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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hopping preference of fresh supermarket consumers under the new retail back-
gr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and non-logistics among operating units is analyz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rating units is obtained. Based on the improved SLP, the location 
correlation map of the new retail fresh supermarket is drawn, and relevant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rough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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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新零售背景下生鲜超市消费者的购物偏好为基础，分析作业单位之间物流和非物流的关系，得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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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相互关系。基于改进SLP进行新零售生鲜超市位置相关图的绘制，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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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杭州云栖大会上提出，“纯电商时代很快会结束，未来的

十年、二十年，线上线下和物流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诞生真正的新零售。”近几年不少学者针对新零

售研究，认为新零售的核心是科技赋能物流，科技赋能服务，打通线上线下，重塑业态结构和生态圈，

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与物流深度融合的零售模式。本文认为“新零售”是以大数据为依托，以消费者体验

服务为核心，在深挖社交场景体验模式基础上，对线上、线下和物流服务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形态。 
盒马鲜生致力于打通线上线下，打造多场景组合，提升顾客体验，完成 O2O 闭环生态，在新零售的

实践上迈出坚实的一步。在此形态下，相比较于传统的生鲜电商，盒马鲜生在线下开设实体生鲜超市，

并且创造性地将加工区和就餐区加入到超市中，极大地提升顾客的体验效果。但店内各区域的布局是否

科学合理，这极大地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购物体验，进而影响消费者满意度和超市的竞争力，关系到超

市的长远发展。由此，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展开具体分析，致力于优化超市内设施布局，提高消费者满意

度，增强超市竞争力。 

2. 文献评述 

(一) 新零售 
电子商务在经历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之后，开始面临线上用户数量增速放缓、流量红利渐趋萎缩等现实问

题与挑战。因此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提出新零售的概念，认为以后不再是纯电商时代，而是线上线

下深度融合的新零售时代。此后，多名学者对新零售进行理论上的探究。赵树梅等[1]认为其基础和前提是

供应链的重构与物流方案的不断升级；而杜睿云等[2]认为是“企业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

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中国流通杂志编辑部[3]从阿里和百度的联

盟中分析得出其核心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会员、支付、库存、服务等方面数据的全面打通，是将零售数据化。 
(二) 顾客体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体验满意度对超市销售额的影响越来越大。重视自身服务的质量和客户的体

验程度，成为零售行业越来越关心的问题。徐虹等[4]研究发现影响顾客体验质量的关键事件包括体验场景、

体验项目、服务流程、顾客体验和体验价值；许茜等[5]认为布局不合理导致的超市环境差以及收银区设计不

合理导致的客户焦虑状态进一步影响超市服务质量。何景师等[6]认为顾客体验的四个潜在变量—网站体验、

物流配送体验、线下实体店体验、社区互动体验对品牌认同有正向影响，从而提升顾客忠诚度，提出企业需

要加强粉丝社区营销、控制产品损坏、降低配送价格、扩大 SKU 品类和标注产地信息等建议。Nic S. Terblanche 
[7]认为超市购物环境与顾客的情绪呈现正相关性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Anna M Maaskant 等[8]认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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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光线、声音等环境会形成相应的购物氛围，进行影响或者刺激消费者的行为，影响客户的体验度。.Tamar
等[9]通过研究超市收银台结账效率的问题，得出健康的结账，会影响超市顾客在店内的消费。 

(三) 超市内布局 
合理化的布局已经成为各行各业所关心的问题，于红丽[10]通过以 SLP 和声搜索算法为例，得出布

局设计的具体方法，这大大方便了工厂布局。同样在零售行业，合理化的超市布局可以最大化提升顾客

的体验度和满意度，王婷婷等[11]就超市排队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分析顾客的行为特征，构建满意度函数，

动态调整收银口的数量和种类，使顾客满意度达到一定水平，同时控制企业的运营成本。韩建妙等[12]
通过对超市的空间布局结构离散化建模，生成分别用节点和无向边表示商品区域和区域之间可行走路线

