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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听说精典书店换老板了？”“是的。”“精典
书店不会就这样消失了吧？”“放心吧，不会的。”
这是 8月 7日，精典书店文学区，一位大学生模
样的姑娘与书店店员的一番问答。

这位姑娘的神情略有些焦虑，听到店员说
“精典还是精典”之后，方才释然。“从解放碑到
南滨路，精典书店陪伴了我十几年，要是消失
了，还真舍不得。”

已有 26年历史、被视为重庆文化地标的精
典书店，于8月3日完成了交接——精典书店创
始人杨一以一元钱的象征性价格，将精典书店
品牌转让给新山书屋创始人李晖。

这一事件，让实体书店的生存困境再次进
入人们的视线。在传统阅读遭遇重重挑战、线
上销售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实体书店如何探
索突围之路？连日来，记者进行了采访。

困境
实体书店市场份额进一步收缩

书店为什么易主？杨一这样解释：“一方面
是年龄的原因。另一方面，我确实跟现在的年
轻读者有代沟了，时代发展很快，年轻人的阅
读、购书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还没有完
全了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和购书方式，不知道
怎么面向他们做阅读推广，这是一个大问题。”

而传承者李晖通过调研发现，精典书店品
牌在年轻人中的认知度不容乐观。他直言：“书
店的可持续发展出了问题，接手后首先要解决
怎么才能活下去的问题。”

精典书店的转手，折射出当下整个实体书
店行业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阅读习惯和购书方
式的改变”翻译成白话，大致意思就是，买书的
少了，书籍线上销售给实体书店带来的冲击太
猛烈了。

“就市场表现来看，实体书店的份额还在进
一步收缩。”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短视频
电商已经成为仅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图书销
售渠道，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进一步下降至
11.93%。

线上图书平均售价比线下低大约 20%，尤
其是近两年兴起的直播间超低价售书，更是进
一步冲击着实体书店。

此外有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整体图书
零售市场依然负增长，码洋同比下降6.2%。

“喜欢逛书店的读者依然不少，因为他们在
这里可以真实地触摸、翻阅书籍，但愈发昂贵的
定价，却‘劝退’了越来越多的爱书人。”九龙书
城一位工作人员坦言，实体书店要依靠线下服
务“说服”读者买单很难，“于是他们转向电商，
或者只看不买。在这种情形下，书店要维持经
营就更难了。”

尝试
从单纯卖书到“销售一种生活方式”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但必
须看到的是，如今书店恐怕很难仅靠卖书生存。

接手精典书店的李晖，其新山书屋在成都
和贵阳都发展得不错。

在他看来，书店的功能远不止于卖书，“书店所
具有的‘文化分享公共空间’属性越来越明显了。
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在获取知识渠道多元且网
上买书更优惠的今天，读者为啥还要进书店？”

“新山给我的经验是，强化书店的社交功
能，从卖书转向‘销售一种生活方式’，吸引更多

人走进书店，把逛书店作为打发时间的一种生
活方式，或许是突破口。”李晖说。

作为集书籍、文创、生活零售、咖啡轻食等多
元业态于一体的新型城市文化空间，新山书屋吸
引了所在城市的众多年轻人。但李晖表示不会简
单、机械地复制新山经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通
过吸引更多年轻人，解决精典书店的客流问题。”

而要建立年轻人对精典的认知，就要策划
更多面向年轻人的活动，跟真正有文化同时也
有趣的年轻社群合作，将精典打造为一个重庆
的青年社区，跟年轻人建立深度链接。

旨在为读者“带来更多美好生活可能性”的
茑屋书店，让许多读者更充分感受到了实体书
店从卖书到“卖生活方式”所做出的努力。

8月 7日中午，记者在重庆茑屋书店随机采
访了 10位读者，其中仅有两人买了书。但这 10
人都表示，喜欢茑屋书店的氛围，“就算不买书，
也喜欢来挑选文创产品，或是点杯咖啡，坐下来
看书、处理工作事务。”

“我们非常欢迎读者来书店逛逛，哪怕你一
本书都不买。”重庆茑屋书店工作人员说，大众
对书店的第一印象是卖书，但作为一家实体书
店，茑屋除了提供线下选书、购书体验外，还致
力于提供丰富、多元的文化消费选择。

2023年2月诞生于上海陆家嘴的混知书店，
同样在尝试书店业态的“变脸”。

这是一家特别的书店，店主是创作出现象

级畅销书“半小时漫画”系列、全网坐拥 6000多
万粉丝的混知团队。

设计师出身的混知文化联合创始人罗润洲
亲自主导了店面设计。

“图书经营面积约占一半，剩余空间包括小剧
场、咖啡、餐饮等区域。在店里走走，就像逛一个知
识展，能轻松学到很多好玩的知识。好的书店一定
要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才能活下来。”罗润洲说。

