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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三十年

没有假如

□刘相华

都在喊钱难赚

钱到底去哪了

□马绍栋

小微企业和商贩

在“转调”

□韩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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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报道三联大败
局的文章受到各方关注，究其
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很多购
买彩石山庄的市民希望尽早解
决这场10年纠纷挽回损失；今
年正值三联成立30年，曾经风
光无限的三联集团轰然倒台的
真相到底是什么；被冠以“学者
型企业家”的张继升近况如何，
64岁的他能否老兵归来；三联
商社波谲云诡的控股权之争，
黄光裕何以能笑到最后。

其实，这些问题从如今的视
角来看，虽还不能盖棺论定，但
结局似乎都已经写好了剧本。我
们都不是当事人，自然无法知道
其中细节，不过，就算是当事人，
如今他们都分散在各行各业，囿
于各种原因也不会完全诠释。

我的朋友圈有不少曾经是
三联集团的员工，他们对三联
的感情很复杂，既爱又恨，也充
满了遗憾和无奈。想一下，上个
世纪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正
是20出头的姑娘小伙，风华正
茂，意气风发，彼时的三联集团
也正是光彩照人的年纪。很多
人都以成为三联集团员工为
荣，三联也网罗了天下英才，如
今在济南商圈的很多翘楚身上
都有三联的烙印。

不过，随着三联集团的失败，
迫于生计他们各自奔走，在旁人
面前他们从不主动谈起三联集
团，但是与以前的三联同事相遇，
他们都会不自觉地回忆起在三联
的点滴，因为三联集团对他们其
中很多人来讲，是青春、爱情、事
业、家庭等诸多元素的合体。

我曾经有过一个假想，假
如三联集团一直健康发展，不
曾在2010年倒掉，她现在会是
什么样子？是否仍在商贸业称
雄，房地产可比肩万科，我身边
的这帮朋友是否也会像阿里巴
巴员工一样持有公司股份，成
为千万富翁……

一位前三联集团员工对记
者说，三联走到如今的地步至
少有三个败笔，而且这三道坎
就像一副多米诺骨牌。首先是
重组河南的郑百文多花了钱，
借壳的费用远远超出了正常
IPO的成本，使得财务状况下
降；其次是投巨资建设阳光舜
城、凤凰城和彩石山庄，导致资
金流极度紧张，一度出现了有
病乱投医的现象；第三就是痛
失上市公司三联商社控股权，
没有了融资平台，直接加剧了
三联集团的溃败。

我非常同意前文所说的，
“复杂的政商关系、莫测的行业
变化成就三联，也颠覆三联。”
但就感情而言，我想说的是，死
于青春期的三联集团真是命途
多舛，时运不济，天时地利人和
这三元她一点也不占，特别是
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更加剧
了病情恶化，直接加速其死亡。

十八大以后，从整个国家层
面到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在力促
转方式调结构。然而作为商业神
经末端的小微企业和小商小贩，
其实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这
一行动。只不过他们的转调，或许
只是从企业名称这种最为基本的
形式变化开始的。

原来的企业起名字的有三
多：山寨的多、浅显的多、不注重
知识产权的多。从山寨的来讲，有
的都成了著名企业，外国有个阿
玛尼，中国就有个阿玛×，外国有
个匡威，中国就有个×威，还有的
是小企业抄大企业的名，有康师
傅，就敢有康帅傅；就浅显的来
讲，用英文中“胜利”一词音译过
来的多，例如名字上冠以“威可
特”的多；不注重知识产权的就更
多了，中国两所最著名的高校清
华、北大，在许多地方，这两个字
被镶进了招牌中，北大××公司，
清华××医院，不胜枚举。

现在有了大的变化，就是这
“三多”都少了。草根企业家意识
的觉醒、自我信心的树立，让这些
企业自创的牌子多了；其次是整
个社会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了，浅
显的名称也少了，讲内涵、讲历
史、讲传统、讲创新、讲个性的多
了；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
升，让许多老企业改了名，例如清
华改成了青华，但对许多新兴企
业，包括门头，也不再屑于拿来主
义或者是没文化。

小微企业除了名称的转调之
外，还有一些经营方式的转调。

当会员卡兴起的时候，一个
人兜里恨不能有十多张，最后这
些卡都成了累赘。前不久，我去一
个小的洗车店洗车，他们也是会
员制，但不用卡了，弄一个二维
码，你一扫，保存到手机里，以后
直接刷码就成。对于商家和消费
者双方来说，都是省时省力的事，
对整个社会来说，也节约了一张
卡的资源。

前几日去吃饭，一个中年人
拿着传单，挨个向行人发放，效果
甚微，往里面看，门可罗雀；与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旁边的餐厅，
弄了微信弄了各种活动，门庭若
市。这其实也是一个转调的问题。

当然，转调并不一定要和新
技术挂上钩，但新理念是必不可
少的。就像许多老年人一样，不懂
网络，但他们也要求好的服务和
产品质量，弄网络营销这样的方
式或许效果就不好了，但这并不
代表着企业不用转调。

已然到了四季度，在一年
最后冲刺的两个半月里，到企
业走走，听到最多的依然是“钱
难赚、压力大”的抱怨。

去年一次钢铁业年会上，
省内一位钢企销售经理就吐
槽，“辛辛苦苦一年，基本等于
白干”。而今年，整个行业不但
没有起色，反而雪上加霜，“大
家聚在一起，谈论的不是挣不
挣钱，而是亏多亏少。”更无奈
的是，未来前景仍难以分辨，悲
观预期溢于言表。

