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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转型升级

面对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零售业需要不断提

升数字化能力，以适应市场变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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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来临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已

经成为零售业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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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行为变化

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线上购物，对个性化、便捷化的服务需求

不断增加。

背景与意义



研究目的和范围

研究目的

构建我国零售数字化能力模型，评估

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水平，提出针

对性的提升策略和建议。

研究范围

本研究将涵盖我国零售业的多个领域，

包括超市、百货、专业店等不同类型

的零售企业。同时，将重点关注数字

化技术在零售业的应用及影响。



零售数字化能力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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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通过数据收集、

分析和应用，提升运营效率、创新业

务模式、增强竞争优势的能力。

包括数字技术基础、数据管理能力、

数字化运营能力和数字化创新能力四

个方面。

数字化能力定义及构成

数字化能力构成

数字化能力定义



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结合我国零售业实际情况，构建

零售数字化能力模型。

步骤
明确研究目标、梳理相关文献、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并构建模

型。

模型构建方法与步骤



评价指标
包括数字技术基础指标、数据管理能力指标、数字化运营能力指标和数字化创新能力指标四个方面，

每个方面包含多个具体指标。

评价标准
根据各项指标的重要性和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对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能力进行客观评

价。

模型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零售业数字化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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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电子商务逐渐兴起，传统零售业开始尝试
线上销售。

成熟阶段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零售业数字化
进入成熟阶段，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智能化决策等。

初始阶段
20世纪90年代，我国零售业开始尝试使用POS机进行销售数据收
集。

零售业数字化发展历程



数字化程度不断提

升
我国零售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

大部分企业已经实现了线上线下

融合，数字化销售占比逐年提高。

智能化技术应用广

泛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零售

业中应用广泛，如智能导购、精

准营销等，提高了销售效率和顾

客满意度。

新零售模式不断涌

现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新

零售模式不断涌现，如无人便利

店、智慧商圈等，为消费者提供

了更加便捷、个性化的购物体验。

零售业数字化发展现状分析



零售业数字化发展趋势预测

未来，新零售模式将继续涌现，如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将与零售业结合，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沉浸式的购物体验。

新零售模式将继续涌现

未来，我国零售业数字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实现全渠道销售、智能化决策等将成为行

业标配。

数字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零售业将更加智能化，实现个性化推荐、

智能导购等将更加成熟。

智能化技术将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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