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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炸响”洪楼商圈
再“杀回”泉城路

三联家电在济南开第二家门店的消息
很快传遍大街小巷。

“谁能想到，16年后，曾经的老品牌卷
土重来。”1月18日，三联家电洪楼店内，选
购空调的市民张先生听闻三联家电“杀”回
泉城路后，感慨颇多。

蛰伏多年，高调回归！
2023年7月8日，花园路222号，“三联家

电”四个大字像惊雷一般在洪楼商圈“炸
响”。

洪楼店是三联重回济南的第一站，开
业当天，一炮打响。

开业之初，商场内人头攒动，处处排着长
队，开业活动吸引了不少老顾客和新朋友。

据统计，洪楼店营业两天的销售额就
突破了千万元大关，创造了近年来国内家
电实体店单店销售纪录。

三联集团董事长助理、三联家电董
事长车向前曾公开透露，他们的目标，是
在济南开4—6家店，包括一家上万平方
米的旗舰店；到2025年，所有县级及以上
市场都将开设至少一家三联家电。

而“买家电，到三联”这句话将再次印
刻在市民脑海中。

洪楼门店开业后，不到半年时间，三联
家电又一次“炸街”。

2024年1月19日，三联家电泉城路店开
业，重回自己的“出生地”。

洪楼店在旁观者看来可能是试水，但
半年内接连“下重注”，大手笔落子泉城路
金街，任谁都能看出，三联家电玩真的了。

16年前，三联家电泉城路西门店被誉
为家电界的“中华第一店”，终生保修等
服务是三联家电的金字招牌。从1992年
起，三联家电连续11年稳居山东省商界
第一；从1998年起，连续5年跻身中国商
业三强，专业店第一名。

车向前曾公开承诺，重新回归的三
联家电，仍将秉持几十年来沉淀下来的
经营理念和文化，尤其是三联以顾客为
中心的经营风格和无微不至的服务，“相
信到时候大家将看到一个曾经熟悉的三联
家电”。

蛰伏多年对手迟暮
以退为进卷土重来

商场如战场，风云变化，曾盛极一时的
三联家电，也摆脱不了“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循环。

回望三联家电近20年的发展历程，可
以说是一部从兴盛到出走再到回归的“商
战故事”。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美、苏宁等家电企
业“异军突起”，纷纷在山东省城布局，与三
联家电开启一轮轮“商战”。

不少市民还记得，当年每到节假日，三
联、苏宁、国美都会相继推出优惠活动，抢
人、争流量，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那场面
简直“杀疯了”。

泉城路家电“大战”打了多年，三联集
团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后，逐渐从省城大
众视野中消失。

“如果可口可乐的全部工厂一夜之间被
大火烧掉，给我3个月时间，我就能重建完整
的可口可乐。”车向前曾把这句名言挂在嘴
边。在济南“消失”的三联家电并没有退场，

而是转战潍坊、烟台等地，在新市场寻找新
机遇，以退为进，等待“重出江湖”之日。

在三联家电蓄势待发的时候，中国
“家电江湖”再次风云变幻。受电商冲击
等各种原因交叉影响，线下实体店面临
引流成本高、出货周期长、销售难度大等
一系列挑战。

国美、苏宁等家电巨头开始“收缩防
线”，呈现“溃退”之势。其中，国美电器
2021年还有4195家门店，到2023年只剩
下300余家盈利门店。

“这十多年，我们是在蛰伏，保留了三
联家电的火种，而且这个当初的小火种还
越烧越旺。”车向前说，这几年，三联家电根
据市场变化，开拓线上市场，仅潍坊地区的
线上年销售额就有五六亿元。

等待重回故地的这几年，三联家电打
出“组合拳”，企业架构改制，更具有活力。

此外，三联家电基本打通了上下游，海
尔、美的、格力等全国排名居前的家电巨头
的通道都已经打通。加盟店也逐渐恢复信
任，一些原来换了牌子的加盟店，重新回到

“旧主”身边。目前，三联家电在全省有近90
家连锁店，2022年，销售收入突破46亿元，
在全国区域家电零售行业稳居前3位。

重回故地抢占金街
黄金商圈烽烟再起

在三联家电看来，回济南开店势在必
行。

“一是济南本来就是三联家电的大本
营，回济南有标志性意义；二是济南市场足
够大，有充足的生存空间；三是济南是省
会，理应有旗舰店。”车向前说。

选择泉城路，三联也有自己的考量。
在济南，泉城路向来是各大家电商场

的必争之地。2001年的改造工程，让泉城路
的变化“翻天覆地”，除了银座、贵和等百货
业的“革新”，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家电
卖场的火热“厮杀”。

