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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聚焦

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

房租高涨之下 小微企业何去何从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小本生意难做，房租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少，挣

的钱都交房租了，我们在为房东打工。”小微企业如此吐

槽自己难念的生意经，面对上涨的房租，颇多无奈。

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全国各地写字

楼、底商、门面房的房租普遍上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贸易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小微

企业都对目前的高房租表示不满，他们被持续攀升

的房租压得苦不堪言。相比去年，今年小微企业的

发展依然举步维艰，困局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而生意

更难做了。

给房东打工

3 年前，北京天诺鸿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飞虎与朋友合伙在北京世纪天鼎购物广场租赁了一间

底商，从事艾灸产品批发生意，此处的房租是 1 天 1 平方

米 12 元。3 年来，此处租金以每年 10%的速度增长。

“创业是非常艰难的。第一年，除存了 20 万元的

货外，所赚到的钱全部交了房租、水电费。”张飞虎戏

言这叫给市场打了工。

他说：“今年的生意明显不如去年。去年进货种

类不到 300 种，月销售额 20 万元。今年进货种类已经

超过 400 种了，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月销售额至多 17 万

元。去年老客户有 1500 多个，而今年，他们之中有的

转型，有的企业倒闭，导致我们的老客户流失了一半，

今年我们要花大力气开发新客户，而开发新客户比维

持老客户要花几倍的时间、人力和物力。为了应对今

年的不利局面，我们今年在世纪天鼎购物广场内又租

了一个专柜，以扩大经营规模。”

张飞虎如此解释：“只有扩大经营规模，批发的量

上去了，才能降低成本。这如同养孩子，养一个也是

养，养两个也是养，同时养两个其实与养一个的费用

差不多，当然会多一点，比如多 20%，但绝不是两倍。

房租在涨，很无奈，但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因为房租高

企，就束手束脚。现在苦苦支撑，只有坚持，才能活下

去，才能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租金水涨船高的问题同样也让张明发愁。张明 6

年前来京，在北京和平里附近租了一家商铺，从事品

牌服装代理生意，当时的租金是一年 12 万元。4 年后，

上涨为 15 万元。

“第一年赚到的辛苦钱都交房租了，而且还不够，

用以前的积蓄了补交了两万多元。但生意一直不错，

可是现在，在这里干不下去了，”张明坦言：“这房子今

年 6 月份到期，上个月房东就来过，说要涨房租，一年

20 万元。”

张明感觉房租的压力过大，而且孩子已经出国

了，她打算回吉林老家。

悄然远迁

北京 CBD（Center Business District 的简写，译为

“中央商务区”）的高房租是出了名的，其租金涨幅曾

一度排名世界第一。

这里寸土寸金，尤其是在国贸区域，车水马龙，高

楼林立。富丽堂皇的甲级写字楼，企业争相入驻，以

彰显其身份和形象。

“曾在 CBD 附近租了一间办公室，算下来每月租

金 4 万元左右，租金还在涨，被迫迁出 CBD，今年在五

环外租了一处办公场地。”苏培亮是一位义乌商人，他

不愿详谈。

事实上，从 CBD 等核心商圈撤离的企业，何止小

微企业。就连英特尔、惠普等跨国公司也因不堪租赁

成本重负悄然搬迁。

自 2011 年以来，东二环、金融街等北京传统商圈

无新写字楼供应，呈现饱和，带动整体市场租金飙涨，

北京写字楼的租金暴涨 3 倍，一些 IT 企业、制造业企

业，不堪承受租赁成本之压，纷纷撤出核心商圈，转向

非核心商圈。尤其是小微企业，不得不远奔郊区，在

此寻找落脚之处。

几年前，周勇在中关村附近租了一间 20 平方米的

办公室，年租金 6 万元，从事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是做

旅游策划。他坦言：“我们这类小微企业主要是服务

政府的，靠政府引导，而现在地方政府都不敢动，所以

也没有生意。又因为连年房租上涨，已经在五环外办

公了。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行业内的小微企业已经

倒闭 70%多了。”

