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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是宁波人家喻户晓的名

字。这个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牌

百货商店曾是宁波传统百货的挑大梁

者，而经历了致命的商业阵痛，波澜壮

阔的革新、竞争之后，如今，二百依然

勇立潮头，被称为“百货行业的老字

号”“宁波零售企业的‘常青树’”。

黄炎水与二百有着无比特殊而深

厚的情缘。二百60余载，黄炎水从业

35年并当了整整33年零6个月的掌门

人；二百的成长、蜕变、煎熬与荣

光，与黄炎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黄炎水已功

成身退，过上了含饴弄孙的逍闲日

子。然而，一回味起当初走过的历

程，他的眼眸中便闪着一束光。

说起二百的革新历程，他记忆犹

新，宛如发生在昨天。你会钦佩于他

超强的记忆力，哪一年的几月几日、

商场的销售额、利润率，还有，那些

规章制度里的条条款款，他都能脱口

而出。

这些回忆里无比骄傲的点点滴

滴，无一不是当年黄炎水与二百人兢

兢业业、乘风破浪的最大安慰。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服务意

识转变到股份制改造，二百一直站在省

市商业系统改革的前沿，步伐铿锵。

2004年，面对苏宁、国美等家电

零售巨头的强势入驻，黄炎水带领二百

以壮士断腕的姿态毅然从家电领域撤

出，转而扩大女装的布局。

2008年，二百在宁波市百货系统

黄炎水：创新培育商业“常青树”
记者 崔凌琳

瞬息万变的中
国商业市场，从洪
荒到鼎盛，经历过
多少惊心动魄。宁
波亦不例外。黄炎
水，是宁波商业风
云数十载中挥之不
去的名字。披荆斩
棘、苦心孤诣，他
用了35年，带领宁
波商业系统中的一
面旗帜——宁波第
二百货商店，跨过
了波澜壮阔的改革
开放岁月，见证了
宁波乃至中国百货
零售商业的深刻变
革。

从坐着服务到站立服务

我的专业是会计，与商业结下不解
情缘实属意外，又或许也是我骨子里想
要追逐的方向。

1980年年初，我从浙江商校会计专
业毕业就被分配到宁波二百，起初做的
就是会计的工作。因为工作表现好，
1985年初我被推举为二百的总经理。当
时的二百商店面积只有1500平方米，
销售额也只有1000多万元。那时候，
二百是宁波商业系统中的一面“旗
帜”，我深感德薄任重，除了努力思考
如何把这面“旗帜”扛过来，再续二百
的辉煌之外，根本没有时间想太多。

时值深圳率先提上改革开放的日
程，我第一时间带着管理班子走访了深
圳、上海等城市的国营百货，渐渐发
现，商店原有的模式已然不再适应开放
市场的需求，一颗“求变革新”的种子
在心里悄悄种下。

老底子宁波人都知道，国营百货的
售货员都是在柜台里侧摆一把椅子“坐
着服务”的，顾客想要买什么，售货员
拿出商品，收钱开单，然后继续“坐
等”下一位顾客，这种服务方式首先需
要改变。

我当时提出要站着服务，这种想法
在当时可是让人“惊掉下巴”的一件
事。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费心开导，一
一改变了老员工们的传统观念，二百成
为浙江省首家“站立服务”的国营百
货商店。这，可以说是宁波商业改革的
悠扬前奏了。

当然，“站立服务”仅仅是二百当
时为改变服务方式专门定制的《五款25
条服务规范》中最具典型性的一条。除
此之外，《规范》对营业、打烊等各方
面都做了详尽的规定。这一行动，被省
商业厅认为是商业改革的重要举措。

1984年到1988年，宁波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出现第一个井喷期，总额从
15.69亿直线上升到49.05亿，五年增长
了2.13倍。

“四放开”激发活力

商业改革是在中国改革深入下催生
而来，工业企业的生产自主，是商场拓
宽货源的先决条件，从上世纪90年代初
起，改革的春风已从工业吹到了商业，
从农村吹到了城市。

1991年，商业“四放开”，即经营
放开、用工放开、价格放开和分配放
开，成为城市商业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四放开”后，商场的进货渠道全
面打开，企业可以自主招工、自主定
价，并且出台了奖励机制，商业的活力
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宁波的商业“四放
开”正是在宁波二百搞的试点。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通过关系从上
海采购回1000台“蝴蝶牌”“飞人牌”
上海产缝纫机时的激动心情。广告一登
出，顾客们连夜排队抢购。是的，555
牌台钟、自行车、缝纫机在当时被称为

“结婚三大件”，在物资紧缺、动辄需凭
票购买的年代，1000台缝纫机的开放销
售足以令市民奔走相告。早上8:30商场
开门时，抢购队伍已经排到了日新街
上。为了维持秩序，我们采取编号销
售，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当时，我们安
排人手在日新街小学设立了工场，所有
的机子都由专人统一在那里安装好了再
让顾客提货回家。这一切都是从未有过
的。

