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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回顾–实体店

2018年新增开店数24家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共计484家综合性大卖场和超市

•遍布233座城市，覆盖29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

•已储备55个地点开设综合性大卖场，其中37家在建

地区
综合大卖场数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总计 总计

华东 51 139 190 2,067,785 3,357,185 5,424,970

华北 5 46 51 151,064 1,137,050 1,288,114

东北 1 51 52 32,033 1,413,972 1,446,005

华南 5 84 89 124,523 2,047,350 2,171,873

华中 10 66 76 293,766 1,642,455 1,936,221

华西 5 21 26 223,839 495,920 719,759

总计 77 407 484 2,893,010 10,093,932 12,986,9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四川

甘肃
陕西

湖北

宁夏回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广东

福建

浙江

江苏
河南

山西

内蒙古自治区 (西)

内蒙古自治区
(北)

辽宁

台湾

青海

西藏

云南

湖南

安徽

江西

黑龙江

河北

北京 天津

山东

吉林

重庆

贵州

海南

上海

自有店, 

29.8%

租赁店, 

70.0%

承包店, 

0.2%

自有店, 

22.7%

租赁店, 

76.9%

承包店, 

0.4%

按店数分布按总建筑面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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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回顾

门店数字化改造

 于2018年3月淘鲜达开始在两家门店试点，到2018年年底，淘鲜达已在所有

高鑫门店上线

 商品品项数 (SKU数)：约13000个商品，包括生鲜、快消品及日用百货类商品

 2018年底，B2C店日均订单500单

 透过淘鲜达项目，对实体零售进行数字化改造，实现线上线下会员、支付、

库存、营销、物流以及供应链一体化

 通过技术及数据的驱动，提高实体店的效率，同时可以获得更清晰的顾客画

像，为未来个性化的、精准的营销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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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回顾

重构大卖场

 功能重构：

- 不只满足线下客户需求, 也要满足线上客户需求, 还有B端客户需求

- 做为前置仓

- 提升卖场坪米效，充分利用卖场空间，提升卖场生产力

 品类重构

- 目标：成为每一个品类的专家

- 专业的品类交给品类专家来做（例如，家电交由苏宁来做）

- 纺品、生活百货：走高性价比品牌的路线

- 聚焦在生鲜及快消品领域，希望能成为食品零售专家

 希望重构后，提升大卖场魅力，让顾客重回大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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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回顾

多业态多渠道发展

 盒小马：

- 第一家盒小马于2018年6月开业，截至2018年底，共有9家盒小马开业

- 结合阿里的流量和技术，高鑫零售的供应链和门店管理

- 通过线上线下平台一体化，新模式提供线上订单到家服务，增加盒小马门店的

营运效率及本地竞争力

 盒马鲜生：

- 阿里和大润发成立合资公司，首店已于2018年9月2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开业

- 销售面积约4000平方米

- 线上订单接近50%

- 2019年1月8日，第二家盒马于大连开业



9

业务回顾

家电的变革

 2018年6-8月，苏宁易购完成对大润发全国约400家门店的升级改造，在“双十

一”前完成对欧尚70余家门店的全面进驻

 自2018年6月起，苏宁开始陆续改造门店。截至2018年年底，改造后门店的家

电部门业绩已取得正增长

 未来，双方将进一步融合，实现销售规模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B2B 业务

 2018年8月底，B2B业务也已在所有欧尚门店推出

 2018年B2B业绩较2017年翻一番，并已实现小盈

 B2B业务目前注册用户逾48万，客单价逾人民币1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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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回顾

高鑫旗下双品牌进一步整合

 于2018年12月，大润发及欧尚成立联合总部，节约重叠成本，提升沟通和

运营效率

 总部成本预期可逐年降低

 欧尚旗下门店IT系统全面升级，两个品牌供应链共享

 欧尚的毛利率可逐步拉齐至大润发水平

 2019年将启动9家门店购物中心和商店街改造升级工作，带给顾客全新的消

费升级体验



经 营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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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环境
(1)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2)2018年居民消费指数(CPI)同比增长2.1%                                                           
(食品CPI增长1.8%, 非食品CPI增长2.2%) 

(3)百强重点零售企业增长下行
(4) 2018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5.4%,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8.4%

数据源：图表(1)、(2)、(4)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图表(3)来自中华全国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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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 2018 年 大 卖 场 行 业 单 店 平 均 销 售 额 ( 未 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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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环境

资料来源: 欧睿信息咨询公司

（1）2016年、2017年所有数据为实际结果，2018年数字根据2018年上半年实际结果预估

（2）欧睿对于大卖场的定义是销售空间大于2,500平方米, 主要售卖食品和非食品商品的连锁或独立零售店

（3）在欧睿的大卖场数据中：沃尔玛包括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好又多超市连锁公司；百联集团包括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联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4）备注：本图表仅列出排名前13位的大卖场单店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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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环境

2016 年– 2018 年大卖场行业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 欧睿信息咨询公司

（1）2016年、2017年所有数据为实际结果，2018年数字根据2018年上半年实际结果预估

（2）欧睿对于大卖场的定义是销售空间大于2,500平方米, 主要售卖食品和非食品商品的连锁或独立零售店

（3）在欧睿的大卖场数据中：沃尔玛包括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好又多超市连锁公司；百联集团包括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和华联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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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概览

