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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分销系列研究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香港利丰集团研究中心于 2010 年发

起，旨在了解中国分销体系中的关键点、主要问题、解决方案。2010 年和 2011

年，分别发布了主题为“连锁经营在分销中的作用”、“经销、代理制度研究”报

告，在行业中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今年，报告的主题定位于“百货店的自采

自营”。 

当前，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消费对于国民经济的拉

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大。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理念明显提升，80 后、90 后年

轻消费群体日益壮大，消费潜能巨大。最近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

革 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39 号）进一步明确了流通产业作

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加快流通业发展的财

政、土地、金融等支持政策。应当说，当前我国百货业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发

展前景广阔。 

然而，当前我国百货业发展正在走向低迷，经营业绩普遍下滑，百货店关门

倒闭现象时有发生。2012 年上半年合肥百货净利润下滑 17.42%，百大集团净利

润同比下滑 9.73%①。北京市 65 家重点百货企业 2012 年上半年商品销售额仅增

长 5.9%，其中有 31%的企业出现负增长，新光天地和赛特购物中心等高端百货

店销售增幅明显减缓，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7.9%和 9.6%②。即使在“十一黄金

周”，杭州大厦、杭州百货大楼、银泰武林店、银泰西湖店、解百等 6 家商场销

售额仍同比下降 8.68%③。继 2011 年太平洋百货两家北京店、新世界百货无锡店

关门之后，2012 年上海第一百货淮海店、广百百货成都店和深圳店等黯然退场，

日前深圳西武百货已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百货业整体低迷趋势正在蔓延。 

究其原因，除了因为宏观经济增速趋缓、物价高企、网购冲击等外部影响之

外，更重要的是百货业内在的经营模式问题，即居于主流的联营模式已经无法为

百货业创造新的利润空间，行业发展的“天花板现象”日益凸显。在上世纪 90 年

                                                        
① 张怡：百货零售业经历消费寒潮，中国证券报，2012 年 8 月 10 日。 
② 胡笑红：北京网店销售增幅居 18 种零售业态之首，人民网，

http://it.people.com.cn/n/2012/0719/c1009-18549775.html。 
③ 陈岳峰：零售业行情远未回暖，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2012/1010/2344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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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联营模式支撑着我国百货业度过了资金难关，有效规避了经营风险。但是，

与联营模式相伴随的百货店盈利能力下降、经营能力退化、恶性竞争等种种负面

问题也日益凸显，再加上购物中心、大卖场以及线上电商等多渠道挤压，百货店

核心竞争力每况愈下。经营模式是自营还是联营，百货店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新时期必须做出抉择。放眼世界，欧美百货店大都以自营模式为主，之前以联营

为主的日本百货店在经历了前几年的倒闭潮之后，也提出了扩大自营的战略目

标。缩减联营、扩大自营是百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国内百货店自营转型行动迟

缓、无所适从，只有为数不多的百货店试水自营，对于整个百货业的影响微乎其

微。在此背景下，研究百货店自营模式对于促进百货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根本上看，自采自营是百货店的根本出路，百货企业应从现在做起，全方位

考虑买手培养、资金利用、激励机制等措施，为下一步的激烈竞争作好准备，真

正做到“积跬步，行千里”。 

本研究于 2012 年 6 月开始，采取典型企业问卷调查、专家访谈、企业实地

走访等方式进行。 

 

二、百货店经营模式现状及问题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品牌联营成为我国百货店经营模式的主流，为我国百

货业平稳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宏观环境的发展变化，目前联营模式

所引发的一系列负面问题逐渐暴露，甚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百货业发展的内在障

碍。 

（一）百货店主要经营模式 

百货店经营模式是指百货店为实现自身价值所采取的采购、管理、销售、服

务等方式的总称。根据所销售商品是否转移和如何转移所有权不同，百货店经营

模式可以分为自采自营、品牌联营、柜台租赁三种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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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采自营 

