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周刊8 2018年10月20日 星期六

百年品牌风光不再 西尔斯再掀关店潮

美国传统实体零售业乌云密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驻华盛顿记者 关晋勇

10 月 15 日，美国西尔

斯百货在纽约州一家法院申

请破产保护，西尔斯将在今

年关闭142家亏损的门店。

在美国百货业驰骋125年的

西尔斯百货轰然倒塌，为美

国百货业实体店的惨淡未来

罩上了一片巨大的乌云。

在美国，倒下的西尔斯

不是个案。受经济低迷和电

商冲击影响，美国零售业近

几年来举步维艰。

巴西经济复苏前景喜忧参半
徐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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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塞中国医疗队
义诊忙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郭 凯

朱鹮成为中日友好新使者

一对来自中国陕西的朱鹮日前抵达日本佐渡朱鹮保护中心，这

是中国自 2007年以来再度向日本提供朱鹮。图为在日本佐渡朱鹮

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为来自中国的朱鹮检查身体。 （新华社发）

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开幕

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日前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戛纳开幕，中国

担任本届电视节主宾国。图为人们从戛纳秋季电视节的中国联合展

台标志前走过。 （新华社发）

土耳其举行猫咪“选美”比赛

近日，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猫咪“选美”比赛，约200只猫在这里角

逐“最美猫咪”桂冠。图为在安卡拉，一只猫咪参加“选美”比赛。

（新华社发）

走上破产清算之路

西尔斯百货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
间里占据美国零售业主导地位，公司
自 2011 年以来累计亏损逾 110 亿美
元，年销售额下降近 60%至 167 亿美
元。该公司每年需要筹集超过 10 亿
美元资金才能维持运营。其股价曾在
2007 年达到每股 130 美元，如今跌至
只有几十美分。

据悉，控股股东爱德华·兰伯特仍
将担任董事长，他在2005年将凯马特
与西尔斯合并后，不断亏损。为此，西
尔斯共关闭或出售了1700家店面，相
当于60%的西尔斯店面和75%的凯马
特店面。倒闭前，西尔斯公司经营着
约 700 家西尔斯和凯马特商店，雇员
人数约7万人。除下月关闭的46家商
店之外，西尔斯将在今年年底关闭142
家亏损商店。西尔斯百货与放贷机构
达成协议后能够暂时保持数百家门店
继续营业，计划重组旗下约 300 家盈
利能力最强的店铺。不过，这些店铺
最后也有可能被出售。

同许多实体零售商一样，西尔斯
一直在努力创新，但由于零售额持续
下降，其债务已完全超过可负担的水
平，最终还是走到了破产清算这一步。

关店大潮席卷全美

受经济低迷和电商冲击影响，关
店、破产、裁员、销量下滑像恶魔一样
尾随着每一家实体零售业百货店。
2017 年，百年老店梅西百货大规模关
店裁员，今年，玩具反斗城宣告破产，
关闭了所有 879 家店面。目前，同类
百货业连锁实体店还在营业的，只有
百思买、沃尔玛和塔吉特等为数不多
的品牌实体零售商。

据统计，美国 2017 全年有超过
8005间零售品牌门店关张，其中一半
是因为品牌破产或倒闭，预计全美

2018 年将关闭 12000 多家商店，美国
近四分之一购物商场正处在破产边
缘。据统计，全美有 1590万人就职于
零售业，由于零售业只需要收银和推
销等基本技能，只有 20%的从业人员
拥有大学及以上文凭。百货公司大规
模关店，将导致几百万美国人失业。

美国实体百货业几乎全线崩溃有
其必然因素。在网络发达、价格越来
越透明的情况下，百货实体店零售商
定价过高。一些零售商已经开始作出
改变，要么采取降价策略，要么通过垂
直整合来提升利润率。

眼下，不能适应消费者消费习惯的
改变是美国实体百货业的致命弱点。美
国人的消费习惯与中国没有太大差别，
购物靠网购，休息日到购物中心以休闲
娱乐为主，吃饭、看电影，偶尔到专营店
或精品店看一看，专门去百货商场购物
的人不是很多，传统百货业的业务日益
萧条，曾经遍布城乡的百货商场不再像
从前那样受欢迎。

此外，成本过高也是传统百货零
售业倒闭的重要因素。当前，电子产
品零售商百思买是唯一逆流而上的零
售商，其成功的秘诀是通过降价、优化
线上平台、增强顾客现场体验、与供应
商合作等方式提高市场份额，并且提
高了利润率。

线上巨头瓜分市场

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人
们越来越喜欢在网上购物，电商正在
逐渐取代实体零售商。尽管实体百货
零售业叫苦连天，但截至目前，美国
80%以上的销售额仍然属于线下交
易。瓜分这块蛋糕的，当然是那些跨
领域的线上巨头：亚马逊今年以来的
销售总额已占到美国所有在线零售额
的 49.1%，占总零售额的 5%。紧随其
后的电商平台是eBay，以6.6%的市场
份额位居第二，苹果以 3.9%的份额位
居第三。

