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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数字化的发展势不可挡，尤其对于消费品行业更是如此。数字化时代下消费者被极大“赋
能”，消费者对于质量、服务及健康的需求大大增加，而忠诚度则随着市场选择的多样化
而有所降低。线上线下的界限逐渐模糊，手机成为了消费者接触市场最重要的媒介，社交
行为普遍存在其中。总之，数字化下消费者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觉力。

从零售商的角度，零售商面临全渠道压力，“被迫”从渠道经营向顾客经营转变。在数
字化时代下，目前零售模式发展不均衡，客户忠诚计划普遍受挫，价格战持续对利润产
生威胁。这些变化迫使企业想方设法吸引多渠道消费者，推动了个人定制化的发展，同
时也对企业的数字实践提出了要求。

品牌商方面，全面进入“数字化整合”的时代。海量却零散的数据给信息的整合和提炼
带来挑战，同时销售、营销、供应链等环节的不协调削弱了企业规划和处理威胁的能力。
如此现状要求企业在电子商务领域进行更广泛的实践，在数字分析领域积极投资。企业
还需积极重塑垂直价值链，实现业务流程的数字化。

 纵观历史，数字化是消费品行业演进的重要驱动因素。思略特将数字化对于消费品行业
的影响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数字化初现、数字技术爆发、数字化整合和数字化生态（见
图一），本文将重点阐述数字化整合阶段。



2 思略特

在数字化整合阶段，技术互联与合作是核心思想，数据分析是核心技能。数字化整合的
实现需要企业内部各环节全方位合作，信息技术架构、数据管理、合规、安全、法务、税
务、组织结构、人力、文化等缺一不可。思略特认为数字化整合正从四大维度发生改变
（见图二）。

图一
数字化对消费品行业的影响时间轴

图二
数字化整合概览

信息来源: 思略特分析

信息来源: 思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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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略特

1. 产品和服务数字化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正为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提供持续的创新动能。企业积极尝试将数字
化体验融入产品和服务；同时，创新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有力的营销点最终将改变消费者
的日常习惯。

2. 销售与营销模式转型

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与消费者多渠道的交流互动，且覆盖客户旅程的全环节。不
仅消费者获得更完整的客户体验，企业也拉近了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同时，在与消费
者的互动过程中，企业获得更完整的消费者数据和反馈，这将进一步指导企业的精准
营销。

3. 供应链智能化转型

数字化正在重新定义供应链，使之成为一个整合了实时信息的协调完整的智能系统，实
现高效与成本优化（见图三）。影响环节包含：

• 设计：共同创造及众包的实现，市场和客户需求的能见度提升。

• 市场营销及需求规划：实现实时全渠道的需求分析和情景模拟，预测需求并调整需
求与供给相协调，进行多层级的库存优化。

• 采购和制造：VMI策略和自动补货系统、渠道库存可见、现场3D打印原材料。

• 内部后勤（订单管理）：多层级的完美订单、实时的订单可承诺量、自动化的订单流程、
数字化的订单追踪。

• 仓储：配货预测、自动化仓库、跨仓库调度的可见与优化、存货信息端到端的透明。

• 外部后勤（运输）：装有传感器的包裹有利于保证产品质量，物流能见度的提高有助
于运输线路和装货的优化，自动导引车的应用助力自动化物流系统。

• 销售：预测分析工具能够生成提醒和建议，综合自我服务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缩短响
应时间和提高服务质量，购买和交付的实时追踪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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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消费品智能供应链愿景 

4. 开放性平台式创新

数字化给予平台式方法新的活力，互联网时代的平台化为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动
能。对于企业内部而言，平台化正催生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所谓组织结构的平台化，
就是去掉中间层，根据业务需要成立自由的团队。每个团队好比一家小型初创公司，企
业的资源通过平台开放重组并再分配给这些企业内部的初创公司，以保证它们的高效
运转。企业管理者相应地被赋予了风险投资人的新角色。在平台化的组织结构下，企业
发展不再单纯依赖于管理者的能力，而是依靠每一个团队的创新发展。企业从中获得
了组织结构的灵活性，同时提升了承担风险的能力。

信息来源: 思略特分析

仓储

内部后勤

采购和制造

外部后勤
线上

实体店铺

营销/需求规划设计

自学习算法

最佳零售分配
高效补货

(需求导向)

生产灵活性, 实时优化“开放来源”, 
社会化设计

透明度最大化

实时分析
实时追踪

智能仓储,
存货优化

数字化生产

规范性分析

1 2
3

4

5

6

销售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