的平面图；结合消费者的采购清单，根据商品所在的货架位置将商品与具体的区域做出匹配，用遗传算

法优化生成一条联结超市入口、要采购的商品区域以及结账柜台的最短路线。李骁等[13]同样对空间布局

结构构建离散化模型结合消费者的购物清单，根据商品属性进行种类区分，并与相应的商品种类区域一

一映射，用启发式搜索算法生成消费者快速完成购物的近似最优布局。 
上述 3 份文献均是针对超市中某一部分，进行优化，从而提升超市的服务质量和提升客户的体验满

意度。但同时还有其他一类文献在对超市的整体布局进行研究。 
如杨芳等[14]以社区便利店商品移动路径为基础，分析作业单位之间物流和非物流关系，得到作业单位

综合相互关系。依据便利店形状面积和各作业单位面积大小，绘制面积相关图。最后考虑便利店通道布置、

安全法规等实际限制，设计便利店布置方案，达到布局优化、运营高效的效果。丁和平等[15]利用 SLP 法对

超市顾客流分析得出超市各作业单位间的物流关系和非物流关系之后，研究得出现有布局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优化方案。刘志海等[16]通过改进传统的 SLP 法，以顾客流量为主要因素，将动线分析与反馈加入超市

布局规划流程，分析绘制相关图表，提出规划方案。赵峰等[17]运用动线型 SLP 方法对超市内部进行布局，

并据此得出超市三套可行的布局方案，最后通过 AHP 对生成的方案进行评价与选优，选出最佳的方案。 
上述 7 份均属于国内对超市的布局进研究的文献，此外国外有关学者也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如 Rovisco Pais 

[18]采用数学规划的方法，优化仓库布局，来满足实时配送操作。Pei Jie Tan [19]通过实验对比发现，货架的不

同位置对超市的销售额有着不同影响。Mowrey, CH 等[20]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提出了新的货架布局方式来提

高超市中货物曝光率，提升超市业绩。Ibrahim Cil [21]通过挖掘数据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方法，提出新的布局方法。 
通过以上研究，国内外学者认为超市现有的环境以及作业单位的布局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

费者情绪，进而影响体验满意度。但现有的文献主要针对传统的零售超市布局进行研究，针对生鲜超市

布局的研究较少，特别是近几年在新零售兴起的背景下，针对盒马鲜生这一类新型的生鲜超市布局研究

尤为稀少。这一类超市增加就餐的功能，以及具有严格把关产品时效性的特点，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极高

好评。因此，本文从消费者行为出发，针对消费者体验、超市布局进行研究。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SLP 

1) 经典的 SLP 的方法介绍 
系统布置设计(System Layout Planning, SLP)法是由美国的理查德·缪瑟(Charid·Muse)于 1961 年提出

的一种工厂布置方法，其通过利用图表、图形模型，将作业单元之间的物流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作业单元

之间的非物流关系进行定性分析，将关系划分为 A、E、I、O、U、X 共 6 个等级，然后将物流关系和非

物流关系以一定的权重比值相加，得到各作业单位间的总的相互关系，根据总的相互关系设计布置方案。 
2) 本文对于经典方法的改进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流等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 SLP 方法在布局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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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也逐渐显露，比如对非物流关系包含的多种复杂因素考虑不全面，没有对选定的布置方案进行对

比与分析。本文对传统 SLP 方法进行如下改进： 
第一，基于新零售背景下，消费者代际特征及分级消费特征明显，以顾客流量作为确定各作业单位

之间物流关系的主要因素；第二，随着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主力的变迁，基于顾客消费体验重构

的融合细化生鲜超市布局的各作业单位之间的非物流因素，保证布局方案的全面性；第三，对确定的方

案与现有方案进行对比进分析，并将结果进行反馈，优化最终方案。 

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分析 

在进行调研之前，通过上网查阅对北京某盒马鲜生有了初步了解。经过多次考察，掌握了店内的基

本信息，包括布局以及商品货架的摆放情况等。紧接着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于 10 月中旬制作了问卷，

由于时间有限，只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最终回收了 158 份问卷，问卷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收入等基

本信息，并且还包括影响消费者偏好和体验的因素如商品之间的关联程度，物美价廉等，通过把这些信

息数字化，分析超市布局存在的问题并对此作出进一步改善。 
1) 盒马鲜生简介 
在线上销售增长放缓，生鲜电商亏损严重，高频消费带动支付宝线下支付场景需要的背景下，阿里

巴巴对线下超市进行完全重构，盒马鲜生作为一种新零售业态应运而生。 
盒马鲜生以“时间是最大的成本”、“互联网思维在纠错中不断迭代成长。”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

思想。用生鲜、餐饮高频消费锁定消费者，与消费者沟通，了解需求，精准营销。通过新模式和线下商

品占领消费者心智，强化商品品质，增加消费者信任度，培养消费习惯。从“货–场–人”到“人–货

–场”，实现全时、全渠道、数字化运营。以全渠道布局、场景聚焦、体验为先为获客手段。通过线上

线下融合，到店(体验消费)、到家(送货上门)并行发展。仓库前置，实现卖场与仓库统一。采取前场库存 
+ 后场物流的形式，自建物流，并实行零门槛免费配送 + 3 公里半小时送达 + 无条件退货。 

