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上

这类中式茶

饮受到欢迎，

间接说明传统中药材越来越受

到百姓认可。”厦门市中医院药

学部主任郑乾文说，饮料中加

入少量药食同源的中药，能起

到一定作用，例如，加入人参或

西洋参药材，确实能帮助脑力

工作者解决疲乏的问题。

郑乾文同时提醒市民，部分

中药材并不适合每个人，品尝含

有中药材的食品前，应该咨询专

业医生，确认自己的体质是否适

合食用。（薛尧来源：厦门日报）

“一元店之父”走完了他的

传奇人生。

2月 20 日，彭博社消息称，日

本折扣零售商大创百货创始人矢

野博丈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 80

岁。大创百货公司发布公告称，矢

野博丈于 2 月 12 日在日本广岛

逝世。

矢野博丈去世时，净资产约

19 亿美元。不过，他一手创立的

“一元店”商业模式，才是他留给

世人最宝贵的商业遗产。“一元

店”并非商品都只卖一元钱，而是

一种平价零售模式。在日本，类似

的统一低价模式的零售店还有

Seria、Watts、CanDo等，甚至MUJI

也受到大创模式的影响。

而他的中国信徒中继续将这

种模式发扬光大的，当属叶国富。

从曾经开遍中国大小城市的十元

店“哎呀呀”，到随后模仿日式风格

创立的名创优品，叶国富借鉴了矢

野博丈的商业思路，并结合中国本

土市场创新将其发展成为“海外连

锁之王”———截至2023年三季度，

名创优品已经进入全球 107 个国

家和地区，门店数量达到 6115家。

回顾矢野博丈的一生，会发

现审时度势与时刻保持的危机

感，成就了日本商界神话。

1943年，矢野博丈出生于日本

广岛县东广岛市，1967年毕业于日

本中央大学。毕业后，他和妻子一起

经营岳父家的海产生意，但由于经营

不善，海产生意在苦撑3年后倒闭，

他也因此负债700万日元。

破产并背上大笔欠债的矢野

博丈开始寻求新的机会，从书籍

销售员、纸张回收员、保龄球馆管

理人，再到流动摊贩，他尝试了各

种生意，屡战屡败但没有放弃。

1972 年，矢野博丈创立了“矢

野商店”，就是使用小货车流动售

货的形式，出现在人群密集的街

头。在做流动摊贩生意时，由于需

要照顾妻儿，加上小本生意的货

品越来越多，矢野博丈为了节省

时间，遂将所有货品都标价 100

日元（约合人民币 6 元，不同时期

汇率不同），这也成为随后大创

“价格均一”商业模式的雏形，成

为改变他一生的重大策略。

没想到这个无心插柳的做

法，让他的生意越做越大。1977

年，矢野博丈将商店更名为“大

创”并成立了“大创产业”公

司———意在表达“规模不大也要

创造大契机”的经营理念。1991

年，大创产业开设了“100 日元连

锁店”，将价格均一的零售百货店

模式进一步连锁化复制。

某种商业模式的腾飞，离不

开特殊的大时代社会经济背景，

而矢野博丈的获取的时代红利，

也可谓是“时势造英雄”。

1990年代的日本，正遭遇经济

泡沫破裂后严重的经济危机。从

1991到 1993年，日本GDP增速从

6%断崖下跌至0.6%。工资增长乏力，

消费低迷不振，当时的日本普通人开

始放弃品牌化的高消费，转而走进小

商店挑选价格低廉的商品。

矢野博丈意识到，在经济不

景气的消费低迷期，也正是廉价

小商品发展的好时机。

当时日本各地都涌现出一批

售卖廉价小商品的百货店，而矢

野博丈的大创之所以能突围并随

后做大成为巨头，除了商业模式

的创新，还有“顾客至上”做长线

经营的策略。

为了打消消费者“便宜没好

货”的印象，矢野博丈选择进货质

量较高的商品，即使商品成本较

高，也统统只卖 100 日元。即使牺

牲了一些利润，但薄利多销的方

式，也为公司赢得了更多营业额。

便宜之外，还要有足够琳琅

满目的商品。

矢野博丈不断想办法增加商

品的品类和数量，小到粉扑、毛

巾、笔记本，再到餐具，塑料盆，甚

至假睫毛、修剪毛衣起球的工具、

清洗粉扑的洗涤剂，都可以在店

里找到。花样繁多的 100 日元商

品，能不断刺激消费者的购物欲

望，时常上新更能带来惊喜感。

于是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外，大

创还有一些足够“奇特”的商品，比

如理发店用的假人头、玩具假钱、

宠物服装、椅子腿保护套等等。

另外，大创还有许多内部开

发的商品，从简单的批发零售，转

变为具有设计研发能力的公司，

很多商品也只有大创能够买到。

用矢野博丈的话来说，就是“当

你走进摆满你想要的东西的店铺时，

你的心情会很愉快。大创百元店不是

一个卖百元商品的地方，而是向顾客

提供愉快购物的地方。”

