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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品市场：

一楼大厅关闭了

50多家店铺

2013年11月26日，老东门小
商品市场正式停止营业。2014年
3月，老东门万货汇购物广场开
业，当时是排队摇号，人们疯抢
店铺，热闹非凡。如今恰好新老
东门万货汇开业一年，其经营情
况却显惨淡，出现了不少店铺关
门的情况。

近日，记者在老东门万货汇
一楼看到，一楼商场最里面的区
域人气比较差，靠近最西侧沿街
铺子周围集中了14家空铺位。中
间空铺位虽然不多，但是商场人
气却不行，几乎家家门可罗雀，
不少营业员都闲着无聊玩着手
机，据记者粗略统计，一楼有近
50家店铺都已关门停业，还有不
少在门上打出“清仓”或“吉铺转
让”的字样，二楼也有近30家铺
位是空着的。

一楼一位业主指着一处空
铺位说：“这间沿街铺子是我一
个朋友租的，年前开业准备甩卖

一批床品，没想到干了三个月赔
了四五万，就撤走不干了。”她又
指着另外一个空铺子说，“那个
铺子是两个大学生合伙干的，年
后才开业，干了两个月就不干
了。这几天天气不好，来逛商场
的人也很少，我隔壁卖服装的这
两天都没来开门。”

商铺业主：

老店业务量

从10万降到2万

记者跟多位业主攀谈了解
到，不少空出来的铺子，多是刚
入行新创业的小老板。“一些年
轻人经商经验不足，往往一头扎
进来就成了炮灰。”一处出售家
居饰品的老板说道。

记者称想自己创业，跟这位
老板聊了很久。该老板说：“你们
年轻，想自己创业一定要谨慎，
现在这里很多店都不好干。我估
摸着，到了半年后，1/3的店可能
都要撤出去。”

据了解，这位老板做家居饰
品生意已经十多年，因原先所在
的小商品市场正在改造，于是就

搬到了万货汇来。搬过来后，生
意便大不如前。“我之前干的那
个小商品城改造前，生意非常
好，我一个月零售能卖10万，可
是现在我在这边一个月零售能
卖一两万就不错了。不过幸好这
么多年，我有不少老客户，他们
都来批发我的产品，不然还真撑
不下去。”

当然，这里也不是全部都在
做赔本买卖，据介绍，在这位家
居饰品老板店铺不远处有一个
卖文具的，生意就很好，也在老
东门干了十多年，一个月就能卖
10万上下。“楼上还有几家卖服
装的店，一个月卖几万块钱跟玩
似的。”一位店主无奈地说，那些
卖得比较好的店面都是从原老
东门迁过来的老业主，他们产品
好，有销路，有回头客，所以还能
赚钱。

小环境：

从2 . 5万到10万

租金4年间涨3倍

在位于经一纬九附近的西
市场，有不少新开店铺也开始面
临因租金上涨而导致的“入不敷
出”的局面。2日，记者来到西市
场采访了解到，近年来经过改造
后，西市场店铺的租金涨了好几
次。

一楼一家体育用品店的老
板告诉记者，她的店面有10多平
方米，租金是每天每平米25元。
据她介绍，先前一年的租金是
2 . 5万，后来涨到了5万，从前年
开始涨到了每年10万左右，而且
租赁期最短为3年，租一期一次
就要交30万左右。

“现在租金越来越高，很多
店铺尤其是新开不久的都无法

挣回本钱，关门不干或者转租的
也越来越多。”该体育用品店的
老板说。

二楼一家经营批发生意的
老板说，近年顾客比往年明显少
了很多，现在只有周末时人比较
多，平时就是零零星星顾客来买
东西。“现在人们都喜欢从网上
买小商品，便宜又方便，来小商
品批发市场购物的顾客少了，且
市场里同类商品店铺很多，竞争
压力也很大。”该老板说，能够长
期在这站住脚的都是老店，“老
店有很多老顾客，而新店在一段
时间内很难聚合人气，很难挣回
本钱来。”

为了支付高昂的租金，许多
店铺较大的老板都开始把自己
的店铺隔出另一间来，租出去平
摊租金。一家床上用品店的老板
说，她的店有34平方米，想隔出
17平方米转租出去。“现在人气
不如以往，已经用不了这么大的
店面，房租高回本困难，想找个
人来合租。”他还说，如果想整间
34平方米全部租的话也可以。