回想起来，开放之初的商业与现在
截然相反。如今的商贸全是买方市场，
老板们绞尽脑汁、变着花样提高销量，
组织销售是根本目标；而当时却是卖方
市场，各家商场根本不愁卖。拼的是进
货能力，总经理干的全是采购经理甚至
是运输队长的活，组织进货是第一要
务。

当然，“放开”对于传统商业同样
是一场深刻的考验。因为放开，市场上
开始出现价格乱象，通货膨胀愈演愈
烈。以毛纺商品、毛线、全毛呢绒制品
为例，因为货源紧张，涨价是常有的
事，有时一天都能涨好几次，商家们囤
积居奇，商品待在仓库里，价格都能飞
快地涨起来。

我自然是不认同这样的做法的，如
果改革就这样进行，无疑是自寻死路。
为了满足供给，我一方面在全国各地
跑，千方百计地购货。从广州、深圳，
到南京、上海，从家用电器，到内衣内
裤，每每有货运到，轻易地就能被抢购
一空；另一方面，我顺势建立起了一个

“价格自律机制”，倡导“见物定价、按
质论价、一货一价、标价出售”，不囤
货、不惜售，旨在让老牌的百货企业及
时发挥平抑市场物价的主渠道优势。

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抉择。1991
年，二百创下了经济效益全国商业系统
排名第三位，以流动资金投入产出为标
志，二百的百元流动资金利税率达到
146.32元。

改革创新永不止步

“四放开”后，宁波百货业发展

可谓迅猛，中山东路两旁先后开出了长
发商厦、美乐门、新江厦商厦、精品商
厦等一大批百货商店，宁波繁华的“商
业一条街”蓬勃兴起。

商场之间开始了白热化的竞争，如
果没有特色、没有竞争能力，被淘汰将
是唯一的下场。

改革最难的就是体制层面。为了壮
大企业实力，再振百货雄风，1992年，
宁波第二百货商店与宁波百货批发公司
发起，联合组建了宁波百货股份有限公
司 （即宁波中百）。股份制改革初期，
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搞股份制改革就是
搞“私有化”，发展市场经济就是搞

“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事实上，股份制改革不啻是一场思想革
命，通过这次思想洗礼，企业的动力机
制、制约机制、风险机制都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员工的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

两年后，宁波中百顺利上市，在宁
波第二批上市企业的商业板块中占据了
一席之地（同时上市的商业企业还有城
隍庙和宁波华联）。

1995年，趁中山东路第一次改造的
契机，二百也开始了自己的改造，借助
从资本市场首批募集来的2亿元资金，
老二百商城就此拆除，原本1500平方
米的小商场慢慢地变成了我们今天熟识
的样子。

直到现在，我与二百的一些老同志
回忆往昔时，都会动情地说起1995年
春节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上班的场景，就
是那一天，二百开动员大会。在我看
来，那是企业发展最艰难的一段时
光，也是我和二百人最难熬的一段时
光。出于“经营自救”的考量，我作
出了开分店过渡的决策，提出“牌子
不倒、队伍不散、收入不减”。所幸，
那些年，我们的业绩有增无减。历时
两年半的改造虽然艰难，但效果几乎
是立竿见影的。1997年9月27日，二
百老店新开，从此成为宁波百货系统里
最大的百货商店。开业当天，人山人
海，当年的销售额就攀升到了一个新的
节点。我知道，我们进入了宁波商业的
新一轮繁荣期……

在我看来，改革就是一个不停地寻
找定位的过程，每经历一个阶段，都需
要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不断提高，而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承着两点
——诚信和创新。“二百天地，老少无
欺”，在广大消费者的心里，第二百货就
像是多年的老朋友，掸去历史的风尘，
一路相随，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

尽管，随着时间的变化，二百的
消费群体在不断更新，社会潮流不断
更新，商业的更迭自然也就在所难
免，但我深信：二百带给大家的永远
是“知名品牌，中档价位，大众消
费，星级服务”这个定位，大家是不
会忘记的。

记
者
手
记

中，率先推出网购服务平

台，率先实行无理由退货，

并创造了宁波市百货商店在

消保委的零投诉记录。

2014年起，面对城市综

合体的围剿和电商的凶猛冲

击，黄炎水从容不迫，与一

众百货商场的“去百货化”

尝试不同的是，他独辟蹊

径，选择了做“小”、做

精，把二百原先的“女性消

费者”定位进一步延伸到

“中老年女性”这个细分市

场……

总结过去，他郑重地写

下了一条心得：“创新变革

是商业进化的必经之路。”

他告诉记者：“时代的

发展、社会的进步给我们提

出了要求，同时企业如何顺

应市场变化，不失时机地作

出探索和革新，这是我们一

直在思考，也一直在试点、

示范的事。”

他说：“竞争对于企业

来说有时候并不是坏事，它

会倒逼企业去挖掘自己的特

色、寻找适合自己的客群，

去创新、做差异化经营，从

而站上更高的平台。”

创新变革是商业进化的必经之路

讲述人：黄炎水

宁波二百商贸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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