这背后离不开强大的供应链

和规模化采购的能力。矢野博丈通

过大量采购的方式压低进货成本，

1995 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他透露，

其他百元商店一个产品最多采购

3000 个，而大创一个产品采购量

会达到20万 -30万个。再加上大

创的商品在日本设计，但生产交给

成本相对更低的中国台湾、中国大

陆和东南亚的工厂，从而能实现低

价但业绩蒸蒸

日上的局面。

1999 年，

大创在日本

的门店数量

达到 1000 多

家。2001 年大创开始到海外扩

张，在中国台湾开店。

此后在 20 年的时间里，大创

进入了全球超过 20 个国家和地

区的市场，截至 2023 年 12 月，日

本及海外店铺总数共 5350 家，日

本门店数量为 4360 家。

2019 年，矢野博丈从董事长

职位上退休。随后他成为广岛大

学和母校中央大学的特邀教授。

一个普通人在经济危机中抓

住机遇创造出商业奇迹，矢野博

丈的人生经历，在经济下行与消

费低增长的周期，有更多值得借

鉴的意义。

而时刻保持对市场的敏锐和

危机感，同样是企业长青的秘密。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

什么经营秘诀，也不会企业经营

规划，更对计算机和互联网一窍

不通，我有的只有时时刻刻提醒

自己的‘危机感’。”矢野博丈说，

“这种危机感，让我紧张，让我觉

得如今获得的太多，得到的比付

出的多得太多。”

（马越来源：界面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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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新中式茶饮在

市场走红。与传统甜腻口感的

饮料相比，新中式茶饮凭借清

淡口感和养生理念，获得不少

消费者的青睐。

“我们的茶饮是以药食同源

的理念来制作的，功效不尽相

同。”在厦门瑞景商业广场一家

新中式茶饮店内，店员说，门店

最近生意不错，一天能卖两三百

杯饮品。例如，添加五指毛桃、茯

苓、薏仁等食材的茶饮，具有祛

湿排毒的功效，深受女性顾客的

喜爱；含有人参、菊花、枸杞等食

材的“熬夜水”，清新解腻，受到熬

夜人群的喜爱。“比如人参，是分

年份的。我们使用的是人工种

植、三年以下的人参。”店员说，此

类新中式茶饮每杯的价格均在

15元左右。

“这家店的茶饮内加入洛

神花、甘草等，能提神醒脑，刚

好符合我的需求。”正在购买茶

饮的市民张女士说。不仅年轻

人青睐新中式茶饮，中老年顾

客也有不少，购买茶饮的顾客

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有带着

孩子的父母。

湖里万达广场附近的一家

新中式茶饮店则以植物石斛为

基底，推出一系列健康茶饮。店

长说，门店产品主打年轻人市

场，在外卖平台上两家店的总

销售量已超过 3000 杯，店内最

受欢迎的茶饮是“一片冰心在

玉斛”，这是纯煮石斛的茶饮。

厦门房贷利率迎来历史低点
2 月 20 日上午，央行公布了

新一轮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报价，5年期以上下调 25 个基点，

由 4.2%下调至 3.95%。 1 年期

LPR3.45%保持不变。这是继去年

6月后，LPR迎来新一轮调整。厦

门房贷利率迎来历史低点，新购

房者的购房成本将降低；房贷利

率选择跟随 LPR浮动的“房贷一

族”也将因此受益，每个月的按揭

可以减少了。

与企业贷款不同，个人住房

贷款期限长，因此 5 年期以上

LPR 被当作房贷利率的“锚”。厦

门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

定价模式为：以最近一个月的

LPR 为定价基准，再加固定的基

点（BP）形成。

2023 年 11 月 15 日起，厦门

市所执行的房贷利率是：首套及

二套已结清房贷利率为 3.7%

（LPR-50BP），二套未结清房贷利

率为岛内 4.5%（LPR+30BP）、岛外

4.4%（LPR+20BP）。结合本次 LPR

下调 25 个基点，厦门市现在的首

套房执行利率为 3.45%，二套房利

率岛内为 4.25%、岛外为 4.15%。

（张诗来源：厦门晚报）

厦门市新增经营主体超 1万户

2024年1月，厦门全市新增经

营主体10778户，同比增长80.66%。

新春伊始，实现“开门红”。 市场

监管部门靠前服务，多措并举优

化营商环境。

作为厦门市政府重点引资项

目之一的华润文化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拟在翔安区凤翔街道设立

“厦门润翔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成为厦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一场两馆”的运营商。为更好服

务企业落地，翔安区市场监管局

与翔安区凤翔街道办事处联手积

极作为，指导企业按“突出主营，

多样经营”的原则，确定企业名称

中的行业特点表述；对企业的字

号进行反复查询，明确可使用字

号；同时针对企业经营范围中涉

及前置审批的经营事项，指导企业

先行向主管部门申请许可，并及

时协调相关许可部门确定与企业

对接的人员，共同推进企业设立登

记的快速进行，确保项目主体顺利

落地。 （陈泥 来源：厦门日报）

厦门港水运工程实现“开门红”
厦门港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新

年“开门红”态势喜人。今年 1月，

全港水运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37

亿元，超序时进度完成年度投资

计划。

当前，水运基础设施高水平

建设，为厦门港口高质量发展发

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厦门

港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全港在水运固定资产投资方面

仍将保持高位运行，具体措施包

括：加速推动翔安港区 1＃－5＃

集装箱泊位工程、海沧港区 11＃

液体化工码头泊位工程等一批重

点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完善航道、

锚地等港口配套设施，做好航道

维护疏浚和港池水域维护工作，

确保航道水深满足船舶进出航行

安全要求；推动旅游客运码头项

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厦门市海上

旅游客运基础设施服务水平。

（汤海波来源：厦门日报）

加入中药材养生理念受青睐

品尝含中药材的食品 最好事先咨询医生

“一元店之父”去世
名创优品和无印良品都受他启迪

新中式茶饮店内展示不同的中药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