人民币(百万元) 2018 2017 变动

总销售营收 (1) 101,315 102,320 -1.0%

收入 99,359 102,320 -2.9%

同店销售增长率 (2) (3) -1.72% -0.26%

毛利 25,119 24,674 1.8%

毛利率 25.3% 24.1% + 120 bps

经营溢利 (息税前利润，EBIT） 4,196 4,487 -6.5%

经营溢利率 4.2% 4.4% - 20 bps

年内溢利 2,818 3,020 -6.7%

溢利率 2.8% 3.0% - 20 bps

本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溢利 2,588 2,793 -7.3%

每股盈利
—基本及摊薄(人民币元) (4) 0.27 0.29

(1) 总销售营收包括来自商品销售、代销销售以及租金收入之总款项，不包括增值税
(2) 同店销售增长率：对于截至2018年12月31日开业超过12个足月以上的门店，计算方式为比较门店于开业月份至2017年末所得销售额与

2018年同期的销售额增长
(3)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同店销售增长按除去家电之货物销售计算

(4) 截至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之每股基本及摊薄盈利乃根据于年内已发行普通股加权平均数9,539,704,700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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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概览

营业收入 毛利及毛利率

人民币（百万元）

68,084

77,851

86,195

91,855
96,414

100,441
102,320 99,359

人民币（百万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66,540 
75,936 

83,958 89,136 93,270 97,096 98,775 95,551 

1,544 

1,915 
2,237 

2,719 
3,144 

3,345 3,545 3,808 

货品销售 租金收入

20.4%
20.7%

21.6%

22.9%
23.3%

23.9% 24.1%

25.3%

毛利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3,857 
16,150 

18,613 
20,998 22,463 23,981 24,674 25,119 

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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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概览

经营溢利 溢利 (1) 及溢利率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906 
3,518 

4,147 4,214 
3,575 3,936 

4,487 4,196 

经营溢利

4.3%
4.5%

4.8%
4.6%

3.7%
3.9%

4.4% 4.2%

经营溢利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985 
2,533 

2,942 3,023 
2,464 2,629 

3,020 2,818 

净利润

2.9%

3.3%
3.4% 3.3%

2.6% 2.6%

3.0% 2.8%

净利润率

注： (1) 显示年内溢利，即包括非控股权益



员工成本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4,412 5,458 6,256 7,114 8,163 8,999 9,421 10,016 

员工成本

6.5%
7.0% 7.3%

7.7%
8.5%

9.0% 9.2%
10.1%

员工成本占营业额百分比

经营租约开支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447 1,776 2,045 2,323 2,626 2,712 2,873 2,893 

营运租赁租金

2.1%
2.3% 2.4%

2.5%
2.7% 2.7% 2.8% 2.9%

营运租赁租金占营业额百分比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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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概览

人民币（百万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849 1,796 1,966 2,388 2,633 2,876 2,895 2,851 

9,516 
11,400 

13,148 
15,097 

17,002 18,042 18,922 19,815 

行政费用 门店运营成本

20,918

19,635

15,114

17,485

21,817

13,196

11,365

22,66616.7% 17.0% 17.5%
19.0%

20.4% 20.9% 21.3%
22.8%

总营运成本占营业额百分比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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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资金天数 净现金

资产负债表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7,385 7,425 7,053 

5,490 5,978 

8,110 

10,492 

13,483 

净现金

人民币（百万元）

注: 

(1) 2011、2012、2013、2014、2015、2016年、2017年及2018年存货周转天数的计算方式为年/期内平均存货除以年/期内计入损益内的存货成本再乘以365天。

(2) 2011、2012、2013、2014、2015 、2016年、2017年及2018年应付帐款周转天数的计算方式为相关期内贸易应付款项的期初及期末结余的平均数除以计入损益的存货成本再乘以

365天。

(3) 2011、2012、2013、2014、2015 、2016年、2017年及2018年应收帐款周转天数的计算方式为相关期内贸易应收款项的期初及期末结余的算术平均数除以营业额再乘以365天。

(4) 计算方式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投资及定期存款的总和，减去银行贷款及透支。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60 61 58 58 59 
67 70 71 

91 
87 

82 83 85 
93 95 94 

存货周转 应付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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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开支 净值回报率(1)

投资回报

人民币（百万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5,779 
5,362 

6,788 

5,752 

4,624 

3,744 

2,141 
2,590 

资本开支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2.8%

14.6% 15.2% 14.7%

11.4% 11.5%
12.8%

11.2%

股本回报率

(2)

注: 

(1) 股本回报率的计算方式为期内溢利除以截至该期间末的股本总额

(2) 撇除股本首次公开发售的影响，2011年的净值回报率为25.2% 



业 务 策 略



重构大卖场

发展新业态

O2O

后台管理共享

拥有最好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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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首要，两个必要



数据驱动

餐厅

顾客体验

生鲜产品

前置仓

独家品牌

重塑大卖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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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

发展新业态

盒小马

盒马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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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



咨询

谈判 全球联采

自有品牌

财务

供应链

后台管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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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商业挑战
所需要的领导力

专业 甄选优秀人才 团队储备

结果加快多渠道发展加快专业人才
国际化发展

完善有效的
替补架构

拥有最好的团队

28



问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