从记者的调查来看，房租，尤其是临街门面房租

占经营成本的比例普遍较高，已经成为小微企业不可

承受之重，不断攀升的房租或成压倒小微企业的最后

一根稻草。

■ 赵向阳

一根生鸭脖批发价 1.6 至 2 元，成品零售价为 4

元，中间平均差价为 2.2 元。一个鸭脖小店每天至

少销售 300 根鸭脖，一年按 365 天计算，仅鸭脖上的

销售毛利可达 24 万元。再算上鸭头和整鸭，一家小

店一年的总体毛利润可达 50 多万元。再刨去房租、

人工、水电费及损耗，一年净赚30万元不成问题。

这道小学生都能看懂的数学题，揭露了鸭脖行

业的特征：品类单一、易于复制、操作简单、利润丰

厚。记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主流的鸭脖品牌在全

国的门店数均达到千家店的级别。比如，绝味鸭脖

已经有 5000 家门店，周黑鸭门店数将近 500 家，而上

述品牌的山寨版更以多达数倍的数量存在着。

庞 大 的 市 场 需 求 已 经 引 来 了 资 本 的 关 注 。

2012 年年底，绝味鸭脖、周黑鸭、久久丫等知名鸭

脖企业均在风投的推动下，进入了春秋战国抢地

盘 的 时 代 。 早 在 2011 年，绝 味 鸭 脖 就 已 完 成 首

轮融资，由九鼎投资联合复星集团注资高达 2.6

亿 元 。 在 此 之 前，达 晨 创 投 于 2009 年以 3600 万

元注资煌上煌；2010 年天图创投则斥资 6000 万元

投入周黑鸭。

资本的追捧在壮大这个行业的同时，也放大

了其中的风险。复制门槛低，山寨品牌横行以及

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依然是顽疾。除煌上煌于

2012 年已上市外，其他几家鸭脖品牌都先后奔走

在冲刺 IPO 的路上，然而，几大行业隐忧随时都有

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山寨店泛滥

面积 10 平方米左右，1 台长条形冷柜，鸭脖、鸭

头、鸭肠、整鸭以及几款简单的卤菜便是鸭脖店的

所有资产。店主按照顾客的需求将鸭脖切段，再

搭配上一些卤菜，最后浇上一点特制的辣油便成

为一道美味小吃。“ 多的时候一天能卖数百根鸭

脖。”一家鸭脖店店主告诉记者。

雷同的业态拥挤在同一个商业中心，这一现

象凸显了鸭脖行业的泡沫。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区域的大部分鸭脖都是山寨版本。比如，一

家招牌为“绝味鸭脖”的门店，无论是 LOGO、还是

门店形象与正宗的绝味鸭脖相差甚远；而一家“精

武鸭脖王”的门店正是效仿“精武鸭脖”而来。

见微知著，在整个中国，这一山寨现象更加泛

滥。一位合肥购物中心的总经理曾告诉记者，他招

商引进的一家打着某知名品牌的鸭脖店，其实就

是山寨货。“据我了解，合肥多数该品牌的鸭脖店

均由这家山寨公司所运营。对于我们购物中心而

言，他们是否正宗，我们并不关注。只要他们能按

时交得上房租就可以。”上述购物中心总经理表示。

据了解，鸭脖品牌周黑鸭的假冒侵权门店一

度达到授权门店的 3 倍之多。身为武汉市人大代

表的湖北周黑鸭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富裕表

示，他已写好建议案，希望武汉市能够重视食品产

业的知识产权。

为此，周黑鸭不得不设立专门的品牌人员来

为自己维权。不过，面对超过自己门店数量好几

倍的“李鬼”，维权成本明显过高。

除了直接叫卖技术资料之外，一些鸭脖品牌

还会通过培训的方式输出技术，这也使得整个行

业更加没有秘密可言。对于这样的做法，业内人

士表示，无异于“自掘坟墓”。

发展前景引质疑

截至目前，绝味、周黑鸭等已经获得风投的鸭

脖企业，并没有更多的关于上市进度的消息。绝

味鸭脖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目前处于静默

期，不能透露更多上市相关信息”。

“鸭脖是细分行业中的细分行业，它成长很快，

但问题在于门槛低，行业较为混乱。如果在早些

年，我可能会投资这一行业，但就目前现状而言，这

个行业是否会昙花一现，作为投资者还真得慎重。”

广东银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阳告诉记者。

一位风投人士表示，今后，机构投资鸭脖行业

所 承 担 的 风 险 将 增 大，鸭 脖 相 关 企 业 上 市 将 更

难。在他看来，鸭脖属于大消费概念中的副食品

类，其商业模式是商业连锁，目前虽非常流行，但

从长远看令人担忧。

眼下鸭脖产业的火热程度，很容易让人联想

到当年红极一时的“ 掉渣馅饼”。同样是连锁模

式，同样备受追捧，同样操作简单易于复制，最终

也会因为效仿者众多并且消费者口味的变化而风

光不再。

鸭脖产业是否会重蹈“ 掉渣馅饼”覆辙？对

此，绝味鸭脖相关负责人对记者回应称：休闲卤制

行业发展历史悠久，与一时兴起的“掉渣馅饼”相

比，鸭脖还是有一定本质区别的。

■ 本报记者 李 鸿

都市时尚一族对于韩国首尔东大门的潮流服饰

和购物模式大都心向往之。那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服装批发市场了，其无处不在的时尚元素和流行