“当时，泉城路已经成为‘家电卖场’
一条街，三联、国美、苏宁相继开店，大家
一说到买家电，就会想到泉城路，就会想
到三联。”提及二十多年前的泉城路，“老
济南”们很有话说。“最多的时候，泉城路
上家电卖场就有7个，可以说每隔几十米
就有一家。”

曾经在家电卖场“厮杀”过的一位员
工也坦言，家电品牌对于泉城路的争夺
相当激烈。泉城路是济南的代表，又是核
心商圈，消费群体聚集，所以当时在家电
卖场品牌圈有句话，“拿下了泉城路，就
成功了一半”。

“这次再回泉城路，我们也是有备而
来。”在相关负责人看来，现在济南还缺少

一个家电头部品牌，“曾经济南有家电卖场
品牌占据40亿的市场份额，市场重新洗牌
后，对三联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遇。”

不只在济南，去年9月，三联家电回归
青岛的第一家店——— 李沧百通店开业。在
两个半月时间内，三联家电先后在济南和
青岛开设第一家店并营业，回归速度之快
令人惊讶。这样的“扩张”速度，也足以看出
三联的胃口。

线下仍有销售优势
实体店可放手一搏

半年内在济南开设两家门店，一方面，
是因为洪楼、泉城路是济南商圈的代表；另
一方面，三联还判断，尽管电商虎视眈眈，
但实体店仍然有着无法撼动的地位。

“我们也在拓展线上市场，线上线下融
合，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实体店尤其是家电
零售实体店依然有着巨大需求，也就是有
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车向前说。

一组数据显示，中高端家电产品(价
格4500元以上)线下销售占比达到75%，
老百姓重视面对面体验。线上家电销售
最多的是单价2500元以内的普通产品。
在高端家电销售领域，线下实体店占主
导地位。

“线下店具有体验优势，而且服务于周边
几公里的顾客，可以维持较强的客户关系。”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董学兵曾在接受采
访时说。

比拼实体店的不只是三联，家电零售
品牌仿佛都在悄悄布局。根据京东2023年
第三季度财报，三季度以来，京东MALL、
京东之家等超过50家线下门店，在宁波、上
海等地开业。

在奥维云网发布的《2023上半年中
国家电市场零售总结及全年市场预测》
中提到，我国家电市场从增量周期进入
限量周期，而家电消费也从消费增长阶
段进入消费分级阶段。

一方面，用户的高端需求持续强化，高
端用户的消费能力和高端市场的发展潜力
超乎市场想象；另一方面，用户从“性价比”
需求主导转向“质价比”需求主导。与此同
时，今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提振消
费政策，家电家居行业再迎利好。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家电零售渠道碎
片化步入尾声，以及“全域零售”模式落地，
线下实体门店的生意将迎来质变时刻，不
是量的反弹复苏，而是质的迭代晋级。

据车向前透露，三联打造的实体店也
将发生改变，“比如，增加门店的体验感、参
与感和场景化等，服务也由原来的热情、微
笑等基础性服务，升级到更强调技术化、专
业化和高效。”

当年“老大”卷土重来，家电江湖风云再起
三联泉城路店今开业，半年济南连开两家店

三联家电泉城路店1月19日开业，这是半年内在济南开的第二家门店。

时隔1 6年，从济南
“出生”又“出走”的三联
家电，重新“杀”回了济
南。半年内连开两店，落
脚点均为曾经的国美，颇
有些“快意恩仇”的味道。

1月19日，三联家电
济南泉城路店开业。“兄
弟”迟暮，“大小姐”华丽
归来，家电商场江湖中，
三联将扮演何种角色，又
将卷起怎样的风云？

>>

三联作为老品牌家电卖场，每逢开

业，总会吸引不少老顾客和新朋友。

三联家电泉城路店开业，推出多重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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