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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宁波的企业又是
怎么改变的呢？

陈薇介绍，利时的做法首先是改变定位，原
先利时是以高端百货为主，面向的消费群体是金
领一族，随后利时做了调整，将百货改为奥特莱
斯性质的折扣购物中心，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她表示，未来，随着AR/VR技术的进一步
成熟发展，消费场景将实现真正的无处不在，所
见即所得。这也将给“人”的消费体验，带来极
大的提升。

银泰则创新性地将商场的定位由商品、年龄
转向了人文精神层面，目前银泰的广告语是“传
递新的生活美学”，这种信号能够抓住更多消费
者个性化的心理。

而“二百”做的调整是从商品开始，陈斌表
示，“二百”的突破在错位发展。“什么是线上不
好卖的呢？黄金珠宝、高端床上用品等贵重商
品，这些商品的消费成本高，大多数消费者选择
在线下消费，围绕这些产品，商场的布局做了调
整。目前，二百的黄金专柜在全国的单品排行上
还是名列前茅，仅老凤祥一个专柜，去年的销售
额就达上亿元。此外，一些价值数万甚至数十万
元的床上用品也经常在商场中成功交易。”

这样的情况还要归功于二百强化体验，增加
服务属性。“比方我们会提供珠宝首饰清洗、高
端商品配送等增值服务，使消费者的体验上升、
粘性增强。”

徐胜表示，明州里应该是目前宁波颜值高的
的商业场所，场景的改变首先是视觉上的冲击。

“现在的 90后 00后喜欢自拍，一个漂亮的场
景，会增加粘性。”

大工业时代奉行的商业法则是，大生产+大
零售+大渠道+大品牌+大物流，为的就是无限降
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现时代，随着经济和生活
水平的持续升级，价格可能已经不是第一位的要
素了。

消费者对于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升级，大
众化消费时代将进入到小众化消费时代，商品趋
于个性化，并赋予其更多的情感交流。也就是
说，从生产的源头开始，“人”的需求，会被更
好地满足。

“无论模式、业态，零售商业最终还是要取
决于区位选址与人口导入，因此谋定后动比与时
俱进来得更加本质。”郑立表示。

“因此，政府对商业综合体的布局、行业产
业的统筹需要走在前位；另外，需要出台一些更
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陈振岳表示。

新零售下半场，
宁波老牌商业如何再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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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是商业永恒存在的话题，
商品从工厂到千家万户，永远离不
开零售环节。

2016年，马云在云栖大会上首
次提出“新零售”概念，指出要整
合线上、线下、现代物流等概念，
重新定义零售行业。

如今的零售业正在突破单纯的
线下传统零售或线上电子商务的模
式，试图借助数据化和智能化技
术，更加深入地理解及重构“人、
货、场”概念，为消费者提供更系
统的服务。

本期12A茶座就关注新零售背
景下的宁波传统零售转型。“整个转
型的过程，既是对传统零售业的机
遇，也有着创业者的机会。”唐慧卿
说。

零售业进化史
A

其实宁波零售业有着辉煌的过去，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健康发展
态势。

郑立将宁波零售业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百货阶段，1956年，宁波百
货将第一、第二门市部分别更名为宁波第一百货和宁波第二百货，“二百”
由此诞生。

1980年，东门口中山东路一带集中了甬城最知名的国营百货、商号，
包括位于药行街的“一百”、东门口的“二百”、开明街的“三百”、解放路
的“四百”、轮船码头的“五百”和现香格里拉位置的“六百”等等。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进一步释放了企业活力，宁波商业发展迎来
了第二次高潮。1992~1996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出现了第二个更加迅
猛的井喷期，总量从54.98亿元暴涨为226.82亿元，4年增长了3.13倍。到
1997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78年增长了40倍，并进入了良性
循环。长发、美乐门等大型百货当时十分火爆。

接下来，随着大型超市，如麦德龙、家乐福等进驻，宁波零售业迎来
了超市阶段。

2002年10月1日，天一广场全面开业。这也是东门口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的商业格局调整，宁波商业发展再次跃上一个台阶，进入品牌连锁与商
业综合体时代。之后，万达、印象城、世纪东方、银泰城等等商业综合体
在宁波落地开业。

