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购败走山东

乐乐购购为为什什么么和和山山东东说说了了再再见见
市场定位不清晰，本土商狙击力也强

洋洋超超市市关关店店潮潮 不不只只在在山山东东
乐购即将撤出山东市场的消息，让人们再次聚焦洋品牌超市在华现状。据了解，洋品牌超市

不仅在山东生存比较艰难，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据公开报道，去年10月起，沃尔玛开始在中国市场启动门店调整计划：在未来18个月，计划在

中国市场关闭15-30家门店。2009年，原来稳坐中国零售市场外资老大地位的家乐福就开始走下
坡路，到2011年，家乐福闭店传闻就一直没停过，西安、大连、焦作、长春、绍兴、南通等遍布全国许
多地市的家乐福都传来关店的声音。

进驻中国多年的乐购，则被本土企业华润万家“整合”，据公开资料显示，华润万家计划历时两年
分三个阶段完成对乐购的全盘整合。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到2014年11月底双方要完成人事、资产、零售后
台管理系统的对接和切换；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在2015年3月底前，使乐购门店的经营业绩得到持续改
善；第三阶段为融合期，2016年3月底前，乐购所有门店完成标识更换和新装开业。

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主要零售企业在国内共关闭158家门店，在
凶猛关店潮中，外资零售企业关店占总关店数量的75%，为118家。其中，沃尔玛关闭9家，来自韩国
的乐天玛特关闭5家，由中国邮政与美国地平线集团公司联手打造的百全超市因试水失败关闭了
河南、山东、江西等地的98家门店。 本报记者 韩适南

业内声音>>

定位不明确，本土品牌太强势

2009年，全球零售行业排名前
三的乐购超市进入青岛，刚到岛
城，就掀起了一场商战浪潮。为了
争夺市场，在2009年和2010年期
间，乐购超市和本地超市龙头老大
利群发生了多次商战。

两家超市抢客源的主要方法
仍然是降价，通常是一家降了价，
另一家也跟着降到最低，渐渐发展
成了恶性竞争。“例如一家超市的
大米价格已经很低了，另一家超市
就会发动自己的员工到那边去买
回所有的大米，让他们没有米可
卖。”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价格
战持续了很长时间。

虽然商战过程惨烈，但最终的
结果是，乐购在国外大放异彩的自
有商品无法在青岛获得顾客青睐，
在青岛本土商品方面又招商乏术，
超市和百货业态难以形成合力，最
终在2013年7月3日关闭门店，直到
被华润收编，硕果仅存的乐购即墨
店也退出了市场舞台。

在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陈华教授看来，乐购超市
败退山东的原因有两点，首先是
对手力量太强大。“济南的银座，
烟台的振华，青岛的利群，这些超
市在本地都已经扎根几十年，拥
有了自己的固定客户群体和发卡
群体，作为外来户的乐购想要在
短期内打开市场，是一件很困难
的事情，加上对手的商业压制，乐
购的生存空间被压榨了很多。”

此外，陈华还提出乐购的经营
定位存在问题。“例如佳世客，定位
高端产品，很多蔬菜水果日用百货
定价很高，但是目标群体是高端消
费者。例如大润发，定位低价，招揽
普通市民，走亲民路线，赢得了不
少市民来‘扫货’。例如银座、利群，
在当地是老品牌，有信任度。乐购
这些在国外大而全的超市来到国
内后往往不能找准一个突破点让
自己得以发展，一味地让自己做大
做强，定位不明确。”

随着五年商战的落幕，乐购无奈地与山东说了再见，这个曾经
辉煌的洋品牌为何败走山东？洋品牌超市为何在山东屡遭狙击？回
望乐购来鲁的五年，员工、顾客、业界同行或许都对这个洋品牌有着
自己独特的理解。

市民看法>>

产品价格贵，服务态度不好

在受访的消费者中，许多人认
为，乐购的关门是有迹可循的。“和
附近的洪楼大润发、华信银座相
比，乐购定价偏高。”对价格比较敏
感的济南市民张大娘说，“给小孙
子买的零食平均都要高几块钱，其
他生活用品可能更贵。”

经常看电视的李女士说，“之
前电视上曾经报道过乐购标价与
结账时价格不同的新闻，也看过肉
类不新鲜的报道，现在总觉得这里
货物质量不靠谱。”

11月3日上午，刘女士正在乐
购超市即墨店购物，因为看到了停
业的报道，刘女士想要退回购物卡
里的余额，但是遭到咨询台员工的
拒绝。

当记者问她乐购和其他商场
相比有什么不一样时，“贵！”刘女
士不假思索地说，她感觉乐购的大
多数商品比周边其他几个超市都

要贵，而且生鲜类产品不是很新
鲜，另外员工的服务态度不好、商
场管理者不负责任，所以，有时她
宁愿多坐一站公交去佳乐家购物。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几位到过
乐购即墨店购物的消费者，“他们
超市卖鸡蛋还不让我们自己挑拣，
如果自己挑拣就不给称重。”谢女
士说，超市货物摆放很不整齐，鲜
有理货员整理。“商场内的服饰看
起来和服装批发市场上的衣服差
不多，也不是什么名牌，但是价格
要高出几倍。”

对于洋品牌超市“水土不服”
的缘故，济南的一位消费者告诉
记者，从他的角度看，这些洋超市
经营策略不太接地气，经营不灵
活。在他看来，一件东西便宜几毛
钱，搞个活动引发老头老太太排
队，就会让人对这家超市产生好
的感情。

本报记者 姜宁 韩适南 刘腾腾 宋祖峰

3日上午，乐购超市即墨店的
员工仍在情绪低沉地往外搬运货
物，很多营业员都是刚从学校毕
业、不到20岁的年轻人。

三年前刚开业时人声鼎沸的
情景还印刻在该店员工小刘的心
中，三年前单日营业收入曾经超
过百万元，而现在，这里只剩下冷
冷清清的橱柜，柜台上零散地摆
放着一些商品，整个卖场鲜见行
人。

“内控不足，我认为这是乐购
停业的主要原因。”小刘告诉记者，
从三年前开业之时，商场的管理就
很不规范，并且经常发生员工偷窃
商场物品的行为，虽然盗窃次数不
少，但是领导层似乎无法遏制事情
的继续发生。

此外，乐购商场即墨店普通营
业员的工资扣除保险后仅剩余
1200多元，而作为同业竞争对手，

距离乐购仅有几百米的佳乐家超
市，普通员工工资扣除保险后会超
过1800元，这导致了乐购老员工的
频繁走人。

虽立志于做“岛城超市第一
家”，但乐购在进货渠道上就明显
落后于同业竞争对手。据乐购曾
经的员工介绍，乐购超市的很多
蔬菜和日用百货都是从外地购
进，一些商品甚至使用空运的方
式，一方面增加了产品的运输成
本，另一方面不利于菜肉蛋类的
保鲜保质。

同时，随着员工实际收入的下
降，基层员工管理也成了问题。表
现在服务上，开始出现了顾客被打
的丑闻，社会形象越来越差。随着
总部投入的减少，商场在宣传方面
的力度不断下降，最终引发恶性循
环，经销商纷纷撤离，最终不得不
关店。

乐购员工>>

工资低管理差，且盗窃频发

相关新闻

11月2日，济南乐购经四路万达店仍在营业，但不久后这家“乐购”也要和人们说再见了。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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