2) 实地观察法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得到其平面布局图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layout of the facilities of Beijing Yizhuang Box Ma Xiansheng (Jingkaidian) 
图 1. 北京亦庄盒马鲜生(经开店)的设施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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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卷调查——调研数据分析 
通过对线上回收的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对基本问题的分析结果展示如图 2、图 3、图 4 所示。 

 

 
Figure 2. The gender ratio of the surveyed subjects 
图 2. 调研对象性别占比 

 

 
Figure 3.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 subjects 
图 3. 调研对象年龄分布占比 

 

 
Figure 4. The propor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ed subjects 
图 4. 调研对象收入分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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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a) 该超市(新零售生鲜超市)更加吸引女性消费者。 
b) 该超市(新零售生鲜超市)的消费人群年龄主要集中在 21~30 岁。 
c) 该超市(新零售生鲜超市)的消费人群收入主要集中在 8000~15,000 左右。 

 
Table 1.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mmodities in each region, the impact of people's traffic, and the impact of 
factors such as cheap goods on the regional layout of new retail fresh supermarkets 
表 1. 各区域商品间的关联程度、人流量影响体验及商品物美价廉等因素对新零售生鲜超市区域布局的影响情况 

区域 商品关联程度 
(均值/标准差) 

人流量影响体验 
(均值/标准差) 

商品物美价廉 
(均值/标准差) 

果蔬区&海鲜区 3.1/1.35 3.08/1.19 3.44/1.3 

果蔬区&冷冻区 3.25/1.14 3.21/1.26 3.4/1.32 

果蔬区&加工区 3.17/0.29 3.54/1.26 3.37/1.24 

果蔬区&就餐区 3.08/1.41 3.38/1.35 3.42/1.29 

果蔬区&零食百货区 3.48/1.32 3.23/1.37 3.52/1.28 

果蔬区&酒饮区 3.1/1.27 3.23/1.38 3.31/1.31 

果蔬区&收银区 3.63/1.31 3.29/1.27 3.21/1.38 

加工区&就餐区 3.57/1.14 3.35/1.06 3.54/1.12 

加工区&零食百货区 3.7/0.94 2.97/1.07 3.62/1.16 

加工区&酒饮区 2.49/1.24 3.08/1.28 3.3/1.1 

加工区&收银区 3.19/1.35 2.86/1.18 2.97/1.19 

就餐区&零食百货区 3.19/0.12 3.05/1.1 3.01/1.06 

就餐区&酒饮区 3.46/1.17 3.24/1.28 3.22/1.27 

就餐区&收银区 3.35/1.38 3.03/1.17 3.24/1.21 

冷冻区&加工区 3.67/1.14 3.42/1.2 3.38/1.16 

冷冻区&就餐区 3/1.46 3.33/1.29 3.48/1.13 

冷冻区&零食百货区 3.13/1.36 3.31/1.34 3.58/1.25 

冷冻区&酒饮区 3.02/1.31 3.1/1.37 3.48/1.2 

冷冻区&收银区 3.23/1.26 3.42/1.32 3.31/1.24 

零食百货区&酒饮区 3.75/1.02 3.38/1.39 3.75/1.23 

零食百货区&收银区 3.96/1.15 3.25/1.3 3.71/1.3 

海鲜区&冷冻区 3.33/1.49 3.38/1.47 3.29/1.38 

海鲜区&加工区 3.43/1.43 3/1.3 3.33/1.43 

海鲜区&就餐区 3.19/1.5 3.1/1.41 3/1.58 

海鲜区&零食百货区 3.33/1.49 3.24/1.41 3.05/1.4 

海鲜区&酒饮区 2.67/1.24 2.95/1.4 3.19/1.36 

海鲜区&收银区 2.95/1.5 3.1/1.41 3.19/1.54 

酒饮区&收银区 3.43/1.33 3.1/1.28 2.8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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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将各区域商品间的关联程度、人流量影响体验及商品物美价廉等因素对新零售超市区域