但随着电商时代的到来，外加房租上涨、人力成本的增长，宁波的传
统零售业面临着客流量变少、客单价降低、销量和利润也严重下滑，处境
愈发艰难。

而近几年，邻里中心概念的兴起，宁波商业又有进入了社区时代。
“相对于传统零售，我认为新零售是工具、是技术，尽管模式、业态一

直在变化，但是零售的本质仍然没有变，那就是以消费者为核心，因此，
无论新零售还是传统零售，都要抓住消费者，匹配他们的习惯、需求与行
为模式。”陈振岳说。

他举例，目前鄞州区在推进的邻里中心，解决的是社区服务的需求，
反向给社区赋能，比如解决垃圾分类、占道、乱涂乱画等都是邻里中心运
作的商业项目，而社区养老、老年书法教育等，更是解决了居民从生理到
心理的全方位需要。

“因此，应对新零售的改变，还是要在‘人、货、场’三方面作调整。”

传统零售的困境

机遇与变局

记者 乐骁立 实习生 林薇薇 练丽亚

那么，在新形势下，我们的传统零售出现了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呢？
首先是在最核心的“人”的部分。陈春日表示，人分为两方面，顾客

和员工。“其实，生意越做越难的原因很大程度还是在自身。我们的消费者
一直在变化，无论从结构、习惯、偏好，90后、00后与原来的顾客群体差
别非常大，而我们的会员管理一直存在问题，没有准确、深入地分析客群
的变化。比如，我们所认为的年轻人是消费主力这一观点，其实与实际情
况存在出入。事实上，年轻人收入有限不说，还有房贷、车贷的压力，可
支配的消费金额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他说，“另一方面，我们
的员工在老去，他们的服务意识、服务习惯甚至是颜值都在渐渐地老去
……”

“货”的部分，如何让商品与消费者相匹配，除了消费者数据的收集
外，还存在一个很突出的矛盾，也就是商品的管理方法，这在百货业尤甚。

据陈斌介绍，百货业一直以来的管理方法是按类别管理，如所有衬衫
用一个条码，这样就无法精准统计消费需求。

吴启榜表示，商品背后的供应链也是传统零售要面对的一个挑战，面
对诸如小米等垂直供应链的新型零售企业，传统百货层级诸多的代销模
式，在价格上很难取得优势。

关于第三部分“场景”或“场地”的变革、调整，徐胜、贺立、陈薇
等嘉宾均表示，只要肯投入，装修得漂亮，应该不难。如刷脸支付等新科
技在场景中的应用现在看来也不是难事。

但在吴启榜看来，恰恰是“场”的变革现在最为要命，如今阿里、腾
讯纷纷跑马圈地，利用资本收购线下实体商业，然后依托大数据与高效的
现代物流体系形成生态链。在这种趋势下，很可能出现“线上交易决策、
线下体验消费”，这样，实体商业场景就会沦为展示厅、体验所、仓储点。
利润分配完全被线上收割，对实体商业的冲击力度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除了商业零售本身的变革，朱美燕与徐兆丰就宁波的客观环境存在的
问题做了分析。朱美燕指出宁波的商圈定位存在一些问题，历史上出现了
同质化、低端化等现象。“比如，天一广场作为宁波首个现代商业综合体，
第一批开业的店是乐购超市、是手机卖场、是家电卖场，过于低端，于是
历史遗留造成的问题，一直延续下来，导致现在再调整时遇到了一些阻
碍。”

其次，他表示，宁波的商业氛围一直被人诟病，说“宁波的实体消费
意愿不强、宁波人不愿在本地消费”，其实这种观点不对。“历史上，无论
是麦德龙、家乐福、乐购，还是苏宁、永乐、五星，或是银泰、印象城，
这些外部进来的品牌连锁在宁波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反而是宁波本土的一
些零售企业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持续、快速发展路径。这其实与定位有很
大关系。”朱美燕说。

徐兆丰表示，宁波的零售发展还是受制于城市与人口的特性，宁波的
城市人口比较分散，800万的常住人口仅有不到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城
区，商业聚集度不足。其次，还是模式和业态的更新程度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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