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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寒

所谓无人超市，真的就
是无人参与的超市了吗？其
实，无人超市，真正节省掉
的，也仅仅是收银员而已。
而在整个超市的系统中，占
人力系统大头的，还是我们
看不见的那部分。

无人超市的商品不会
自己飞到货架上，按一定的
规矩摆放、将新商品替换旧
商品、商品促销时改变标
签、将过期商品送回厂家等
等。所有这些工作，需要的
劳动丝毫不亚于收银员，而
在短时间内，他们还无法被
机器所代替。

而更深层次的，商品的
配送、超市的宣传、后期的
维护，都需要人力参与；商

品的进货方面，还得依靠大
数据分析和决策。总之，无
人超市根本不是无人参与，
而是人都藏到了我们看不
见的地方。我们享受到的，
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人的服
务，而不是机器的福利。

无人超市在方便顾客
方面，确实做到了传统超市
所不能。但从根本上说，无
人超市并没有为整个超市
的运行模式提供翻天覆地
的变化，顶多是某些方面的
改良。这种新生事物之所以
能得到消费者的买单，也只
是因为提供了更好的服务，
而所谓新的风口，或许有些
言过其实。

因此，这些无人超市想
要生存下去，最终还是要回
到“土不拉叽”的老本行上：

价格是否实惠、产品是否新
鲜、布局是否合理、宣传是
否到位。所谓新鲜的噱头能
够吸引消费者买单一次两
次，让他们持续提供购买力
却不现实。无人超市的重点
还是在超市，而不是无人。
在现阶段，人的服务依然不
可替代。

未来，也许无人的行
业会越来越多，但人在其
中的作用丝毫没有下降。
无人售票车的出现，反倒
要求司机对乘客服务提
升。无人汽车的出现，要求
背后的技术人员更加精准
地研究人的驾驶习惯。现
在看似新鲜的无人超市，
到未来可能和无人售票车
一样满大街都是，到那时
候，拼的依旧是服务。

进门要实名注册扫码
不给钱会警报

10日下午，在济南泉城广场
西北国旗杆附近，一个不到3米
高、15平米大的“盒子”吸引了不
少游客驻足。透过玻璃，可以看
到里面摆着不少商品，但大门紧
闭，也不见售货员招揽顾客。

原来，这是一家无人售货超
市，想要进入，需要先用手机号
实名注册会员，然后扫码进入。
由于涉及安全、防盗等因素，所
以大门上贴有“谨防尾随”的字
样，提醒顾客尽量自己或只携带
熟人进入。在超市内，共有3排货
架和一个冰柜，摆放的大多是饮
料、食品、卫生纸等日用品，价格
和普通便利店无异。

若顾客想要结账，则可以
把所有要买的商品放置到出口
旁边的“收银槽”内。不管有几
件商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
并计算出总价，顾客可以选择
微信、支付宝或者商场自有的
支付平台进行结算。如果网络
正常，整个结算过程不到20秒
就可以完成。免去了扫二维码、
找零等步骤，整个流程效率提
高了不少。

不交钱就能把东西带出去
吗？恐怕没那么简单。当有顾客
尝试着把未结算的商品拿出收
银槽时，超市内广播就会响起

“您有价格为××元的××商品
未结算”的声音。如果顾客想直
接将未结算的商品拿出超市，则
会触发警报。据了解，超市出口
处设有摄像头，超市运营者可以
通过摄像头观察里面的情况。而
由于所有进入超市的人需要经
过实名验证，这也增加了想要

“占便宜”的人的违法成本。
10日恰逢周末，泉城广场上

不少市民和游客都主动过来注
册，想要进门尝下鲜。绝大多数
人都或多或少买了点东西，并称
赞整个流程的快速流畅。“泉城
广场附近买东西的不少，但一瓶
矿泉水动不动就要3块钱，一瓶
可乐5块钱下不来。而这个无人
超市一瓶可乐只要3块5，基本上
是市面上的最低价了。更别说店
里还有空调，购物速度也很快。
原来济南也有这么洋气的地
方！”一位市民表示。

一人可管20个超市
人力成本月均200元

据了解，这个无人超市是
由威海一家科技企业研发投
资，企业为其取名为“智慧盒
子”，泉城广场店就是省内第一
家。未来，企业计划将“盒子”在
全国各地推开，相关工作也已
经展开。

企业负责人介绍，别看这
个盒子小，但从进门到出门，每

葛记者手记

无无人人超超市市，，重重在在超超市市而而非非无无人人

一步都蕴含着科技因素。整个
超市内部可以实现无死角云监
控，能够进行人脸识别防盗和
远程对讲。同时，整个盒子可以
自动调节温度和灯光，力求节
约环保。同时，整个系统还有一
套完善的商品管理、销售诊断
等功能，营业数据和视频尽在
掌握之中。

而说到“盒子”的最大优势，
该负责人认为是成本。“没有营
业员，只需要人工补货，这样一
个人可以同时维护配送超过20
家店，以平均4000元/月的人员
工资计算，一个盒子便利店的月
均人力成本才200元。”该负责人
介绍，盒子采用集装箱改造，环
保、可移动且成本低廉，占地面
积仅15平米，所需运营场地租金
价格远低于城市普通商业租金。

“插上电源就可以运营，如果实
在运行不下去，拔下电源就能换
个地方，试错成本也不会很大。”

该负责人表示，根据测算，
一间无人便利店线下日均销售
300元即可在国内大部分区域
实现盈利，而传统便利店则需
要2500元以上。这意味着只要选
址得当，运营这种无人自助便
利店可成为稳定的商业模式。

低成本有赖规模化
考验推广能力

虽然根据计算每家便利店
营业额超过300元就能赚钱，但
这其实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
门店数量达到阈值，能够将个
人配送的效率发挥到最大，使
新增店铺的边际效用接近为
零。二是地租成本控制在一定
范围内。

在该公司的分析中，一个
人可以负责20家盒子的配送工
作，这几乎就是个人能力的极
限。但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当
地居民是否有20家盒子的需
求，其实是需要企业未来好好
研究的问题。盒子分布越密集，
边际配送成本虽然低，但边际
销售额也会随之降低。如何在
其中找到一个平衡，需要大量
的数据分析和计算。

同时，盒子虽然制作成本
较低，但在目前地租成本居高
不下的时代，如何能让盒子进
入小区、学校等场所，也是考验
企业推广能力的难题。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
发展，无人便利店已经成为不少
企业，甚至互联网巨头的投资目
标。抢先布局，在该领域成为红
海之时跑马圈地已经成为不少
企业的任务。同传统的便利店相
比，无人超市在人工成本上拥有
优势，但在未来的运维和成本控
制上，包括阿里无人超市也尚未
找出完全成熟的路子。作为山东
本土企业的产品，要做的工作还
有很多。

无无人人超超市市来来了了
科技手段不少成本有优势，尚待市场检验

几个月前杭州无人超市落地的新闻热度还在，这几天这种新鲜的东西就已经开进了济南，落
地泉城广场。与传统的自动售货机不同，这个无人超市可供选择的商品更多，防盗、结算体系也更
复杂先进。据了解，这是济南地区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人超市。

本报记者 高寒

在泉城广场，几名顾客在打量无人超市。 本报记者 高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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