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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經營一年
不及淘寶一天

上海南京路既是上海開埠後最早建立的一條商業街，
也是1949年以前亞太地區最繁華的商業街。在當

時堪稱萬商雲集，引領舉國乃至遠東之商業潮流。直至
2008年前後，南京路的大型百貨公司內仍是人頭攢動。
南京路步行街的上海時裝商店，最鼎盛時期有「平均一
分鐘內賣出兩件衣服」的傲人佳績，但如今卻明顯人氣
不足。據商場內店員介紹，自前年開始，生意就江河日
下，除一樓還有些客流，越往上就越是顯得冷清，三樓
以上的店面，春節期間還遭遇30分鐘都沒客進來的尷尬
局面。

「比網上要貴 質量差不多」
記者實地走訪所見，商場的確冷清。一樓的每個櫃枱

還平均有一至兩名顧客，踏上二樓以後，幾乎就碰不到
顧客，店員見終於有人上樓，齊齊敬來「注目禮」。從
二樓的一端走到另一端，除了一對小夫妻，記者就沒有
看到第三個顧客。在一樓門口邊上有衣物在做打折促
銷，但看的人也不多，聽到兩個顧客略略翻了一下說：
「比網上的要貴，質量也差不多」，旋即就離開。
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由於時裝商店整體業績持續下

滑，集團正考慮將商場靠西的一樓至五樓整體打包給別
人經營。該人士同時說，這樣的狀況並非僅時裝商店一
家，在南京東路上，幾乎所有百貨商場都遭遇滑鐵盧。
隨後記者走訪置地廣場、新世界、百聯世貿及名人購物
中心等大型百貨，零售門面也是門庭冷落。
南京路的沒落，僅僅是上海百貨業冰山一角。對老上
海而言，百貨公司都是以號碼命名，從第一百貨算起，
直到第十二百貨一共12家，這些百貨店多選址南京路等
上海商業中心核心地段，2003年關門歇業的市百七店就
曾是四川北路商業街的標誌。第一百貨淮海門店在前年
悄然關門，第二百貨也於去年歇業，而今十
二家「號碼百貨」僅剩四家：南京路上的第
一百貨、第六百貨、九百城市廣場（原第九
百貨）、永安百貨（原第十百貨），其餘不
是關店、就是轉換成品牌專賣店。

本土老字號紛關門歇業
百貨業老字號二百永新去年正式謝幕淮海

路，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快速消費品牌UNIQ-
LO（優衣庫）。在電商大潮的席捲下，最受
傷或許就是這些老牌百貨公司。如二百永新
這種單店面積在1萬平方米左右的小體量百
貨，它們在動輒十萬平方米的大型百貨、購

物中心面前顯得弱不禁風。
在上海商務發展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齊曉齋看來，計

劃經濟年代，由於商品挑選的面比較窄，也不存在鋪貨
過多的問題，1,000平方米的店面已屬大店，而現在最少
要2萬平方米的面積才能滿足商品陳列需求，若再加上
餐飲、休閒娛樂場所，至少得4萬平方米，小體量的
「號碼百貨」如果不作出調整，將面臨市場淘汰。

全市同業生意近零增長
據上海市商業信息中心最新發佈的《2013年上海百貨

業發展分析》報告顯示，在零售業各業態中，百貨商場
受經濟環境、成本控制、行業競爭等因素影響，全年業
績增長乏力。抽樣監測稱，54家百貨商場2013年共計實
現零售額309.93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僅
0.2%，較上年同期增長1.3個百分點，仍低於其他零售
業態7.9個百分點。業內人士預計，2014年百貨業仍將
維持低迷態勢，調整已是大勢所趨。

電子商務崛起，令全球百貨業備受衝擊，亞洲商業重鎮上海，如今多數百貨公司全年都

在慘淡經營，無論是本土老店，抑或是外資巨頭，均被電商打壓得暈頭轉向。有數據統計

顯示，上海54家百貨公司全年收益，居然不敵淘寶「雙11」一天。面對電商強勢衝擊，

百貨公司不得不探索轉型之路。 ■記者 孔雯瓊、章蘿蘭 上海報道

實體百貨式微，營業員的日子
也開始跟着難過。記者在名人購物中心與

一名營業員閒聊。這名營業員表示，自世博會
後，她們的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原本逢年過節都有獎
金，現在都很少能拿到，進店的顧客越來越少，她們很多
時候都無聊地在店裡發呆，無事可做，「如果能進來顧客，
哪怕不買東西，我們都會高興。」
在採訪中，記者亦聽聞其他營業員交談，有人抱怨指，明明沒