全食超市是美国最大的天然食品
和有机食品零售商，亚马逊巨资收购
该公司，标志其开始大举进军线下零
售业。亚马逊实体店业务采取由城市
中心向乡村蔓延的模式。目前，全食
超市旗下 460 多家实体店分布于美
国、加拿大和英国，沃尔玛的门店则多
达 4692家。不过，大部分全食超市店
面位于大城市，收购使亚马逊拥有了
占据位置优势的杂货实体店中心。

近年来，亚马逊一直在探索不同
的线下零售方式。亚马逊于 2014 年
在纽约曼哈顿开了第一家实体零售
店，又在西雅图开设第一家实体书店，
2016 年推出智能无人实体零售店“亚
马逊 Go”，顾客只需要用手机 APP 就
可完成购物。据报道，该公司计划在
今年年底前开设大约 10 家“亚马逊
Go”门店，并在 2019 年在旧金山和纽
约等主要都市区开设 50 家店铺。亚
马逊正在考虑到 2021年开设 3000家
无人商店，为赶时间的客户提供快速
购物服务。亚马逊此举无疑将威胁美
国各地的便利店和快餐连锁店。

业界分析认为，亚马逊开设实体
店的目的是想通过“亚马逊 Go”在线
下消费的食品杂货品类消费市场抢占
更多销售份额。除此之外，“亚马逊
Go”也可以为亚马逊提供极具价值的
客户数据。

贸易战是致命一击

如今，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个性化、
体验式消费。可惜的是，传统实体零
售商很难适应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方
式，时局稍有不利，就一蹶不振。美国
发起的贸易争端就是压死西尔斯这个
125年老店的主要原因。

每年圣诞假期到来之前，是美国
及西方国家最重要的购物季。对于某
些零售商，圣诞假期对总营收的贡献
可能高达全年的 30%。美国加征关
税，对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渐

显现。与消费者联系最紧密的零售业
首当其冲。今年，由于关税可能会压
缩利润空间，关税对零售商来说可能
加剧其成本上升，这是零售业最不愿
意看到的。在重要节日来临之际，零
售商要么被迫吞下关税成本的苦果，
或将其转嫁给消费者。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意孤行，
在今年剩余时间内，美国零售商将面
对 10%的关税，到明年 1 月 1 日，关税
将 上 升 至 25% 。 美 国 零 售 业 者 在
2019 年可能面临更灰暗的前景。目
前，一些零售商正在与供应商共同研
究如何应对关税带来的影响，一些零
售商则希望转移制造基地。比如，刚
刚以降价策略幸存下来的电器巨头百
思买正在与供应商谈判，并尝试将供
应基地多元化。但是，供应链调整需
要时间，且成本很高，即使百思买这样
的大企业得以幸存，一些中小企业可
能会因为成本高企而陷入财务困境。

在贸易争端持续发酵之际，美国
零售商纷纷警告，年底即将到来的圣
诞假期可能面临涨价潮，增加的成本
将由普通消费者来承担。尚未倒下的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日前致信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警告政府肆意提高
进口关税将很快导致零售价格上涨，

“作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和制成品的
主要买家，我们非常担心这些关税对
我们的业务、客户、供应商和整个美国
经济带来的冲击”。

零售连锁巨头塔吉特则表示，在
年底假期前，低利润率的消费品价格
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塔吉特对美国大
举征收关税表示担心，称这将提高美
国家庭日常用品的价格，同时对全球
贸易关系长期恶化可能损害美国经济
增长和活力表示了忧虑。

