络零售 TOP 100 
排名  企业名称  2020 网络销售（万元人民币）  

1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65,187,924  
2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018,018  
3 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744,971  
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600,000  

5 
* 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手机+IOT 消费
品） 

7,320,047  

6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6,128,998  
7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5,220,000  
8 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大润发部分） 2,291,664  
9 上海壹佰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叮咚买菜） 1,400,000  
10 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58,000  
11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34,000  
12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1,045,000  
13 *雅诗兰黛中国 995,753  
14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987,922  
15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900,000  
16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723,100  
17 * 阿迪达斯中国 700,000  
18 华润万家（控股）有限公司 590,000  
19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500,274  
20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452,081  
21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436,232  
22 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430,000  
23 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418,974  
24 李宁有限公司 405,412  
25 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356,081  
26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328,822  
27 蓝月亮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17,658  
28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97,600  
29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  
30 1919 酒类直供 248,852  
31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40,080  
32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22,600  
33 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8,800  
34 海澜之家股份有限公司 204,970  
35 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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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203,235 
37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189,245 
38 来酷科技有限公司 178,332 
39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62,836 
40 慕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49,731 
41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46,069 
42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144,083 
43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137,200 
44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119,800 
45 河北叁陆伍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7,735 
46 广州市钱大妈农产品有限公司 104,800 
47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102,626 
48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99,006 
49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3,600 
50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1,933 
51 361 度国际有限公司 79,150 
52 都市丽人（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76,368 
53 银座集团 75,683 
54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74,819 
55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487 
56 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70,000 
57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67,272 
58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64,852 
59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3,891 
60 卡宾服饰有限公司 61,248 
61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60,115 
62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5 
63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59,393 
64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698 
65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58,505 
66 重庆谊品弘科技有限公司 58,000 
67 浙江万风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54,337 
68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52,199 
69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51,452 
70 永旺中国 51,361 
71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1,308 
72 哈尔滨地利生鲜农产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8,535 
73 五谷磨房食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48,142 
74 金鹰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47,900 
75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47,427 
76 江南布衣有限公司 4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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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45,823  
78 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437  
79 东莞市糖酒集团美宜佳便利店有限公司 45,294  
80 江西省绿滋肴实业有限公司 43,163  
81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 42,713  
82 卜蜂莲花 39,918  
83 时计宝投资有限公司 39,737  
84 广东嘉荣超市有限公司 39,678  
85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38,548  
86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055  
87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8,025  
88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37,074  
89 罗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2,432  
90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集团 32,431  
91 世纪华联超市连锁（江苏）有限公司 32,377  
92 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 32,225  
93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015  
94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700  
95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7,262  
96 金猫银猫集团有限公司 26,785  
97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5,997  
98 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 25,000  
99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4,900  
100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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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企业数据说明： 

1. 京东数据来源于 2020 年财报中 Net Product Revenue； 

2. 苏宁易购数据根据自营商品规模增速估算 

3. 小米按其手机和 IOT 消费品业务的销售估算，不包括平台和互联网服务收入； 

4. 按照阿迪达斯年报估算 

5. 按照好想你年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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