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井忠三

最近几年加大力度布局
中国市场的日本商业巨头无
印良品，曾经一度陷入经营
艰难的困境，究竟是什么让
其实现从36亿日元赤字扭亏
为盈，达到营业额1620亿日
元的？

本书作者1992年加入无
印良品，2001年就任无印良
品社长。面对无印良品的赤
字状况，松井忠三着手从企
业文化到管理手段进行一系
列改革，最终形成了整个企
业 通 用 的 一 本 2 0 0 0 页 的
MUJIGRAM工作手册。

马云：
消灭阿里巴巴容

易，消灭假货难

“今天消灭阿里巴巴容
易，消灭假货难。如果把

天猫关了，把淘宝关
了 ，中 国 从 此 无 假
货，那么简单的事我
们马上就关。问题是
关了没用。”

——— 3·15前夕，
马云现身阿里治假团队

誓师现场说，“不是把这些卖
假货、剽窃知识产权的人从
淘宝赶出去就行了，如果把
他们赶到京东、微店，绝对不
等于成功，必须要让这些人
在京东、微店平台也无法生
存。”然而央视的3·15晚会还
是曝光了淘宝网上的刷单行
为。

“过去30年的旧时代已
经结束，依靠廉价劳动力，人
口红利的大规模制造，大规
模分销，大规模传播的旧模
式已经失效。从2011年开始，
美的集团就开始了‘去库存，
去产能，去杠杆’的转型，关
闭调整工厂向政府退出的土
地就达6000亩。”

——— 美的集团董事长方
洪波说，产能严重过剩，价值
链重构过渡期导致的利润下
滑，整个家电行业面临着巨
大的转型压力。

《解密无印良品》

创富荐书

有本事出口到日韩，还能吃不上国内消费升级红利？

““山山东东好好食食品品””回回国国打打市市场场 一周财经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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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帅

“国美苏宁一套，京东一
套，超市一套，农村又一套，
现在国美、苏宁打得那么厉
害还可以分两套，总是用回
避竞争的方式决定市场的东
西，只要型号一多价格就下
降，只要型号一多就是价格
不透明，你在回避一些东
西。”

——— 京东副总裁闫小兵
称最欢迎产品价格都是一样
的，厂家给所有渠道的出厂
价都一致，零售价根据商家
自己的成本自己加，效率不
行就自然被淘汰。

“因为律师的介入存在
一些阻碍，这使得包括银行
在内的机构，在企业家出事
后，无法判断真实的情况，银
行进而对企业做出停贷等措
施，加剧了事态的负面影
响。”

——— 原中国民生银行董
事长董文标表示，很多企业
老板因各种原因出事后选择

“跑路”，原因或许与律师的
缺位有很大关系。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3月9日，孟兴华从青岛飞到成都。在那
里，他将为潜在消费者普及鳕鱼知识。

孟兴华是青岛爱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这家公司专门销售大西洋鳕鱼。

“市面上有很多号称鳕鱼，但存在以假
乱真、以次充好的现象。比如水鳕，它并不
是鳕鱼，而且营养价值非常低。还有油鳕，
它不仅无营养价值，吃了还有害。”孟兴华
说，国内对于鳕鱼认识还是较低。

“真正的鳕鱼是产自大西洋，北欧人吃
了几百年，对于鳕鱼非常了解。”孟兴华说，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
消费鳕鱼，“消费的同时，还需要消费教
育。”

此前，孟兴华一直从事鳕鱼加工出口。
两年前，奔波于全国一二线城市成为他的
新常态。

“爱源是2014年才成立的，和锦宜水产
是一个老板。”孟兴华告诉本报记者，老板
名叫赵艾，上海水产大学毕业，1994年开始
涉足水产，在外企工作。

当时刚改革开放，大陆人力成本低，大
西洋鳕鱼加工作为招商引资进入中国。“就
是从挪威进口大西洋鳕鱼，然后再出口国
外。”孟兴华说，2000年赵艾个人创业，“从
事的就是大西洋真鳕鱼与大西洋黑线鳕的
加工，感觉前景广阔。”

后来，赵艾发现国内工厂均产能过小
且过于分散无法满足欧洲市场需求，2003
年他注册成立锦宜水产公司，并于2004年
建设成年加工量1万吨的工厂，由于人力成
本非常低，利润率非常可观。

在高额利润驱使下，2010年锦宜水产
进行二期工厂建设，加工能力提升到每年2
万吨，全部出口。

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锦宜水产的利
润率开始降低，“先是20%，2013年利润为
10%，2015年的利润率为5%，今年利润率
估计5%以内。”孟兴华告诉本报记者。

“利润率低主要受国内人力成本上升
和汇率影响，欧元贬值对于我们影响很大，
利润低了，出口量也从原来的2万吨减少到
1万吨。”孟兴华说。

2014年赵艾成立青岛爱源食品有限公
司，准备将加工出口的产品销售给国内人
群。“2014年下半年开始运营，在北京、济
南、青岛、沈阳开了直营店。”

孟兴华说，做直营店的主要原因是，大

西洋鳕鱼捕获后立刻冷冻，加工过程中也
处于冷冻状态。

“我们如果交给其他经销商来做，那么
真鳕鱼中间可能融化，这样对真鳕鱼的品
质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坚决做直营店。”孟
兴华说。

“我们也不做广告，我们主要做体验式
营销。”孟兴华告诉本报记者。就在2014年
的下半年，青岛爱源食品有限公司售出200
吨，“利润比较可观，再者，受汇率影响，
2015年虽然出口1万吨，但是基本没有挣
钱。”