趋势，以及便利的购物环境和人性化的购物设施等很

多方面，都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商业市场去学习

和借鉴。

据悉，首尔东大门市场 2013 年度流行时尚服装批

发销售额与北京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以下简称

“动批”）、大红门、雅宝路三个主要服装批发市场的批

发销售额基本持平。北京城有 2000 多万人口，有庞大

的购买力，而流行时尚服装市场规模却远远不及韩国

东大门，可见，服装产业升级、自主品牌的研发和推

广、商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已经刻不容缓。

线下体验 线上交易 引领时尚

众所周知，北京的“动批”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年

初“动批”外迁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

北方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动批”已有 20 多年

的历史，昔日的辉煌能否延续？日前在京举办的“世纪

时尚 领秀东方”世纪天乐品牌战

略升级发布会上，世纪天乐集团

总经理王翠荣表示，世纪天乐将

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动批”战略升

级转型的责任。

据悉，世纪天乐集团曾先后派

出管理、设计团队赴韩国考察学

习，回国后结合自身优势和本土服

装市场特点，探索出一条独特的路

线，建立从设计到产品再到体验到

交易的一站式购物营销模式。王

翠荣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

访时谈到集团的品牌升级战略，目

标是打造中国“动批”商业商圈的

领军品牌，将通过采用一系列的开

创性商业模式，为具有实力的优质

商户开辟更大的销售平台，助力商

户实现转型升级。

培育自主品牌 引导产业升级

据了解，世纪天乐国际服装批发市场是光耀东方

集团于 2013 年完成的一个商业项目。光耀东方集团

董事长李贵斌对记者说：“我们始终坚守住自己的商

业模式，即：以商业地产开发为基础，以价值被低估的

商业物业并购为重点，以商业经营管理为主线，形成

了商业地产‘三位一体’的独特模式。

据介绍，世纪天乐国际服装批发市场与世纪天乐

美博汇已成熟运营多年，在各自专业领域均为领军品

牌，被光耀东方集团收购后，目前正分别着力进行规划

与运营方面的升级改造。世纪天乐集团负责人表示，一

方面体验广场将助推国内流行时尚服装原创设计力量

崛起，而与动批网的联动则将推动服饰批发电子商务发

展，符合产业升级的方向。另一方面，商户与顾客交易

可在线上线下进行，而线上展示以及商品的仓储、物流、

配送等由动批网统一实施，为实体店的电子商务提供了

可靠的信誉保障。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苗鸿冰看好这

一举措，认为创新的 O2O 模式既顺应了城市发展中的

产业升级规划，又助力广大商户培育自主品牌实现转型

升级，同时对于时尚一族也将是一个新的惊喜。

精准布局O2O
创新服装交易批发模式

鸭脖企业忙上市鸭脖企业忙上市 发展模式现隐忧发展模式现隐忧

恒天然高层大换位
恒天然集团近日宣布两项高层管理人员的任

命，乳业老兵重新担纲。目前供职于全球总裁办的

尤汉·普里姆（Johan Priem）将于 8 月 1 日出任大中华

区总裁，而现任大中华和印度区总裁魏柯文（Kelvin

Wickham）届时将出任全球原料业务董事总经理，这

是恒天然继今年 3 月任命现任全球销售总监的蒂

姆·丁恩出任新西兰消费品牌业务董事总经理之后

又一高层的变动。

业内普遍认为，调兵遣将背后主导者就是恒天

然的 CEO 西奥·史必根思。他从 2011 年出任恒天然

的 CEO 以来，恒天然已经多次因质量问题而被问

责。就目前与达能公司的诉讼以及后续新西兰初级

产业部等政府部门的调查来看，史必根思这群乳业

老兵远远未能安心。而且 2015 年欧盟将取消对牛奶

生产配额的限制，欧盟将成为恒天然强大的竞争对

手。这个原料乳国际巨头，将面临来自市场更大的

挑战。

海伦钢琴进军艺术培训领域
据报道，海伦钢琴将根据目前的现状，利用自身

优势，整合现有钢琴等艺术培训资源，规范管理，打

造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的专业培训机构，同时亦

为线上培训教育打下基础。公司是未来在线钢琴教

育潜在龙头之一。从规划上可以看到，公司自 2012

年开始筹备智能钢琴研究，智能钢琴为在线钢琴教

育的必备武器。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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