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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水果摊到各自为

战的水果店，再到品牌化经营

的连锁店，10多年间，我市水果

市场在不断发展、演变，如今正

在苦苦探索新的发展出路。有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连锁店的

崛起及规模的扩大，拥有管理、

运营等优势的连锁店，以及电

商市场将进一步挤压传统水果

店的生存空间，实现集约化管

理才是出路。

朱莉平来自浙江衢州，与合

伙人在温州把水果生意经营得

有声有色。她告诉记者，统一管

理、统一配送、统一库存管理的

集约化品牌运营、标准化管理才

是水果市场发展的出路。

眼下，在一二线城市，集约

化管理的品牌水果店已经非常

普遍。可以想见，单店亏损会

关门，形成连锁品牌之后就有

了诚信和品质，也有更多的“议

价权”。可以说，水果销售从最

初的摆摊到品牌连锁超市，是

行业发展的必然。

据了解，水果店的经营模

式一般分为产地批发、中间托

运、终端销售三个环节。“以本

地西瓜为例，从产地仅售 2.2

元/公斤，经过层层批发、转手，

到 消 费 者 手 上 会 上 升 至

3.6-3.8 元/公斤。”四季鲜果的

老板朱女士说。据了解，该店

的货源来自瑞安农贸市场，还

有一些水果店会直接从温州市

场拿货。

也就说，中间环节越少，到

终端销售的价格也就会越低，

水果店就拥有更大的竞争优

势。“我们小店的货量少，只能

去农贸市场进货。”朱女士说。

而像绿色果园，以连锁品牌的

优势，享受了“议价权”。

“在供应商方那，我们已经

成为金牌客户，普通店去进一

箱进口的榴莲 320 元，我们则

会降了10—20多元，而且在质

量上会享有优先权。”朱莉平

说。除了向温州市场直接进

货，四五年前，绿色果园甚至建

立了仓储配送中心，实现了基

地直供，既降低了成本，又保证

了水果新鲜度。

在管理上，绿色果园对采

购、市场跟进、服务质量等都有

明确的分工，且对店内的工作也

责任到人。据介绍，该连锁水果

超市的每间店内都配有四五位

工作人员，负责理货、烂果清理、

导购、收银等工作。为提高服务

质量，该店还会对店员进行培

训。“每天早晚店员会对水果进

行挑拣，如果顾客买到水果有问

题就可以退货。”杨方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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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水果超市、传统单

