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 “老字号”的品牌发展现状及营销对策研究 

文/宋 平 董兴林 王炳成 

   1976年编撰的《中华大辞典》对老字号的定义有三点：一是店铺历史要久远，二是经营的商
品始终如一，三是店名不能改。有现代市场专家给下的定义是：老字号就是长期以来在市场上形成
的、有一定知名度的、在百姓心目中有影响力的品牌。因此老字号也可认为是老品牌。由此可见，
老字号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和广泛的消费者基础。它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和历史，其人物、事件以及
轶闻、趣事等，积淀了厚重的传统文化，往往发人深思，给人启迪。老青岛有段话："头戴盛锡
福，脚踏新盛泰，身穿谦祥益，手戴亨得利……"这是四家老字号商店。如今新盛泰皮鞋店已经没
有了，而其他三家尚存，它们的生存现状在青岛市中山路所有老字号中具有代表性。如今，随着众
多洋品牌纷纷抢占内地市场，人们“吃麦当劳和肯德鸡、喝可乐与百事、穿李宁和范思哲，玩柯达
胶卷和DELL电脑，坐奔驰和宝马”，消费者头脑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洋品牌、洋事物所占据。与此
同时，国产新品牌也随之诞生，尤其是许多高科技品牌的诞生，使得老字号企业经营困难重重，品
牌形象或模糊或泛化，其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综观青岛市的众多老字号企业，尽管历史悠久，物美价廉、工艺独特可靠、货真价实，在当
地消费者心目中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与国际品牌经营相比，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1、品牌观念缺乏，营销观念落后。市场竞争实为品牌竞争，为了塑造品牌，西方企业不惜倾
注巨资，而我们的老字号却仍陷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观念中。?"谦祥益"和"瑞蚨祥"两家布
店经营已经将近一个世纪，山东章丘孟氏兄弟将两个商号由济南办到青岛乃至全国，瑞蚨祥在当
时"洋味"的青岛，是中国传统商店的设施，木制柜台，没有临街橱窗。谦祥益则学德国人在亨利王
子路（广西路）开办的吉利洋行（百货店）临街为大橱窗，展现商品，店内有玻璃柜台，同时前后
大厅均有牌匾，名人题写楹联，字是木雕呢金，使人耳目一新。1911年开业后，这里成为青岛中国
人开办的最大的现代化商店。?解放后，公私合营，瑞蚨祥与谦祥益两块老字号招牌都保留了下
来。 
   但是，两家稠布店缺乏市场调研，不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及竞争对手的产品及品牌特征，没
有对市场进行市场细分，花色品种以及布料种类均不能够跟上市场的消费趋势，价格却比外边贵出
许多，对新形势下买布与买衣服的消费者数量及需求估计不足，尤其是目标市场不明确。这使其品
牌的潜在资源大量闲置，品牌影响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并逐渐被削弱。最终，伴随着中山路
的拆迁，这两家老字号也即将烟消云散。 
   2、品牌创新不足，跟不上消费者的偏好，同时没有合理延伸品牌价值。眼下，做衣服、买面
料的人不多，还记得到"谦祥益"买面料的青岛人则更少。另外一家老字号?“盛锡福”在中山路上
卖帽子，一晃就是八十多年。从长袍马褂时代必配的礼帽，卖到中山装时代不可或缺的钢铁工人
帽，从满街军帽，卖到今天旅游团的小红帽……到解放时，"盛锡福"已在全国各地开了二十多处分
店。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出国访问时，戴的都是"盛锡福"产的帽子。八十余
年来，无论中山路如何变化，"盛锡福"一如既往，专营帽子。但现在，?"盛锡福"的生意越来越难
做了。本来夏天是帽子销售的旺季，但现在旺季不旺，女人们打"天堂"伞的多了，戴太阳帽的少
了。由此可见，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是上帝，也是企业利润的最终来源。而原本让老字号企
业引以为傲的精湛工艺和手艺，以及独特的服务和神秘的气氛，却因为消费者的口味和喜好发生变
化而不渐渐失去市场。 
   3、品牌传播不到位。许多老字号企业深信百年品牌，就不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品牌宣传工
作。因此就忽视了对品牌的持续宣传，放松了对不断更新换代的消费者品牌情感的持续培育，导致
顾客群体转移或者消失。在当今信息爆炸的年代，产品同质化以及传播的过度逐渐培养了消费者的
挑剔眼光，如果不能保持持续的传播，消费者就会淡忘，有人就曾经提出，如果可口可乐一天不作
广告，其销售量将下降10％。 
   4、品牌法律保护意识淡薄。在法律不健全和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一些不法分子往往会利用
“老字号”的金子招牌，仿造产品牟取暴利。造假者乘虚而入造成大量假货充斥市场，这些假冒伪
劣使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降低，同时还分羹“老字号”的品牌资产，致使“老字号”的品牌形象
严重受损。 
   据统计，1993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确认了1600多家“中华老字号”。这些老字号平均都有
160年以上的历史，最长的甚至达到三四百年。它们凭借着良好的信誉、独特的产品、优质的服
务，曾在当地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商务部最新调查表示，在这1600家



