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微书店、特色书店的现状和前景思考

近年来，在外部政策环境不断改善、新业态浪潮与书业转型升级的合力推动下，

实体书店呈现全行业的回暖与复兴态势。小微书店、特色书店的品质提升成为书店人

谈论、思考的重要内容。挂职班小微书店课题小组通过调查研究、走访书店和出版社

前辈和组内讨论对相关内容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一、近年零售市场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新开书店

2019 中国书店大会暨 2018 中国书店年度致敬盛典上公布的数据表明，2018 年，

实体书店规模扩张惊人 ：各地新华集团、连锁书店与独立书店掀起开店热潮 ；开店数

量最高的大型连锁书店，年度新增店铺数量达到 100 家以上 ；多个城市宣布了年度新

增书店数百家乃至上千家的书店扶植计划 ；西西弗、樊登、当当、机遇空间、中信等

书店计划在未来 3 年内新开 100 家以上的线下书店。在这些新开书店中，大多数为具

有特色的小型书店。

二、小微书店渐受欢迎的内在逻辑

（一）内容换代，代际人口更迭，功能性消费让位于体验式消费

日常商品消费体现人的购买力，而读什么书则体现人在想什么。60 后、70 后、80

后热爱学习并希望成长为有用的职业人、管理者，所以把钱花在技能类书籍中，计算

机、财会、外语、法律等实用书籍大受欢迎；90 后、00 后年轻人对实用型技能不感兴趣，

消遣类阅读、娱乐消费快速取代了功能性消费。年轻人从关注社会需求转向关注自身

需求，言情小说、青春文学、悬疑玄幻、旅游探险类题材在畅销书排行榜前面，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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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从学习技能变为消遣娱乐，沉浸式读书体验让读者忘记现实中的烦恼和压力。

（二）体验升级，网店比大书城效率高，但小微书店比网店体验好

现代社会比钱更稀缺的是时间，大城市中老百姓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极高，电

子商务免去了百姓去逛商城的交通时间、停车费用，以网上虚拟库存规避实体店缺货

的“白跑一趟”，并把商品在一到两天内送货上门，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而社区便利店、

小微书店则比网店更便捷，只需要你五分钟下楼既能消费，甚至十分钟送货上门。从

省钱到省时间，从省时间到体验佳，小微书店是新零售的消费升级路径。

（三）体验式零售

与网店打折纷乱体验形成对比，社区里、家门口的小微书店营造出宁静舒缓、安

逸暖心的氛围。读书享受慢生活，使人们从快节奏的工作状态松弛下来，所以，便捷消费、

慢生活体验、零交通成本是小微书店“体验为王”的三大法宝，也是小微书店弥补网店“体

验死穴”的天然基因。

三、我们的小微书店的发展现状

凤凰新华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关于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提升了实体书店的城乡覆盖率。省内 1 300 多家门店中，经营面积在

100 平米以下的小微书店占到一半，在校园书店、社区书店、农家书店、机关书店这

几种主要类型外，还开创性地开办了监狱书店、军营书店、银行书店、邮政书店、24

小时书店等类型书店。镇江地区的“红领巾书屋”的校园书店模式，宝应分公司推出“柳

堡的故事”主题书店、各地的廉政书屋等等均反映了凤凰新华人在拓展小微书店、特

色书店中的努力。小微书店、特色书店的广泛开办体现了新华书店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的责任感。

小微书店开办中，如何取得经济效益上的平衡，是书店经营管理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经营成本中最大的两块，一是房，二是人。

首先是经营场地。书店的自有房产中适合开店的目前基本上已经投入书店经营使

用，新增的小微书店场地大部分来源于合作方，如政府、学校、企业的无偿提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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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昂贵的房租和先期需投入的店铺装修费用，向市场租赁场地新开书店比较谨慎。

其次是员工的人员工资，一般小型书店至少需配置 3—4 人才能正常运转。正规用

工的情况下，人力成本一年约 15 万元。为减少人力成本的支出，大多数小微书店都在

争取由合作方提供日常商品管理人员，书店方配备业务人员指导经营。

为取得图书之外的销售，现有的小微书店也都在开展文具、文创、咖啡、茗茶等

产品的复合经营。

应该说，目前我们的小微书店、特色书店在整个社会，特别是政府、学校的大力

支持下，推进迅速，成果显著。

四、对小微书店、特色书店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坚持社会效益导向

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新华书店的政治任务。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在温饱得到

满足后就会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而实体书店作为精神驿站为人们提供了充实自己的机

会和场地。凤凰新华人继续上下一心，办好小微书店，为城乡居民提供健康的精神食

粮和方便快捷的购书渠道。

（二）关注选品、陈列，使特色更特

我们目前销售链上没有承担选品功能的部门和人员配置，要利用小微书店有限的

店堂研究销售转化最大化。我们需要总结一套切实可行、适合自身的选品逻辑，培养

一支专业的选品团队。图书选品与陈列需要团队合作或是多部门参与。选品团队在获

取新书信息或确定主推品种后，通过业务部门采购图书，营销部门共同设计陈列与策

划营销方案，遴选关联品种，帮助店员掌握图书基本内容和宣传口径，最终在销售门

店实现销售。这支团队的成员需要几项特质 ：一是要爱书懂书。对相关领域内图书具

备一定的专业程度和出版人脉资源。二是敏锐。关注时事，善于通过阅读趋向、市场

热点和宣传工具引导关注。三是坚持。选品打造的是书店的软实力，特别是人文社科

类图书，一本或一类图书不会对效益起到决定性作用，有些可能无功而返，需要团队

常年锲而不舍，不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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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建设好小特书店

选品、进退货、物流、仓储等后台业务的成本开支，使小特书店的经营成本高企，

在读者服务主业上就无力投入更多资源。结果是，前台读者服务缺乏特色，销售上不去；

后台辅助业务繁琐多头，成本下不来。希望将来小特书店的后台辅助性业务出现专业

的行业供应链服务商，以专业高效的服务能力提供后台业务支持。小特书店作为前台

则专注于提升读者服务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使经营更高效，读者服务更专业，经营成

本更节约，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关注新技术的运用，打造线上线下一体的新型书店

实体书店“新零售”转型是大势所趋。运用新技术，使得我们的小微书店既具有

良好文化体验的线下书店，又具备线上书店方便快捷的特点。通过大数据选品更符合

覆盖范围读者的口味偏好。从省钱到省时间，从省时间到体验佳，是小微书店的消费

升级路径。就当下而言，实体书店对接“新零售”仍需要通过长时间的业态创新升级

才能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新零售”的重要标志与前提是智能化、在线化、数字化。

我们需要时刻关注新技术，关注大数据，完善智慧书城建设，推进书店智能化进程，

为迎接“新零售”时代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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