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频遭“滑铁卢”的百货业去向

何方?——从北京 SOGO“撤

柜潮”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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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拥北京宣武门黄金地段的 SOGO 庄胜崇光已有近 20 年历史，这个

曾经见证并创造百货业辉煌的高端商场，从去年底至今持续经历着令人尴

尬的“撤柜潮”，引发了消费者和业界的广为关注。 

相对于今年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攀升至 77.2%的佳绩，传统

百货业发展却在放缓，频遭“闭店潮”。在这些个案的背后，如何通过供

给侧改革振兴实体百货业，值得思考。 

高端商场遭遇“撤柜潮” 个性与共性问题并存 

庄胜崇光百货于 1998 年开业，曾是北京单体面积最大的商场之一。

“地处黄金繁华位置，从一度辉煌走到面临调整凋零，让人觉得惋惜。”

一些业内人士发出这样的感慨。 

记者近日在走访 SOGO 庄胜崇光百货老馆时发现，一层的高档化妆品

专柜全部撤销，成了服装大卖场，二、三层正常营业，四、五、六层的销

售柜台已人去楼空。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逛 SOGO 是不少消费者拥趸的

时尚生活方式，而今这里却渐成了大卖场。 

男装品牌九牧王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一层大部分男装品牌原来都在

四、五层经营，但因为商场要进行整顿，便转移至一层销售。 

“正在等商场通知，具体原因不好说，反正我们的服装在这个月合同

到期后也就撤出 SOGO，所以商品都是赔本甩卖。”服装品牌“城市骆驼”

的销售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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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OGO 未来发展，各方传闻不断，有的说是 SOGO 多元投资失

误导致，也有的说商场要走向关闭，还有的说这里将改为写字楼。对于种

种传言，SOGO 方面始终保持缄默。记者试图联系采访商场有关负责人被

婉拒。 

业内人士表示，在电商大潮澎湃兴起的背景下，SOGO 走向萧条，尽

管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主营业务调整和自身经营不善有关，但也从中折射出

我国传统百货业发展面临的共同困境。 

据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2016 年，全国百家

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下降 0.5%，降幅相比上年扩大了 0.4 个百分

点。华堂、百盛等老牌百货在北京关闭部分门店，进一步引发百货业是否

再遇寒冬的质疑。 

品牌少、个性缺、不好玩 百货业需“自我把脉” 

个性问题固然为主因，但事件透露出的百货业更深层次的问题更值得

重视。 

业内人士认为，SOGO一直以传统的百货形态经营，受电商冲击严重，

也不具备价格优势。加上北京南城新建的不少商圈对客户分流的影响，最

终造成了如今的尴尬局面。 

其实，这在百货业中并非个例。记者在走访位于朝阳区东大桥附近的

蓝岛大厦时发现，虽然离使馆区不远，但商场内冷冷清清，营业员比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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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还要多。不少名牌服装打出 3 至 5 折的优惠价，却无人问津。 

百货零售业近些年频遭闭店，显示出发展的严峻态势。除了受实体经

济增长放缓，租金成本高企，电商冲击等影响，百货业自身还有哪些值得

反思的地方?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彭建真指出，现在涌现出网购、海淘、代

购等多种模式，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实体店如仅靠打“价格战”而不推出

性价比高的产品，势必不能长久。 

百货业的联营扣点模式，也被认为是导致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自

采自营则被视为拯救百货业的“良药”。“由买手直接从厂家购货，信誉、

特色、成本上都有诸多优势。”北京电子商务协会副秘书长魏波说，而且

能推出更多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的品牌，打造百货店的软实力。 

日前，王府井集团就推出自有品牌“王府井梦工厂”，展示带有北京

文化符号的自主设计文创产品。尽管整体定价处于中上水平，但相比其他

品牌店的人流，这里却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在彭建真看来，国内外百货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对年轻消费者的

吸引力不够，缺乏新奇好玩的体验。不少百货店尝试多元化经营，但多是

增加餐饮和简单娱乐，但并未真正实现购物中心的业种和品牌的组合。 

独特性+趣味性 供给侧改革精准发力 

百货业未来走向如何?转型出路在哪?专家认为，应从产品和服务的独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