前瞻
3.0版“书店+”将带来更多可能性

“书店人的所有努力其实都围绕着一件事：
联结书和人。”李晖说，实体书店不仅彰显着一
座城市的气质，也塑造着城市的人文风格，书店
因此成为充满故事的地方，甚至成为一个城市
的文化窗口，天然具有了与人亲近的基因。

“如果要给现在的实体书店找一个发展主
题词，我认为是‘创新’。”常年关注实体书店行
业发展的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程三国表示。

他认为，中国实体书店在经历了只卖书的“1.0
版”时代和融入咖啡、文创、文化沙龙等不同业态的

“书店+”“2.0版”时代之后，正在迈进探索“书店+”更
多可能性、重新定位自身价值的“3.0版”时代。

在他看来，除了提供阅读服务以及部分餐饮
服务外，越来越多实体书店还融合了博物馆、美
术馆、剧场、音乐厅等文化载体的部分功能，为公

共文化服务做了很多实质性工作，“事实上，这在
很大程度上，以一种更灵活的方式填补了诸多公
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空缺。在这方面进行更多尝
试，进一步将书店打造成更完善的文化分享公共
空间，很可能有助于实体书店突围。”

基于此，重庆时光里书店主理人李柯成提
到，“书店+地域文化”，或许也是实体书店可以
尝试的路径之一。

“时光里就是一家立体的重庆主题书店，这
里不光有专属于重庆记忆的书，还有吃的、闻的、
听的，以及有关重庆的各种‘味道’，读者进入书
店可以‘立体阅读’重庆这座城市。”李柯成介绍。

小而美的时光里书店里，书籍不过百余种，但
丰富的具有重庆标识度的小面、酸辣粉、沱茶等文
创产品，却让许多读者记住了这家特别的书店。

成都的熊猫主题书店更是将“书店+地域文
化”发挥到了极致。

书店所属的新华文轩阅读服务事业部总经理
杨柳青介绍，自7月21日熊猫书店亮相至今，每天
平均有千余人到店打卡，书店不仅深受本地读者
喜爱，还吸引了众多外省甚至海外人士到访。

杨柳青认为，实体书店破局，激活跨界能力
很重要，“我们正在尝试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
地挖掘 IP价值：一方面是开展跨界合作，推出联
名产品；一方面进行主题书店方面的探索，尝试
通过城市之间的更多联动，实现品牌输出，持续
丰富书店带给读者的文化体验。”

□ 重庆日报记者 邱小雅 文/图

这段时间，永辉超市人和街店、龙湖新壹街
店等门店接连发布停业公告。在北京，永辉超
市近期也将永久关闭3家门店。

去年上半年，家乐福一口气在中国关闭了
106家门店；步步高、人人乐等传统商超，也不时
有闭店消息传出。

这边传统商超闭店不断，另一边以山姆为
代表的仓储式会员店却一路高歌猛进，即时零
售、折扣零售、会员制超市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

在零售新业态冲击下，以“永辉”为代表的
传统商超，未来路在何方？

传统超市迎来关店潮

7月 24日，记者来到永辉超市人和街店，清
仓公告牌摆放在超市入口显眼处，店内不少货
架上的商品已被搬空。

2004年，永辉超市在观音桥商圈开店，正式
进入重庆。随后，其通过大范围开设生活超市，
快速在市场上崛起，成为不少重庆人买生鲜的
首选。

“这几年逛永辉超市的频率渐渐少了，一年
也去不了几趟。”在重庆市民陶静的印象中，这
个转折发生在2021年前后。

曾在永辉超市当过店员的陈晨（化名）说：
“门店在2020年前后生意很红火。此后，社区团
购出现，盒马、山姆这些超市兴起，门店生意就
一日不如一日，每天晚上清货很多生鲜食品被
处理掉。”

翻看永辉超市历年的数据也可看出端倪：
2021年，永辉超市收入下滑，迎来上市后首度亏
损，净利润为-39.44亿元；2022年，永辉超市线
下门店总数首次减少，从上一年的 1057家减少

到1033家，2023年上半年降到1008家。截至目
前，永辉超市只剩下921家门店。

永辉超市关停门店情形并非个例。据中国
连锁经营协会（CCFA）发布的中国超市 TOP100
数据，华润万家的门店数量也在逐年减少：2020
年门店数量为 3261家，2021年为 3245家，2022
年为3130家，3年时间关闭了131家门店。

2023年 3月 30日，重庆第一家家乐福棉花
街店正式关闭。同年 5月 25日，重庆家乐福二
郎店关闭。至此，重庆所有家乐福门店全部关
闭，家乐福正式退出重庆市场。