有顧客來，公司打烊時間卻
要堅持到晚上10點。也有
業內人士認為，延長營業時
間和增加業績之間並不能
劃等號，當初日本百貨業
巨頭也曾通過縮短營業
時間來削減成本，應
對該國蕭條的市
場。

營業員：沒生意 沒獎金

■上海第一百貨商店為現存少數號
碼百貨的其中一家。 孔雯瓊 攝

談及百貨業利潤，上海太平洋百貨
公司副總經理梁蜀強表示，隨着商業地產房租大

幅上升，加上工資和水電等成本上漲，百貨商場已進入
「微利時代」。他指，百貨公司若沒有自置物業，賺取盈利將

非常困難，即使擁有自置物業，去除成本後的淨利潤也只有銷售額
約3%。據悉，太平洋百貨在去年第二、三季中，部分門店銷售額下
降，同比降幅最高達到8%。
更諷刺是，蓬勃發展的網購除令傳統實體商店受壓外，百貨公司更淪為

「網購試衣間」。國際評級機構惠譽發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該行便對今
年中國百貨業持負面態度。

惠譽：改變需時
惠譽指出，由於百貨行業激烈的競爭以及消費者偏好向其他零售業態的轉移等
結構性因素，將繼續阻礙中國百貨業的恢復，在受到電商持續衝擊以來，百貨商
場運營商一直在積極重新定位自己，包括通過擴大商場規模，提高產品組合效
率，重新佈局店舖網絡及推出電子商務平台等，但這些策略的有效性需要在
較長的時期才能得以突顯，因此今年相關企業仍會面臨競爭產生的盈利風
險和成本壓力。
儘管生意不好做，但租金仍然年年看漲。高力國際數據顯示，
去年上海中高端購物中心首層平均固定租金同比上漲3.2%，
達到41.5元人民幣/平方米/天。由於仍有大量消費品
牌排隊進入上海市場，租金走低的可能性很

小。

大生意逐微利
高成本難降低

■■購物中心內顧客稀少購物中心內顧客稀少。。 孔雯瓊孔雯瓊攝攝

■■上海南京路上不少商店給予大幅折上海南京路上不少商店給予大幅折
扣扣，，但依然鮮人問津但依然鮮人問津。。 孔雯瓊孔雯瓊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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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號百貨公司在強大的電商面前
舉步維艱，即使是背景雄厚的老牌外資百貨日

子也不好過，如日本大型百貨公司高島屋，狀況同樣乏
善足陳。

日資銷售目標一減再減
高島屋創業於1829年，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百貨店之一，2012年12月

進入上海，在古北開設在華首家百貨店，惟其公司社長鈴木弘治早前接受採
訪時曾坦言「形勢嚴峻」。他透露，當初設定的年銷售額為130億日圓（約8
億元人民幣），但9個月的銷售額只有原目標的一半以下，雖然去年春天已將
目標銷售額降到80億日圓，但情況仍然很不樂觀，因此公司將新的銷售目標再
次降到50億日圓至60億日圓之間。
另一外資，英國老牌百貨瑪莎在上海業績最多只能算是平平，雖然店方未有
具體透露經營狀況，但瑪莎上海店舖內常常冷冷清清。

美資攻上海只聞樓梯響
此外，據上海官方消息，美國百貨巨頭梅西百貨（Macy's）將進入徐
家匯商圈。但值得一提是，在全球市場上，因受電商衝擊，該公司
已宣佈將裁員2,500人，佔總員工數1.4%。事實上，2012年5
月，梅西向佳品網注資1,500萬美元，曲線進軍中國市
場。但自去年10月開始，梅西停止在中國線上擴

張計劃，而且在上海開店的消息始終未
得梅西方面證實。

外資生意同樣艱難

相對傳統百貨業沒落，網上購物卻越來越火
爆。阿里巴巴旗下天貓、淘寶在去年「雙十
一」單日成交額達 350 億元（人民幣，下
同）。有調查稱，現時前去百貨公司的顧客多
為中、老年人，但百貨業寄望於此也非長久之
計。事實上，中國網民越來越多，中、老年人
也與時俱進上網購物，僅上海一市已有超過25
萬名「銀髮族」淘寶會員，居內地城市第一。

價廉物美兼送貨上門
淘寶網發佈調查顯示，截至去年底，上海50
歲以上的中老年淘寶會員人數已超25萬，較
上一年增加5萬人，居內地城市排行榜第一。
不僅如此，50歲以下用戶中，約有9成用戶曾
通過淘寶網為中、老年人購買商品。專家認

