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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型综合超级商场的新动向
周 见

目前
,

日本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空前严重的衰

退
。

商品零售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

昔日顾客盈门的

大型综合超级商场如今变得萧条冷落
。

地方性中小

超级商场和方便商店则显得颇有生机
。

那些大型综

合超级商场的经营者们不得不重新进行思考
。

他们

纷纷开始调整经营战略
,

试图从改革中找到一条摆

脱困境的道路
。

1
.

关闭亏损严重的营业网点
。

大荣
、

西友等公司

都是 日本商品零鲁业中最有代表性的企业
。

它们在

日本各地开办的大型综合超级商场分别多达几百

处
。

这些营业网点大多是在 90 年代以前设立的
。

当

时 日本经济还在走上坡路
,

国民需求也相当旺盛
。

这

些公司热衷于增加营业网点
,

坚信有规模就有效益
,

所以摊子越铺越大
。

但实际上在这些营业网点中
,

有

相当一部分的设立条件并不理想
,

有的远离市区
,

有

的虽然地理环境不错
,

却没有停车场
。

这些问题在当

时对经营产生的影响并不突出
,

可是在泡沫经济崩

溃之后却成 了左右客源导致经营亏损的重要 因素
。

显然
,

在 目前这种难 以企盼国民消费支出能在短期

内得到明显恢复的情况下
,

不如把这部分亏 损严重

的营业网点关闭
。

例如
,

大荣公司前不久已经关闭了

几处经营处于严重 亏损状态的大型综合超级商场
,

并计划在三年内关闭 50 处这样的网点
,

集中力量巩

固和 发展那些经营效果良好的网点
,

以实现 由数量

型经营向质量型经营的转变
。

2
.

变标准化经营为个性化经营
。

在日本
,

几家经

营大型超级商场的公司基本都以总店为中心实行连

锁式的运作与管理
,

经营网点分布在全国各地
,

无论

哪个经营网点在规模
、

商品种类和 价格以及服务上

都是统一的
。

这种所谓的标准化经营方式虽然有其

合理之处
,

但是也忽视了不同地 区消费者需求的差

别和 习惯
。

因此
,

在消费者热衷于追求个性化的今

天
,

大型综合超级商场那种千篇一律 的经营方式无

疑成 了吸引顾客的障碍
。

大型综合超级商场要摆脱

目前的困境
,

只有变标准化经营为个性化经营
,

变同

一化为多样化
。

基于这种认识
,

大荣公司和西友公司

已对以往的经营方针进行调整
。

例如
,

大荣公司已对

岐阜支店进行了较大规模 的改造
,

大大压缩了衣料

和服装的营业面积
,

扩大了酒类及厨具等商品的营

业面积和种类
。

在这里葡萄酒达 60 0 种
、

啤酒达 360

种
、

日本酒达 3 00 种
、

酱油达 80 种
,

同一商品种类之

多可 以堪称 日本之最
。

对于想买这两类商品的顾客

来说这里无疑是个最有魅力的地方
。

3
.

变集权式管理为分权式管理
。

在日本
,

经营大

型综合超级商场的大公司一般采取集权式的管理方

式
。

这种管理方式是同标准化经营方式相适应的
。

而

重视个性化经营则必然要求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经营

网点在经营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权
,

否则个性化经营

就会在管理体制上得不到保证
。

出于这样的原因
,

大

荣公司从 1 9 9 8 年 l 月开始
,

进行了管理体制上的改

革
,

将设置在全国各地的 2 40 个大型综合超级商场

划分为 7 个地区性的分公司
,

并扩大了各个分公司

负责人在进货金额和数量上 的决定权
,

保证了各分

公司能够因地制宜地组织经营活动
。

4
.

加强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协作以创造新的商

机
。

支付现金在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支付方式
。

根据

这一点
,

一些大型综合超级商场正在考虑加强与银

行之间的协作
,

有的 已经为银行提供了价格低廉的

营业场所
,

欢迎银行在商场内设置支店或 自动取款

机
。

这样既有利于银行方面增加业务数量
,

也有利于

增加商场方面的顾客数量
,

使顾客取钱购物方便
。

其

次
,

一些大型综合超级商场为了达到促销的 目的
,

除

了巧立名目大搞减价销售和有奖销售之外
,

还主动

与商品生产厂联手搞一些经常性的便民活动
。

例如
,

商场与啤酒厂协作
,

推出零售型送货上门业务
,

只要

购买数量不少于 6 瓶啤酒
,

均可享受到此项服务
,

而

所需费用由两家企业共同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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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培训面面观
吴 世 农

一
、

企业管理培训的发展趋势

1
.