布局的影响数字化，如表 1 所示，可以得到： 
a) 通过分析商品的关联程度，得出零食百货区与收银区、零食百货区与酒饮区、冷冻区与加工区关

联程度较高，新零售生鲜超市在布局时应注意对以上区域进行合理规划。 
b) 通过分析人流量的多少对消费者购物体验的影响程度，得到果蔬区与加工区、冷冻区与收银区、

果蔬区与就餐区通过合理布局可以有很好的分流效果。 
c) 通过分析某一区域商品物美价廉程度对另一个区域的影响，得到零食百货区与酒饮区、冷冻与零

食百货区、果蔬区与零食区相互影响程度较大。 

4. 改进型 SLP 法在盒马鲜生北京亦庄经开店设施布置中的应用 

1) 收集资料与分析 
实地考察盒马鲜生北京亦庄经开店，进行相关所需资料的收集。 
2) 作业单元间物流关系分析 
分析超市的物流关系，绘制物流关系图。根据实地调查，各区顾客流量比例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customer traffic in each work area 
表 2. 各作业区域顾客流量所占比例 

作业区域 比例 作业区域 比例 

果蔬区 59.49% 就餐区 15.19% 

海鲜区 25.96% 零食百货区 46.2% 

冷冻区 31.65% 酒饮区 20.89% 

加工区 12.5% 收银区 0.76% 

 

采用顾客流量的差值确定各作业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程度，将各个作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密切程

度分为 6 个等级：A (绝对重要)、E (特别重要)、I (重要)、O (一般重要)、U (不重要)、X (不予考虑)，并

为各关系级别赋分，差值范围的关系级别赋值情况如表 3 所示。 
 
Table 3. Difference range and assignment 
表 3. 差值范围及赋值情况 

顾客流量强度分类 符号 顾客流量差值范围 赋分 

超高顾客流量 A 0%~6% 5 

特高顾客流量 E 6%~12% 4 

较大顾客流量 I 12%~18% 3 

一般顾客流量 O 18%~24% 2 

较少顾客流量 U 24%~30% 1 

可忽略顾客流量 X 30%以上 0 

 

根据表 3 可得各区域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如图 5 所示。 
3) 分析超市的非物流关系，绘制非物流关系图。 
在新零售超市设施布置中，除了应该考虑顾客流量这一主要物流因素外，还应该考虑区域商品的关

联程度、人流量对消费欲望的影响、即时加工、商品物美价廉等多个非物流因素。非物流相互关系等级

影响因素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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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Functional area logistics diagram 
图 5. 功能区物流关系图 

 
Table 4. Factors affecting the level of non-logistics relationship 
表 4. 非物流相互关系等级影响因素 

非物流相互关系等级影响因素 代号 

区域商品的关联程度 1 

人流量对消费欲望的影响 2 

即时加工 3 

商品物美价廉 4 

结账的便利性 5 

 

由以上所述可得各作业单位区域之间的非物流关系，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Functional area non-logistics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6. 功能区非物流关系图 

 

4) 作业单元间综合相互关系分析 
各作业单位之间的综合关系包含物流关系 X 与非物流关系 Y。对于新零售生鲜超市来说，顾客流量

属于主导因素，所以物流关系与非物流关系的权重 x:y 为 3:2。对之前得到的物流关系与非物流关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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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结合权重，计算综合相互关系得分，确定综合相互关系[6]。 
综合关系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ij ij ijS x X y Y= × + ×  

其中，Sij——作业单位 i 与 j 之间的综合相互关系得分； 
Xij——作业单位 i 与 j 之间的物流相互关系等级分值； 
Yij——作业单位 i 与 j 之间的非物流相互关系等级分值。由以上所述可得各作业单位区域之间的物流

–非物流综合相互关系，如图 7 所示。 
 

 
Figure 7. Functional area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7. 功能区综合关系图 

 
5) 根据各作业单位之间的综合相互关系，确定各作业单位之间的位置，得到位置相关图，如图 8 所示。 

 

 
Figure 8. Location correlation diagram 
图 8. 位置相关图 

 
6)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该盒马鲜生店作业单位间有较强的互补性与关联性，布局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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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本文针对新零售背景下生鲜超市的布局问题，分析了盒马鲜生这一新零售业态的超市布局特点，结

合传统 SLP 方法及流程，提出了改进的 SLP 方法。通过分析消费者偏好这一因素对新零售生鲜超市布局

的影响，来判断现有超市作业区域之间布局是否合理。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现有生鲜超市布局较为

合理。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 
1) 货架之间的距离较为狭窄，当人流量较大时容易造成拥挤，降低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2) 就餐区被分为两部分，但是加工区仅靠近一方，这样导致消费者在就餐时容易集中，影响就餐环

境与气氛，进而影响消费者购物体验。此外，由于部分就餐区和加工区有一段距离，会影响消费者的就

餐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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