“现在公司销售压力太大，
老板已经发话，实行‘全员营
销’，每个部门，每个员工都要
承担销售任务。”省城一家乳企
公司的公关经理抱怨，自己本
来做的是市场策划，今年下半
年却突然角色转换，不但活动
策划直接跟销售挂钩，而且自
身也要扛销售指标。

其实纵观整个乳业格局，
利好消息仍占据主流。国家层
面强势推动乳业重组，抗衡国
际乳业巨头“入侵”，这对那些
实力较强的乳业龙头企业来
说，不能不说是好事。而且经过
多次食品安全事件教训，整个
乳业圈都在致力夯实奶源基
础，保证长远发展。然而诸多努
力并未换来业绩改观，看看今
年乳业板块在股市表现就可见
一斑，尽管行业利好频出，但投
资者依然不看好。

至于前些年依靠礼品消费
走俏的高端食品、餐饮、酒水行
业，今年日子过得更惨淡。传统
的“金九银十”风光不再，原本
认为是“一阵风”的八项规定并
没有收手，反而让整个行业陷
入“深度调整”。一向标榜“高大
上”的净雅酒店选中了“早餐工
程”作为转型方向；拼命跟风打
造高端酒、品质酒的酒企们也
不得不正视现实，纷纷推出大
众酒、平价酒。而鲍鱼海参等高
端食材更是价格跳水，大打亲
民牌，用公司自己的话说是“价
值回归”，背后当然难掩利润下
滑窘境。

除了实体的制造、零售企
业，服务业也受牵连。比如担保
行业，山东担保机构仅上半年就
减少了8家，业内预计下半年经
济形势更不乐观，还会有更多民
营担保公司加速退出融资担保
市场。而其他诸如服务实体企业
的机构，设计公司、品牌策划公
司、咨询公司等，业务规模也在
萎缩，“钱难挣”成为共识。

各行业都喊钱难赚，钱到
底都去哪了？按照高层频频表
态，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后，经
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
需求环境都已发生深刻变化，
经济增速“换挡”，经济增长目
标要向合理区间“收敛”。

这些说起来宏观，但事实
上已经在影响各行各业。套用
企业圈里常用的解释，现在钱
难赚并不是因为真难赚，而是
过去的市场不正常，钱太好赚。
现在经济调整了，已经习惯了
好日子突然变为苦日子，不抱
怨才怪。面对这种调整，抱怨显
然没有用。

由售楼处被砸

看房产营销36计

□姜宁

前几日，青岛某楼盘因为降价
惹得已购房业主愤然砸了售楼处，
这一闹不要紧，65折低价惹得世人
争相买房。一时间，开发商因祸得
福，几天工夫就收获以往一个月以
上的成交量。

事情发生后，开发商也有很大
怨言，本来是要作为职工福利的65

折新房，被职工转手卖掉。官方一
辟谣，更惹恼了前几天刚购房的业
主，他们看着前几天还是12000元
一平方米的房子骤然降到8500元
一平方米，自家资产没几天缩水几
十万，心头一急，都不用串联，齐心
砸了售楼处。

再说说售楼处的损失吧，两个
沙盘，一台饮水机被砸，直接损失
1000元以内，至于人员受伤？反正
没人在现场看到售楼人员。当业主

“打砸”时，售楼处早已没人，反而
城门大开，到有点“欢迎欢迎，热烈
欢迎”的意思。

这一砸可不得了，“售楼处降
价仍在持续，售楼处已经被砸”的
消息立马成了微博头条，捂着钱不
敢买房的市民定睛一看，这里竟然
还有8500元一平方米的房子，立马
就像在万军丛中看到一块小鲜肉，
不管买不买，眼里都要放绿光，流
着口水去降价楼盘看个究竟。

几日后的一次聚会，很多房地
产大哥都在谈论这家开发商的营
销计谋。不出所料，大家都认为这
是开发商搞的“苦肉计”，就算是政
府问责下来，“是员工私自销售搅
乱市场，反正跟开发商无关。”

房产营销36计中，这种苦肉计
早有应用，且层出不穷。两年前，烟
台万科曾经因为降价问题被业主
包围了售楼处，谁知万科越炒越
热，那种影响力绝对超过打广告、
发传单。

再说“欲擒故纵”。一房地产大
哥说，前几天几大房企嚷嚷着要涨
价，就是欲擒故纵的一种表现。房
企嚷嚷涨价，想买房的就紧张，他
们来售楼处问价，这一问不要紧，
总部的涨价政策竟然还没传达下
来，那太好了，趁着还没涨价，赶紧
买吧。

此前有媒体爆出，房地产公司
要求售楼小姐穿低胸上班，这就是
房产营销36计中“美人计”。当然，
市民买一套房子，是不会获赠一个
貌美如花的售楼小姐，但是刺激一
下男客户神经，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动辄一两百万一套的房子和
几万元的销售提成，很多售楼小姐
也是乐此不疲。

而树上开花、隔岸观火等计
谋，更是被开发商玩出了经典，玩
出了花样。

最近央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
“认贷不认房”的房贷新政，着实为
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加了一把火。救
市是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第一要
务，从政策本身来看，这种“认贷不
认房”的新政也就是36计中“树上
开花”的一个变种，真真假假，虚虚
实实。所谓“7折利率”，到头来还是
看得见，摸不着。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
句话送给地方政府，也送给众多开
发商。救市靠的还真不是这种三脚
猫功夫，实实在在地降低房价，把
其中水分挤出来，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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