“面对经营挑战，如何摆脱路径依赖和惯性
思维，及时‘自我改革’，是传统商超当前最需要
思考的问题。”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涂建军说。

新业态和电商新零售的“夹击”

这边传统商超不停闭店；另一边，折扣零
售、即时零售等却风头正盛。

总部位于重庆的硬折扣连锁店条马批发部
（以下简称条马），是一家主营生活快消品的超
市，短短几年内在重庆已开出200余家门店。

“像条马、嗨特购这类零售新业态，对传统
商超的零食板块、生活日消品的冲击很强烈，甚
至推动了整个零售行业的变革。”涂建军说。

“一件也批发”，从条马打出的口号不难
看出其“低价”策略。“火锅底料在普通超市要
卖 30元左右，在条马不到 20元就能买到。并
且就在小区附近，步行不超过 10分钟就能买
到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部分商品。”消费者李旺
旺说。

有公开报道称，条马计划未来几年在重庆
开出 800—1000家门店，仓库随门店数扩张；中
期扩展至武汉、西安、郑州等其他二线城市。

“折扣零售业态往往主打硬折扣，通过优化

供应链、减少中间环节等方式降低成本，从而提
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同时，临期折扣也解决
了部分商品的库存问题，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
置。”涂建军说，这类零售业态发展迅速，但也面
临着一些挑战，比如如何避免陷入单纯的低价
竞争、在保持低价的同时如何保证商品质量等，
都是需要商家考虑的问题。

除了上述新兴业态，电商新零售的兴起也
压缩了传统商超的生存空间。

以社区团购为例，美团优选、多多买菜等
在重庆全面布局。在业内人士看来，社区团购
高效的物流配送确保了商品从平台供应商到
提货点的总时长不超过 24小时，保证了商品
的质量。

“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越来越追求
性价比和便捷性。”在涂建军看来，电商不断改
善的便捷性体验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同
时商品价格更加透明，对传统商超形成了难以
回避的冲击。

增强体验感，守卫“主战场”

面对各方夹击，传统商超还有生存空间
吗？在涂建军看来，“线下商超依然是商品零售
的主战场之一，在重庆也有可借鉴的案例。”

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公布的
“2023年中国超市TOP100”，沃尔玛（中国）2023
年实现销售 1202亿元，居超市 TOP100首位，旗
下的“山姆会员店”是主要增长点。

2020年，山姆重庆首店落地礼嘉，随后又在
九龙坡开了第二家门店，如今两家门店都生意
红火。山姆重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用
爆品培育顾客忠诚度，独特的互动式购物体验
也是会员喜爱到山姆线下门店的重要原因之
一。比如，在九龙坡店设置了由星级大厨坐镇
的山姆厨房，与会员分享牛肉海鲜等食材的烹

饪技巧，并提供佐酒、配菜等建议。
此外，除了线下门店，山姆还在重庆加速建

设云仓，推广99元包邮、最快一小时送货到家的
“极速达”服务，未来将会覆盖更多会员。

“传统商超要转型，应加快布局线上业务，
包括电商平台、社交媒体营销、直播带货等。”
涂建军说，线上线下融合，才能为消费者提供
更好的购物体验。此外，想要吸引家庭和年轻
顾客群体，就要提供独特的购物体验和高品质

的商品。比如，在商超内部增设咖啡厅、特色
餐饮区、休闲阅读区、儿童娱乐区等，提供一站
式的购物与休闲体验，增加顾客的到店动机和
逗留时间；同时开发自有品牌商品，尝试直接
与产地或制造商合作，打造独有的“爆款产
品”，不仅可以提高利润率，还能增强顾客对商
超的忠诚度，“在消费市场不断变化的今天，只
有那些不断创新、不断适应市场的企业，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零售新业态冲击下，“永辉们”何去何从

7月1日，酉阳县新华书店，读者在选购图书。
重庆日报通讯员 邱洪斌 摄

走过26年的精典书店易主——

“3.0版”：实体书店突围方向？
实体书店破局，激活跨界能力、持续给读者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很重要
在经历了只卖书的“1.0版”时代和融入文创、文化沙龙等不同业态的

“2.0版”时代之后，实体书店正迈进探索“书店+”更多可能性的“3.0版”时代
书店所具有的“文化分享公共空间”属性越来越明显，突破口或许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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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正在营业的永辉超市。

7月8日，重庆新华书店沙坪坝书城，一位学生在选购图书。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孙凯芳

在实体书店难以靠单纯卖书来维持的背景
下，文创产品、文化沙龙等业态开始走进书店。
图为精典书店一角。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7月21日，重庆书城，市民在阅读书籍。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