自采自营，简称自营，是指百货店自行向制造商、经销商或代理商采购产品，

获得商品所有权，然后再通过交易转让商品所有权从而获取相应购销差价的经营

模式。在自采自营模式下，经营费用、经营风险由百货店承担。所谓购销差价，

也称“进销差价”，是指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与购进价格的差额。购销差价是自采

自营模式下百货店最主要的收人来源，是补偿商品购销过程中流通费用并使经营

者获得利润的经济保障。 

2. 品牌联营 

品牌联营，简称联营，是指由百货店提供卖场设施和管理服务，由品牌代理

商或经销商在卖场销售，百货店利润来源根据销售额收取联营扣点，经营费用、

经营风险、商品所有权属于代理商的一种经营模式。在品牌联营模式下，销售前

百货店一般不取得商品所有权，销售完成后商品所有权直接向顾客的转移。具体

是指百货店为品牌供应商提供经营场地以及相应的综合管理(促销、店面、卫生、

安全、环境等)，监督进店的商品，负责(或不负责)导购、统一(或不统一)收银等

服务，品牌供应商向百货店支付联营扣点或转让部分购销差价。 

联营扣点，是指百货店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向品牌供应商收取的费用。联营

扣点是联营模式下百货店的主要收入来源，一般按月扣除结算，扣点比例由双方

谈判确定。联营扣点方式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按实际销售额进行收取；二是按

保底销售额收取，即无论品牌供应商是否完成保底销售额，都保底销售额的一定

比例收取；三是综合方式，结合以上两种形式，对于商品销售未达到保底销售额

的，按保底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对于超过保底额的，按实际销售数额收取。 

3. 柜台租赁 

柜台租赁，是指百货店将自有或者自用的商业柜台及相关的营业场地和设施

交由其他商业企业、生产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从事经营活动，并收取一定租金的

经营模式。在柜台租赁模式下，百货店一般只收取租金，不对入驻商户的商品进

行经营管理。租金，是指百货店向承租柜台或铺面的企业或商户收取的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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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以平方米为单位收取，具体金额根据商店或货位所处位置进行确定。 

以上三种经营模式各具特点，在经营绩效、营销管理、经营流程、资源配置

等方面为百货店带来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见表 1）。因柜台租赁模式和品牌联营

模式有相似的性质，而且在百货店中应用较少，故本研究不做深入讨论，重点讨

论自营模式和联营模式。 

 
表 1   三种经营模式中百货店的权利和义务 

 
自营 联营 柜台租赁 

绩效层面 
商品所有权归属 百货店 供应商 供应商 

主要利润来源 购销差价 联营扣点 租金 

营销层面 

商品选择权 全部选择权 选择品牌 选择供应商 

价格控制权 全部控制权 极少控制权 没有控制权 

促销管理权 全部管理权 合作管理权 没有管理权 

商品陈列权 全部 部分 部分 

统一收银权 统一收银 大部分统一收银 两可 

售中服务执行 百货店 供应商 供应商 

售后服务执行 百货店 双方 供应商 

流程层面 

采购流程管理 百货店 供应商 供应商 

销售流程管理 百货店 供应商 供应商 

配送流程管理 百货店 双方 双方 

资源层面 

采购资金来源 百货店 供应商 供应商 

店内管理人员 百货店 百货店 百货店 

销售人员 百货店 供应商 供应商 

卖场设施 百货店 百货店 百货店 

门店品牌 百货店 百货店 百货店 

资料来源：李飞：《中国百货店：联营，还是自营》，中国零售研究 2010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3 页。 

（二）百货店自营模式的演变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以及市场供求形势变化，我国百

货店经营模式经历从自营到联营的转变过程。 

经 营 模 式 
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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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破统购包销，自营开始酝酿（1978 年—1980 年）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工业消费品基本上由国营商业部门统购包销，企

业几乎没有自主权。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商

业部门改进工业消费品购销形式，取消工业品包销，扩大工业部门自销权和商业

部门选购权，国营百货商业逐步突破了计划经济模式，为商品自采自销提供了可

能。 

2. 卖方市场时期，自营发展迅速（1981 年—1990 年） 

1981 年我国开始实行统购统销、计划收购、订购、选购形式，工业部门可

以实行产品自销，商业部门可以实行商品选购。在我国短缺经济的背景下，自营

方式使我国百货业步入了黄金时期，百货店盈利丰厚。在百货店与消费者的关系

中，一方面，我国零售业态单一，百货店数量少，占据强势地位，消费者可以选

择的消费场所主要为百货店；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当时处于短缺经济下，商品匮

乏、供不应求，形成了完全的卖方市场。消费者凭票购买生活必需品，百货店商

品一上柜台就能立刻销售一空，此时的百货商店主要作为流通职能的重要承担

者，担负起保障市场供应的功能，并不需要研究消费心理，根本不用担心货品卖

不出去的情况。 

在百货店与供货商的关系中，由于商品的供不应求，在零供关系中，供应商

所处地位很高。作为零售商的百货店派出采购人员到全国各地进行货品采购，买

断商品，百货店将精力放在了如何拿到货源上，百货店采购员的任务就是到全国

各地寻找货源，采购商品。到 1990 年，百货商店商品的自营比例曾经达到 90% 

以上。 

3. 零售环境变化，自营转向联营（1990 年至今） 

从 1990 年起，部分百货商店开始向一些工厂、个体户出租柜台，用于新商

品的推销、展示，使新产品、新款式能很快进入市场，与消费者见面。1995 年

前后出租柜台之风愈演愈烈，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商品涌入市场，百

货商店的服务质量下降、声誉受损，社会反映强烈。1995 年底商业部对市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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