店水果店、菜市场的水果

摊、超市里的水果区、大街

上一辆辆专门卖水果的大

卡车……如今，水果店分

布在我市的大街小巷。

记者了解到，受经济

形势、销售渠道等因素影

响，不少水果店薄利苦

撑。连锁品牌水果店却凭

借量大优势拿到了“议价

权”，提供的水果质优价廉

赢得顾客。有业内人士表

示，实现集约化发展的品

牌水果店是水果市场发展

的必然。

[记者见闻]
水果店遍地开花

昨日，记者走访发现，大大

小小的水果店在市区遍地开

花，繁华地段挤着四五家水果

店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马鞍山路上，多美鲜果

园、四季鲜果映入眼帘，两家店

仅距离 100 多米，再往东面走

就是菜市场，大大小小的固定

水果摊数不胜数。在安康路

上，也聚集了多家水果超市：绿

色果园、利民平价果园……只

要稍加留意，身边的水果店已

经如同兰州拉面、沙县小吃般

遍布。

其实在 10 多年前，我市水

果零售还是以水果摊、沿街叫

卖的形式为主，后来出现了绿

色果园、多美鲜果园等第一批

单店水果店。“当时人们不太适

应门店水果的销售形势，既不

方便，又觉得门店销售的水果

不新鲜，价格也贵。”绿色果园

的负责人朱莉平回忆说。

而随着消费习惯慢慢发生

改变，水果店如雨后春笋般冒

了出来，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则

发展壮大。其中绿色果园在温

州地区开出了 30 多家门店，仅

在我市市区和塘下就开出了 8

家，成为我市知名的品牌水果

连锁超市。由此，我市的水果

零售市场也形成了连锁水果超

市、传统单店水果店、菜市场水

果摊共同竞争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水果

店为赚人气推出充值返现活

动，但由于经营不善，水果店倒

闭后，老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消费者充值进去的现金也打了

水漂。在此，记者提醒市民，面

对充值返现活动，一定要睁大

眼睛。

[经营现状] 几家欢喜几家愁

然 而 ，在 遍 地 开 花 的 背

后，小店都是靠薄利苦撑着。

8 月 3 日傍晚，多美鲜果园门

口摆出了一筐筐灯笼果，促销

价为 25.6 元/公斤。店老板娄

女士一边剥着灯笼果，一边招

徕生意。

“现在生意不好做，以往

做促销活动，都会被一抢而

空，但是现在，一天下来促销

品还是满满当当。”娄女士说。

据了解，多美鲜果园是个

典型的夫妻档，全权由娄女士

和她丈夫经营。“以前也曾雇

用过店员，但为节约成本支

出，索性就自己打理了。”娄女

士的丈夫说。

在不远处，四季鲜果映入

眼帘，它比四季鲜果店面面积

小了一半，里面除了销售水

果，还有一些零食。“水果是大

众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需求量会大，我自己又特别喜

欢吃水果，所以开了这么一家

水果店。”店老板朱女士说。

然而，经营4个多月后，朱女士

发现生意并不如意。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

日平均营业额为 1000 多元，

减去成本如店面年租金四五

万元、水电费及水果发烂砸在

手里的风险等，利润微乎其

微。

而说起水果生意渐淡的

原因，娄女士凭经验总结说，

消费者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

是家里还有水果仍买水果，现

在却是家里还有水果先吃完

再买，因为买水果太方便了；

另外，水果店遍地开花，令市

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只

能在老顾客身上做好服务，希

望靠水果品质留住客源。”娄

女士说。

一些水果店步履维艰地

生存着，一些水果店反而扩大

投资，拓展“疆土”。10 多年

前，绿色果园在后垟路上开出

了第一家，2012年又在安阳街

道安康路上开出第二家店，截

至目前，在我市已经开出了 8

家连锁店。绿色果园安康路

店店长杨方顺表示，公司将继

续做布点，以占领更多的市场

份额。

[消费心态] 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水果店的悄悄变脸水果店的悄悄变脸，，背后背后

折射的其实是人们对于水果消折射的其实是人们对于水果消

费心态的变化费心态的变化：：随着收入水平随着收入水平

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提升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提升，，吃吃

水果不再只是为了补充维生水果不再只是为了补充维生

素素，，吃得健康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吃得安全、、吃出吃出

品位成了很多人对于水果的新品位成了很多人对于水果的新

追求追求。。

家住嘉宝锦园的李女士家住嘉宝锦园的李女士

说说，，多年前多年前，，牛油果牛油果、、蓝莓蓝莓、、榴莲榴莲

等是不太常见的水果等是不太常见的水果，，感觉像感觉像

奢侈品奢侈品，，偶尔买来尝尝鲜偶尔买来尝尝鲜。。现现

在买这些水果是很平常的事在买这些水果是很平常的事

儿儿，，对品质也有了要求对品质也有了要求。。

““像挑蓝莓像挑蓝莓，，一定要那种小一定要那种小

颗粒颗粒、、口感紧绷偏硬的品种口感紧绷偏硬的品种，，不不

要吃大颗粒要吃大颗粒、、口感偏糯的口感偏糯的。”。”李李

女士说女士说。。她给记者算了一笔她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账：：全家每周去两次水果店全家每周去两次水果店，，每每

次买水果的花费在次买水果的花费在 5050 到到 100100

元不等元不等，，平均一个月光水果一平均一个月光水果一

项开支就要好几百元项开支就要好几百元。“。“同样的同样的

钱钱，，与其花在零食与其花在零食、、饮料上饮料上，，不不

如用来买健康的水果上如用来买健康的水果上。”。”她她

说说。。

““每次散步后每次散步后，，我就会去水我就会去水

果专柜买点水果果专柜买点水果，，虽然价格要虽然价格要

比水果摊要贵一些比水果摊要贵一些，，但品相要但品相要

好很多好很多，，新鲜点新鲜点，，而且也无需担而且也无需担

心缺斤少两心缺斤少两。”。”林女士说林女士说。。除了除了

去水果专柜购买去水果专柜购买，，她还会在口她还会在口

碑网碑网、、天猫生鲜超市上购买天猫生鲜超市上购买。。

[发展趋势] 走集约化管理之路

是什么催生了水果店的疯狂生长
水果店遍地开花，几家欢喜几家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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