培训观念的变化
。

首先
,

经理的学习和进步也

是企业的学习和进步
。

作为一个经理或企业家
,

一生

中需要不断地学习
、

接受培训或教育
。

因此
,

从
“
学校

教育
”

~
“
一次培训

”

~
“
多次培训

”

~
“

成人教育
”

~
“

终身教育
”
这一系列观念的出现和替代

,

是社会组

织之间或个人之间竞争的结果
,

其加速了科技进步

和经济发展
。

其次
,

经理和企业家都是可 以培养的
。

80 年代

前
,

在国外管理教育中
,

人们通常讨论一个问题
:

企

业家是天生的还是培养的
。

答案是
:

企业家是天生

的
,

但经理是培养的
。

然而
,

现在看来
,

这一答案也不

完全正确
。

在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时代
,

确实有些人

因受企业管理教育后白手起家
,

艰苦创业
,

从小到

大
,

最终成长为著名企业家
。

因此各大学的商学院纷

纷推出了《公司创业 》
、

《小企业管理 》这样的课程
、

专

业 和 培 训 计 划
,

最 著 名 的 就 是 美 国 的 百 森

( B A B S O N )大学
。

这表明
:

在新的时代
,

通过培训或

教育也可 以出企业家
。

2
.

培训项目设计思想和基本原则是缩小理论与

实际的差距
。

从培训项 目的设计思想上看
,

除了常规

的公开报名培训 (培训机构定期组织
,

面向有关经理

或 C EO 人士的各种专题或综合性培训 )之外
,

最近

几年出现了如下几种培训设计
,

以缩小理论和实践

的距离
。

一是培训机构专门为某企业设计培训项 目
。

二是培训机构专门组织对当前管理中的热点
、

难点

问题进行培训
。

三是在客户化培训的基础上
,

与某企

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

为其培训企业管理人员
。

3
.

培训项 目多元化
、

市场化
,

满足不同层次的需

求
。

培训机构注意根据不同层次的经理
、

不同职能管

理部门的管理人员
、

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等
,

设计

不 同的培训计划
。

例如
,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经理培

训
,

根据受训者的层次
、

经历
、

企业类型和规模等
,

设

有
: ( 1) 高级经理培训项 目 ; (2 )普通经理培训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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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理发展培训项 目 ; (4 )全球化领导培训项目
。

又

如
,

哈佛商学院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开展远程培训项

目
。

此外
,

有些大学推出
“
与学位教育相结合的培训

项 目
” ,

将学位教育融于培训项 目
,

使受训者在培训

后取得学分
,

修满学分者可 以获得学位
。

二
、

中国企业管理培训的现状

1 9 7 9 年以来
,

中国企业管理培训得到企业和各

级政府的充分重视
。

企业管理培训经历了四次转变
,

即从培训
“

管理 A B C ”
到

“
管理 X Y Z

”
的转变 ; 从培训

“

高层领导
”

到
“

中层领导
”
的转变 ; 从

“

专业培训
”
到

“
综合培训

”
的转变 ;从

“
一般培训

”
到

“
培训和教育相

结合
”
的转变

。

但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
。

1
.

培训任务方面
。

中国企业管理培训的任务
,

无

论是量或质
,

仍然十分艰巨
。

从量上看
,

首先
,

除了国

家经贸委的 10 0 0 家重点大企业外
,

还有各省
、

市的

重点企业
。

仅 1 9 9 6 年国务院和各省
、

市确定的现代

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就达 2 6 9 8 家
。

其次
,

民营企业
、

三

资企业也有企业管理培训的需求
。

从质上看
,

中国缺

乏企业管理培训 的专门人才
,

培训技术
、

设备较落

后
,

培训内容有待更新
,

培训的组织方式有待改进
。

2
.

培训内容方面
。

目前我国企业管理培训的内

容
,

从教材和为数很少的案例来看
,

一是理论性较

强
,

远离实际 ; 二是内容陈旧
、

过时
,

落后于实践 ; 三

是层次仍然偏低 ; 四是主要是原有企业管理的内容
,

缺少金融
、

证券
、

收购兼并
、

股份公司管理
、

跨国公司

管理等新知识
,

专业面较狭窄
。

3
.

培训方法和培训组织形式方面
。

长期以来
,

由

于缺乏案例或教师没有教授案例的经验和技术
,

培

训的主要方法是
“
教学

” ,

教师为中心
,

缺乏师生之间

互动 ;培训方式主要以
“

集中脱产学习
”
为主

,

有时集

中时间偏长
。

4
.

培训条件和设施方面
。

在大多数培训机构
,

由

于投人不足
,

缺乏现代化教学手段
,

如投影仪
、

录像

放映设备
、

网络技术
、

远距离教学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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