2015年，青岛爱源又在上海、广州、南
京、武汉布局，销售1500吨，“是2014年的7
倍多。”孟兴华对本报记者表示，他对未来
非常看好。

孟兴华告诉本报记者，鳕鱼的市场非
常广阔，“鳕鱼肉主要面向半岁到10岁的儿
童。很受妈妈们喜欢，现在又有二胎政策，
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孟兴华告诉本报记
者。“国内注重食品安全，追求高质量产
品。鳕鱼过去国人感觉吃不起，现在50到
200元一斤，感觉还可以。”

孟兴华说，像锦宜水产公司一样，青岛
水产公司也出口转内销。

宣布进军国内市场的，还有荣成泰祥
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在出口日本的同时，
进军国内市场，并采取日本的标准。

在褚橙营销策划人蒋政文看来，中国
的消费升级市场巨大，农产品和食品行业
一定是中国最大的行业，在未来品牌的打
造才是核心竞争力。

“山东既是农业大省，又是经济大省。”
蒋政文在乐视做副总裁时，到山东考察过
多次。山东的食品、农产品加工企业非常发
达，特别是销售到韩日的企业，非常厉害，
因为日本对进口食品要求是非常高的。这
些企业有好产品，有很强的供应链，缺的只
是品牌。福建制鞋业走的就是这条路
子——— 做品牌，山东缺的就是做品牌。

“中国市场是全球最有发展潜力的市
场。现在，那些握有品牌的企业都去做供应
链，你本来有好产品，有强大的供应链，你
为什么不做品牌？”蒋政文对本报记者说，
消费升级窗口期就一两年，山东企业应该
抓住这个机会，做自己的品牌。

蒋政文提到一家叫泰华的山东企业，
之前做屠宰加工出口，现在转到国内做熟
制牛排，非常成功。山东有很多这样的传统
企业，把自有品牌做好，机会非常大。

宋磊

连日来，一则关于“中国中车获美国史
上最大地铁订单，标的13亿美元”的消息在
各大新闻媒体传播和发酵。那么，中国中车
何以在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中拿下巨额订
单？

中国中车拿下的芝加哥地铁大单，是
由中国中车下属控股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
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四
方”）与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南车美国有
限责任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的，这也是
迄今为止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最大一笔
地铁车辆订单，中车将为美国“本土化”生
产轨道车辆。

笔者注意到，南车四方美国公司目前
也是波士顿地铁客车的生产商。此前，芝加
哥运输管理局上一批地铁客车是由庞巴迪
生产的。在去年的竞标中，庞巴迪落败，中
国中车出价比庞巴迪低2 . 26亿元。

这个大单在竞标前，芝加哥交通管理
局（CTA）就要求竞标者要为地铁车制造
提供固定数量的工作机会，同时雇佣者需

要公布详细的招聘要求以及工人培训的细
节。为此，南车四方美国公司将在芝加哥投
资4000万美元新建组装工厂，这也将成为
芝加哥35年来的首家轨道车辆制造厂，可为
当地创造169个就业岗位。CTA官方强调，尽
管中国中车为中国公司，但所生产的轨道车
都将在芝加哥工厂组装，69%的零件都是美
国制造，轨道车也会注明“美国制造”。

中国高铁走出去，在“超级推销员”李
克强背后，我们不光看到，从40℃酷暑到-
40℃严寒，从平原到高原、山区、高寒地带，
“中车造”列车都能跑，能适应世界最复杂
的运营环境，这是中车的轨道交通技术在
国际上的一大优势。但在和庞巴迪、新干线
竞争时，谈判过程充满艰辛，一波三折，比
如墨西哥高铁项目的“黑天鹅事件”，比如
印度高铁的无尽口水战。

笔者注意到，中国高铁在走出去的过
程中，“本地化”色彩越来越浓，比如中车拿
下的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也是双方组
建合资公司，莫喀高铁所需动车组车辆将
在俄罗斯生产，而本地化生产也就意味着
中方要向俄方企业输出技术。在中国拿下

的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中也同样如此。
马（来西亚）新（加坡）高铁项目，是中

国与日本角逐的下一个项目，今年就见分
晓。但令日本惴惴不安的是，就在2015年，
中资公司接盘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
1MBD，后者负债超110亿美元。

此前，马来西亚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
首席执行官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这
次竞争对于中日两国企业有重要意义，因为
这为日后市场传递了信号，即哪一个国家的
系统在整体而言更具竞争力、吸引力。马新
高铁竞标结果，将成为周边市场风向标。

中国高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在进行
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在印尼雅万高铁项目
中，印尼政府表示不对雅万高铁出资，并且
也不负责担保。最终，中国以55亿报价击败
日本49亿报价拿下这个项目，关键在于融资
上中方条件更具吸引力，中国提供全额单
款，年利率2%，还款期限是40年，还有10年宽
限期，印尼政府不用担保。而日方开出的条
件是75%工程费提供0 . 1%低息日元贷款，但
坚持要印尼政府担保，最终未获认可。

在商业模式上，双方商定，中国和印尼
的合资公司可以利用售票收入，以及高铁
周边商业开发带来的收入偿还贷款，并且
实现盈利。

而算大账的话，印尼是中国一带一路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尼高铁项目对于东南
亚国家高铁建设有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

所以，关于高铁走出去，不光是性价
比，设计方案、融资条件，更多是大国博弈，
刺刀见红。

大国博弈拼的不仅仅是技术

高铁“走出去”凭什么拿大单

爱源食品公司车间现场。

C 财富 上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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