為，這一跡象表明老齡化網購消費時期逐步來
臨。
居住上海、現年60歲的胡阿姨網齡長達10

年，退休在家的她隔三差五就上網淘貨，從油
鹽醬醋至衣褲鞋襪，無一不是用滑鼠一按輕鬆
搞定。她表示，至少有3年未逛過百貨公司，
主因貨品昂貴，退休工資無法承受。「幾年前
我花了500元在南京路上的一家百貨公司買了
一件毛衣，還是打折區大甩賣，幾天後又在網
上買了另一件同款不同色的，開價120元，而
且還送貨上門，面料居然比500元的還好，幹
嘛還要去百貨公司？」胡阿姨道。

實體商家進駐增信心
雖然傳統「面對面」交易模式能給消費者帶

來安全感，但線下交易的不便和相對較高的成
本顯而易見。一位從事消費心理研究多年的專
家表示，隨着越來越多的商品進駐網店，產品
的質量和售後均得到有效保證，線上交易和線
下交易在用戶體驗、物流等方面的差距越來越
小，客戶信賴度也越來越高，中、老年人雖然
一開始對網購或多或少有些擔心，但在商戶的
努力和平日的耳濡目染中，接受網購概念逐漸
也就順理成章。
商家當然也看到這個龐大商機，如淘寶去年

「雙十二」首推中老年專場，根據中老年人的
購物習慣呈現網頁商品。如今淘寶中老年女裝
行業已經進入快速增長和激烈競爭，部分品牌
每月銷量攀升千萬元水平。

遭受挫折的實體百貨業為求生存積極探索創新
轉型之路。據凱德旗下龍之夢莘莊店介紹，目前
商場內部正在調整租戶，未來將針對「2+1」家
庭模式，增加兒童娛樂部分。龍之夢虹口店也於
去年年底啟動「未來商場」計劃，將電子交易和
遊戲互動融入到實體百貨中。

萬達增加生活類消費
除凱德外，越來越多百貨商場也打破以往零

售、娛樂、餐飲5:3:2傳統比例，餐飲和娛樂的比
重在逐步放大。在「去零售化」的道路上，萬達
更是走在業界前端。據悉，萬達要求去年第四季
後開業的萬達廣場，二樓將全面取消服飾零售，
相應增加是生活類業態佔比，比如美髮、美甲、
書吧、教育培訓等。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表
示，計劃在三年內，體驗類業態在萬達廣場佔比達到60%。

高島屋引進少見品牌
不少百貨商場被詬病「千店一面」，因此有商家開始在品

牌引進方面做功夫。上海高島屋百貨表示，他們在進入上海
一年後，即針對市場調整，引進一些國內不常見的高級品
牌，並對店內餐飲、購物、娛樂三大比例進行重新佈局。商
場調整後效果明顯，今年元旦期間業績同比增長24%。雖然
調整和招商還在進行，但食品方面已經取得顯著效果，今年
1月超市比前年銷售額超出170%，餐飲方面有趕超200%的
趨勢。
在上海商務發展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齊曉齋看來，電商的

衝擊不獨在中國，但市場之大可容納線上、線下商機雙軌並
行，最重要是它們向市場提供更多選擇。
對品牌方而言，百貨公司已不是唯一的銷售渠道。英國品

牌Aaskincare上海相關人士指出，O2O(Online To Offline。

又稱離線商務模式，指線上營銷線上購買帶動線下經營和線
下消費。)一定是大勢所趨，在未來1至2年內，大部分品牌
都會轉到這種模式。該品牌在上海有14個實體專櫃，但開
實體店本身就並非為贏錢，而是在於展示形象。

UNIQLO靠App擴客路網
同樣看重O2O策略的還有UNIQLO（優衣庫）。據悉，

UNIQLO今年在華新開店數量計劃同比增30%，部分原因
在於該公司試水手機應用程式（App）及O2O取得不俗成
績。目前UNIQLO的店面主要在一、二線城市，而透過該
公司App和天貓旗艦店購物的用戶卻來自全國各地，於是產
生一種「先裝App、再開店」的思路，即是通過App的推
廣，讓越來越多用戶知道品牌，提升知名度，讓更多用戶產
生一種願望，續而前去所在城市開店。同時根據用戶的地
區、日常活躍度等數據提供開店選址與節奏把控方面的決策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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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網民越來越多，中、老年人與時俱
進上網購物日漸普及。 資料圖片

■越來越多百貨商場擴大餐飲和娛樂比重以求吸客。 資料圖片

品牌試水O2O
商場「去零售」求生

■■百貨商店內零售情況也百貨商店內零售情況也
不盡人意不盡人意。。 孔雯瓊孔雯瓊攝攝

■■淘寶網上海銀髮族會員逾淘寶網上海銀髮族會員逾2525萬萬，，搶去實體零售業大批搶去實體零售業大批
生意生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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