毫无疑问，特朗普这套搞贸易摩
擦的游戏继续玩下去，美国最终获得
多少利益尚不清楚，但今年过不了一
个好年是肯定的，明年零售业实体店
的失业潮也是板上钉钉。

新兴经济体巴西近日出现股汇同

涨，使得巴西金融市场表现显著优于

其他新兴市场。

作为拉美最大的经济体，巴西一

直发挥着拉美经济“压舱石”的作用。

在遭遇连续2年“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

危机”后，巴西经济从去年起开始摆脱

衰退威胁。对于今年的巴西经济增长

前景，多数机构普遍看好。联合国拉

美经委会预测，巴西经济今年增长

2.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估今明

两 年 巴 西 GDP 将 分 别 增 长 1.9% 和

2.3%。巴西央行最近则将2018年巴西

GDP 增长从原先的 2.2%修正为 2.6%，

其中工业增长2.9%，商业增长4.2%，交

通、物流和零售服务增长3.2%，进出口

增长6.0%和4.0%。

巴西经济得以重回增长轨道，主

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贸易条件改善，融资成本降

低，有力推动了出口增长。世界经济

和贸易稳步回暖，带动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大幅上扬。去年原油、天然气、煤

炭及矿产品和金属制品价格出现大涨

态势，拉动巴西出口增长 17%，使其外

汇储备增加到 160 亿美元。二是巴西

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和政策调

整，为经济复苏注入活力。巴西总统

特梅尔执政以来，采取积极稳健的财

政政策，减少公共支出，降低财政赤

字，推动养老金、劳工和税收等结构性

改革，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巴西当前

面临的种种难题。三是出口、消费、投

资“三驾马车”重新获得新动能，推动

巴西经济逐渐走出危机泥潭。巴西农

产品、矿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带动工业

和农业生产快速增长。国际资本对巴

西市场重拾兴趣，去年巴西吸引的外

国直接投资增加到622亿美元。

数据表明，巴西经济当前正处于

逐渐复苏进程之中。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吴洪英研究员

指出，巴西经济走势主要受国际和国

内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当前的经济表

现对于巴西经济能否赢得新一轮增长

周期至关重要。从国际层面看，世界

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走向的不确定

性，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

性。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指出，量化宽

松政策逆转可能对包括拉美国家在内

的新兴市场是一个风险来源。同时，

美国政府税改方案和美联储的加息政

策，导致外国资本加速从巴西等新兴市

场抽逃，逆全球化势头和日益上升的贸

易保护主义对巴西利用两种资源和两

种市场的战略产生了极为不利影响。

从国内层面看，巴西经济复苏前

景取决于以下四方面因素。一是国内

政治斗争和政局乱象能否尽快结束，

以及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进展。二是

今年的大选能否顺利举行，直接关系

巴西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巴西舆论认

为，此次大选将是“20年来选情最为复

杂、过程最为激烈、结果最难预料的选

举”。参选政治人物“人人有希望，个

个没把握”。三是经济内生动力能否

持续，直接影响巴西经济发展业绩与

可持续性。如果出口、消费和投资“三

驾马车”同时乏力或三者中任何两者

失速，都可能逆转复苏势头。四是债

务负担直接关系是否存在爆发新一轮

金融危机的风险。尽管2017年特梅尔

政府采取了多项节支开源的财政政

策，但巴西公共赤字规模仍然很大，债

务负担继续增长。预计到 2024 年，巴

西公共债务将占 GDP 的 91%左右，巴

西成为拉美国家中公共债务数额最多

的国家。

可见，巴西若要保持强劲复苏势

头，需要保持稳定的政局，营造有利的

营商环境，保持强劲增长，减少债务负

担，通过源源不断的持续投资来为经

济增长输血。只有这样，巴西才能迎

来真正的新一轮增长周期。

日前，在万里之遥的西非
国家塞内加尔，中国 （福建）
第 17 批援塞医疗队顶着烈日，
开展了“心系祖国”系列义诊
活动。他们前往捷斯等地的中
资企业，为中塞员工、当地华
人开展了一系列医学诊疗、健
康体检、宣传咨询等服务。

10 月 1 日早上，在医疗队
驻地比基纳医院领导和塞军伞
兵营的协助下，医疗队举行了
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共同升起
中国和塞内加尔国旗。随后，
医疗队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
中国 （浙江） 援马里医疗队的
同仁们，双方队员交流援外心
得，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医疗
队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医疗
队先后前往中水对外塞内加尔
公司项目部、河南国际捷斯项
目部、中国路桥捷斯项目部、
特福陶瓷等中资华人企业，为
公司华人和当地员工展开了
一系列健康诊疗、体检、咨
询、卫生教育等服务。一到
义诊现场，医疗队员就详细
地询问起中塞员工的健康状
况，并按照科室分类现场诊
疗，提出相关医疗建议，并
发 放 相 关 药 品 。 义 诊 结 束

后，医疗队还向企业赠送了藿
香正气丸、驱蚊液、风油精等防
暑防蚊常用药品。

在做好义诊的同时，医疗
队积极履行救死扶伤的天职，
尽心尽力为发生意外的华人同
胞及时缓解病症。义诊期间，
一名华人员工眼睛意外出现状
况，眼科医生张陈明帮他取出
异物；一名同胞家人意外跌
落，外科医生陈麟与国内神经
外科医生联系，提供诊疗建
议，患者病情得到了缓解；一
名华人员工肾结石疼痛难耐，
内科医生蔡剑锋及时采取措施
缓解病痛；邻国一名华人员工
意外骨折，医疗队密切联系，
骨科医生郑金煜为他提供了诊
疗建议。看到众多华人同胞和
当地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缓解
了病痛，医疗队成员们深感
欣慰。

医疗队队长郑春生向记者
表示，服务在塞中资企业和华
人同胞，是援外医疗队的义
务。医疗队将进一步加强和中
资企业协会、华人商会的沟通
和联系，开展常见疾病调查，
加强健康宣讲、培训指导，为
塞内加尔华人同胞提供力所能
及的医疗健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