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城市和她的晚报60年的行进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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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晚骄傲之郑州人文

从1989年5月6日，开张大吉的亚细亚门口迎宾
小姐露出第一个笑脸开始，郑州市民从此有了做“上
帝”的感觉。这一过就是20年。

“二七商战”，这场曾震撼了全国商界，并至今仍被众多业界人士追忆、
体味的“战争”，其树立的“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牢牢地扎根在其后各行各
业的商业同仁观念之中。

河南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史璞曾说：“上海和北京没有的商业运营
模式我们郑州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他们没有的竞争策略我们早已习以为
常。当他们向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在家门口都还不知道我们已经走到了
这种境界啊。” 晚报记者 张柳

如果你住在郑州的
西边，周末能到碧沙岗老
商圈转转。倘若来到了
二七广场，走百年德化、
北京华联、金博大、大上
海城、百盛、丹尼斯人民
路店、紫百、正道花园一
线能把人累到腿断。再
沿花园路一路北上，中环
百货、大商花园路店、丹
尼斯农业路店同样延续
着商业的繁华。而各大
商业卖场也一样牢牢盘
踞着各自的一方领土。

根据郑州市政府出
台的促进郑州商贸行业
发展的意见，要用10年
时间把郑州打造成中原
购物名城。除了二七商
圈、碧沙岗商圈、花园路
商圈等老商圈，郑东新区
也在规划之内。

然而也有专家担心，
郑州就700万人，建那么
多大商场怎么支撑得
起？郑州市文化局局长、
原郑州市商务局常务副
局长阎铁成并不同意这
个观点：“这些商场不仅
是为郑州人开的，更是为
全省，为全国到郑州来旅
游、来进行商务活动的人
士开的。从这个意义上
讲，只要能做出特色，就
能做得更大。”

专家表示，郑州市的
商业已成功地适应了外
来大商业企业的冲击。
而目前的市场上没有任
何一家企业能够形成垄
断，多足鼎立的城市大商
业格局已初具规模。

事实上，自打亚细亚
门口那位笑意盈盈的迎
宾小姐开始，从各商家的
“吸金”之战中受益良多
的应该是郑州、河南乃至
全国来郑的消费者。

郑州大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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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二七商圈”的那场商战

晚报提出冷静面对商战
郑州商业历经传统商业发展、现代商业

发展、迷惑期、全面发展与竞争几大阶段，从
市百货大楼、紫荆山商场、郑百文、亚细亚商
场到丹尼斯、金博大、北京华联、世纪联华、汇
龙城、大上海城、百盛，再到家乐福、沃尔玛、
家世界、麦德龙、易初莲花……

潮涨潮落，斗转星移，众商家在郑州百货
零售、量贩消费市场上的纷争自此从未停歇。
事实上自 1996年起，郑州市的这些老牌商
场、市场相继陷入了经营困境中。1997年，
郑州商贸系统全系统赢利仅为 5万元；到了
1998年上半年，全系统半年亏损 4500万元。

当年红极一时的“国字号”老牌商场只能靠租
赁柜台艰难度日。

同样是在1997年，丹尼斯百货、金博大等
流行百货先后开业。1998年秋，金博大改变原
有的自营模式，全面实施了租赁制改革。与此同
时，丹尼斯也采取了完全的联营模式，并开设郑
州市第一家量贩店，开创了百货与量贩错位经营
的多元模式。从此，郑州商业不再是百货商
场一枝独秀的局面，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超
市”以一发不可收拾的劲头进入市民生活。
2001年，丹尼斯、金博大杀入全国零售业百强，郑
州商业慢慢复苏。2002年，北京华联入驻。

如果说，当年的第一次商战败在打“低价
战”的无序竞争之中，那么后来人显然从前辈的
教训中学聪明了。竞争不足导致退化，过度竞
争导致老化。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如何让
郑州商业的竞争做到“适度”、“公平”、“有序”。