该床上用品店老板说，他的
店面签合同时的租价是每平方
米每天9元，现在7元就可以往外
租。

大背景：

八项规定和电商兴起

冲击传统零售业

很多老业主和老顾客对现
在老东门万货汇的冷落感到叹
息，“当年人挤人的火爆盛况难
再。”不少业主和市民认为，老东
门经过改造变身“高大上”后，租
金比原来贵了不少，是影响业主
经营积极性的一个原因。但记者
调查发现，租金上涨并非影响商

场惨淡经营的主因。
“首先受国家总体形势和政

策的影响这是肯定的。”济南西
市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西市
场的生意以2103年为分水岭，在
中央八项规定等政策的影响之
下，不少礼品店的销售业绩逐月
下滑，“送礼的少了，不少和送礼
沾边儿的店铺也受到影响。”该
负责人说，此外，现在不少小商
品市场都经过了翻修或重建改
造，营商环境比之前好了不知多
少倍，相应的租金也就跟着涨起
来了。

西市场这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现在新建小区的楼下不少都
预留了商铺，小区内甚至也有了
自己的购物中心等，人们足不出
户就能购买到之前要跑很远才
能买到的商品，这也是不少小商
品市场人气下滑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电子商务大发展的
今天，电商对传统批发零售业的
冲击显而易见是巨大的。“网购
越来越方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习惯网购，在小商品城里，
化妆品、小百货等商品卖得越来
越差。”该负责人说。

运营老东门万货汇的山东
华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
立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传统零售业
确实受到了很大冲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曾表示，
现在专业市场遭遇的困境，一方
面固然是通信技术、电子商务飞
速发展的影响，但深层次原因在
于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
专业市场大批量、高度同质化的
同类商品已经不适应现在个性
化、小批量的市场需求。

租金涨价、电商冲击，让省城不少小商品城生意难做

刚刚开开业业33个个月月就就赔赔了了四四五五万万
“最近去老东门发现部分店关门了，说是房租太贵，挣不

出钱来。”近日，经常逛老东门的袁先生发现，老东门人气大
不如前，不少商家嫌房租太贵撤租。近日，记者对济南的老东
门购物中心、中恒商城、新世界商城、槐荫西市场等多家小商
品市场进行探访发现，除了新世界商城正在改造外，大部分
小商品市场从年后回来开始，不少都在经历小商品批发零售
的“冬季”，不少商户的客流和营业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
滑，有的商户甚至在年后3个月内赔了四五万。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宋磊 实习生 王怡雯 赵裕宁 丁钧

那么，小商品市场的商户们如
何应对租金上涨、电商冲击等因素
而带来的“阵痛”呢？不少小商品市
场内的业户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
自己寻求转型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市场里不少商户早在前
几年就开始试水电商了，实体店存
货，平时往外批发零售，其余时间也
能够在网上进行销售和发货。”西市
场业务部经理齐海涛对记者说。

老东门万货汇的运营者——— 东
华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立飞
虽然坦承电商对传统零售业的冲击
是巨大的，但他认为，这并不代表传
统零售业就没有希望。

“老东门商场处在老商圈，有良
好的社会资源。”张立飞说，他们也
会积极寻求转型。据了解，商场目前也
在积极进行业态调整，调整方案最快

在6月前就会出台。未来，老东门可能
会增加一些娱乐体验，很多餐饮和大
众娱乐项目都是老东门商场在转型中
的市场定位，将来要增加吃喝玩乐等
线上不能够取代的业务，对于市场前
景，张立飞还是很有信心。

有分析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之下，个性化、
特色化的商品才能吸引购物者的眼
球。目前80后、90后消费者已经习惯
在网上购物，各种商品的经营者必
须认识到这一转变。不少商户的经
营者也意识到，面对电商这一“野蛮
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与狼共舞，降
下价格、线上线下融合，市场抱团合
作、共同提升服务、促进创新消费，
这才是小商品市场批发零售业实现

“顺利过冬”的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宋磊

增增加加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等等业业务务

应对之策

4月2日记者去老东门探访，一家写着清仓的店因当日天气不好，顾客少，索性没开门，而相邻的一家店
已经撤走了。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摄

西市场一家商铺贴出了招租的启事。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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