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群熙攘的传统肉
菜生鲜市场，曾是所有

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然而，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如今也在快

节奏和网络化的现代生活模式下走到了十
字路口。那些活蹦乱跳的鲜鱼、翠绿滴水的
蔬菜以及摊贩们的大嗓门和笑脸，都能被生
鲜电商平台用干净整洁的保鲜膜和包装袋
打包好，等着屏幕前的你手机一键下单，轻
松送到家。这样的便利诱惑，试问我们又能
如何抵挡？数据说，这种不同于父母辈逛菜

场的“懒人买菜”方式，已经形成一
个超四千亿元规模的巨大市场。

A
根据艾媒咨询《2023-2024年中国生鲜电商运行大

数据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22年中国生鲜电商行业

市场规模为3637.5亿元，较2021年上涨16.7%，2023年预

计将突破4000亿元，2026年更将达到6302.0亿元。

网经社的数据更为乐观：2022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

为5601.4亿元，同比增长20.25%。越来越多人消费从线

下挪到线上。2022年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为21690亿

元，生鲜电商交易额占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比例为

25.8%。2019年至2021年，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分别

为 16624 亿元、17577 亿元、19561 亿元。占比分别为

15.4%、20.7%、23.4%。

网经社定义生鲜电商为零售电商这一大赛道下的

分支，以蔬菜、水果、肉禽蛋类等生鲜品作为核心商品，

利用互联网将生鲜品通过电商仓库等传统快递方式配

送，或是通过到店、到家、社区团购、周期购等模式到达

消费者手中。目前生鲜电商模式包括O2O模式、前置

仓模式、到店+到家模式、社区团购模式、周期购模式等。

生鲜商品关系着日常生活的一日三餐，需求量

大，频次也高。尤其在前两年的居家期间，能够让人

们线上购买水果蔬菜的社区团购模式也成为很多商

家和创业者的机遇。特殊时期使用生鲜电商购物，避

免了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在保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

用，发挥了基础性服务的主体功能。而在疫情过后，

大家已经开始习惯了这种购物方式。用 2022 年的数

据 与 2021 年 相 比 ，65.4% 的 消 费 者 消 费 频 次 增 加 ，

51.6%的消费者消费金额增加。

艾媒的数据显示，有 89.7%的人每周消费 1-4 次，

81.7%的人单次消费金额集中于50-200元之间。Quest-

Mobile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生鲜电商大部分

消费者月消费以1000-1999元为主，占比超过40%，月活

跃用户规模保持在1亿左右。

生鲜电商规模将超四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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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商机之下，市场在用实际

行动投票。许多社区生鲜供应平台，

如盒马鲜生、多多买菜、美团优选等应

运而生，兴盛优选、十荟团、食享会、美

家买菜、考拉精选、同程生活精选等生

鲜电商平台也都实现了业绩的飞跃。

有数据表明，消费者最偏好的生鲜电

商前三品牌分别是：美团买菜、多多买

菜、盒马鲜生。

生鲜电商能够极大地降低消费

者的购物时间成本，符合现代社会要

求快节奏、低时间成本的购物需求。

同时，随着国内冷链物流的发展、新

零售电商模式的崛起、年轻一代采购

生鲜电商思想的转变等因素助推下，

生鲜电商市场规模的扩张还在一路

狂飙。

“几年前我还是倾向于自己去菜

市场挑选当天做饭要用的食材，因

为觉得菜市场的价格比较便宜，无

论蔬菜还是水果都更新鲜。感觉网

上下单买菜，收到的肯定是一些长

时间堆放在仓库里的东西。”全职太

太宋小姐向新快报记者表示，然而，

如今她对生鲜电商有了完全不一样

的看法，“那段时间也只能在网上下

单，等待送菜上门，一段时间下来我

也逐渐习惯了，而且发现这样能使

一天的时间安排更有效率。菜送到

了就直接开始做饭，不用花时间出门

往返，生活轻松多了。现在大家都在

网上买菜，货品流通量变大，菜品也

都非常新鲜。”

需求量大、频次高、消费黏性强

将推动预制菜形成万亿市场

“菜送到了就直接开始做饭，生活轻松多了”

超八成消费者单次花费在50-20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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