作为城市的记录者，《郑州晚报》记者也曾经
和大多数人一样，感怀商战历史，激扬商战文字，
并以记录和经历新的商战为荣。2007年，记者们
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搜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素
材，推出《永别了，商战》系列报道，希望放弃对“商
战”更多的憧憬，而是冷静地回归到商业本身中
来，这也许是最有益于郑州商业建设的事情。

城市扩大各个商圈逐一显现

1997年春，以亚细亚商业经营总公司的解
体为标志，宣告了“亚细亚时代”的终结。对于
这次商战，外界的评价是“虽败犹荣”。

《郑州晚报》曾报道了亚细亚的昔日辉煌。
这一切得从 1983 年 4 月说起，当月郑

州市第一家现代化的大商场——紫荆山
百货大楼开业，标志着郑州乃至河南省现
代商业的开始，此后，郑州市现代商业飞
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围绕二七广场形成
的“二七商圈”曾经是华联、西城、人民、德化

等四家大型国有商场的天下。然而随着
1989年5月6日，营业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
亚细亚商场开业，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在
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这句甜美的广告词
不断响起。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商业企
业，亚细亚商场连续在中国商业领域创造着
一个又一个的“第一”：第一个设立商场迎宾
小姐、电梯小姐；第一个在中央电视台做广
告……亚细亚商场开业一年就跨入全国 50
家大型百货商场行列。

在当时郑州人口不到 200 万的情形
下，在这半径不足 200 米的二七广场新建
了 20 多万平方米的经营场地，六大商场
纷争格局已然形成。

始于“二七商圈”那场商战，人们享受到
了商业服务的第一张笑脸，得到了很多实惠，
听到了诸如“企业文化”、“商业策划”等新鲜
词儿。商战也走进教科书，成为无数学生、学
者和现代商业从业者研究的案例。商战影响
了中国现代商业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现代
商业发展的里程碑。

不仅本土企业拼尽全力地经营发展，欲占
中原这块汇集各方灵气的风水宝地，各路外资
企业也将目标盯在了这里，并集中在一个极短
的时期内纷纷抢滩。

2004年10月，有加拿大投资背景的中环百
货在花园路正式开业；2005年初，全球零售500
强的百盛重新入主汇龙城；2006年3月，大连大
商集团以4.21亿元天价拍下金博大城3年经营
权。2006年6月1日，大商正式接手金博大，正
式更名为“大商新玛特金博大店”……

随后各个主力百货跑马圈地，抢占商业网
点，加固和发展在河南的势力范围。2008年，
丹尼斯花园店开业，而只有一路之隔的大商随

后也低调开门迎客。至此，除却老牌二七商圈
外，郑州北部花园路商圈初具规模。

而与百货业的发展并驾齐驱的，还有各大
卖场的疯狂扩张。

一次次外来资本的入驻好似一针针强心
剂，“第二次商战”、“第三次商战”的说法时常
见诸报端。有人说，沉寂了很久的郑州商业需
要有一次酣畅淋漓的大战来刺激。

然而从现实状况来看，外来商业企业进入
郑州后的状况并不让人感冒。比如易初莲花，
开业的轰动期不到7天，中环百货的轰动期也
就是一周左右，现在所遭遇的尴尬是营业员比
客人多；百盛堪称中国百货业最强的敌人，如

今在汇龙城，也不过是做得平平淡淡。
家世界和易初莲花再加上一个家乐福，

也无法撼动本地人控股的世纪联华和丹尼斯
在超市上的强势地位，乃至家世界干脆就因
为经营不善而被收购；而在家电方面，至今占
有优势地位的仍然是以本地“通利电器”为班
底的河南永乐；更不必说，作为百货巨头的北
京华联和百盛至今如履薄冰，在市场上为生
存而苦战。

结果就是，郑州人突然发现，那些被媒体
描绘成虎狼之师的外来商业企业并没有什么
吓人的地方，他们对本地企业不要说挑战，直
到2007年才达到基本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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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圈一个圈“划定”商战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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