 

老字号中，320家企业面临长期亏损的困境，1120家企业勉强维持现状，只有160家企业处于盈利状
态。而且剩余老字号正在以每年5％的速度消失。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不具备中华老字号资格的企
业滥用老字号的牌子，影响了老字号的声誉，造成了市场的无序竞争。因此，老字号企业需要在保
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不断开拓创新，充分挖掘品牌的竞争与创新潜力，适应市场发展需求。 
   首先，树立现代营销观念，采用现代营销管理例念。老字号在经营中恪守古训、信守商业道
德的同时，必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突破“老”的束缚。亨得利眼镜店是中山路上为数不多
的能够挺过来的老字号之一，原因就是亨得利适应了市场变化，"店是老的，眼光是新的。"?把经
营重心从钟表转向了名表，同时，亨得利这些年花了不少钱培训员工，把技师送到国外进修，把服
务员送到外地培训。面对高端客户，他们有配套服务，他们甚至把航空小姐的服务标准拿到了店
里。在经营上，他们自觉地放弃了老式手写记账法，改用微机联网，网上订货。改制后，他们在管
理上也丢掉了国有老企业的种种做法，建立以市场为核心的现代化管理模式。?这样就以品牌战略
以及营销服务形成竞争优势，从而不断树立老字号的新商誉，努力重振雄风。 
   其次，进行品牌创新。老字号创新的品牌价值，是以产品为基础，对产品形象、工艺、服务
提供的情境、与产品相关的风俗等元素的整合。更换包装和推出新品是品牌焕发新生命力的常用方
式，而此举对于老字号而言，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和发扬品牌文化，求新图变，吸引新兴消费群体，
保持品牌的生命力。众多老字号对此都有共识，不断推陈出新。从经营上，"盛锡福"经营者表示一
定要坚持品牌创新，不会放弃帽子，但要在帽子与时尚的关系上做文章，让帽子成为时装的一个组
成部分，让帽子市场从老年与儿童消费向时尚都市女性消费拓展，让帽子像手提包、皮鞋一样成为
爱美女性不可或缺的服饰。 
   再次，加强品牌传播。长期以来，老字号主要凭借口头传播建立声誉，这也是其特点之一。
然而，在当今快速的信息流和广阔的商业圈面前，这种口头的传播方式限制了品牌传播的速度和广
度。尤其是在随着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必须加大品牌传播力度，建立品牌知名度。现在许多老字
号企业一般都属于地域性品牌，在地方上算得上是名牌，但出了自己的“地盘”就基本上没人知道
了。  
   第四、保护品牌资产。一个品牌资产价值的形成包括四个方面：知名度、品质、忠诚度和关
联性，因此品牌经营就是建立和不断提升品牌的知名度、认知度、忠诚度和联想度，以及美誉度。
老字号企业的品牌资产与现代品牌的价值差别悬殊。 因此，一方面，老字号企业要强化商标注册
意识，重视无形资产的评估，使金字招牌取得应用的量化价值。同时，还需要重视品牌价值建设和
提升，审视一下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找出目前品牌建设的不足之处，进行
改进，在品牌形象和品牌文化内涵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要注意法律上的保护和对假冒产品的打
击。 
   第五，挖掘品牌文化。老字号本身就是一种积淀深厚的文化，有着历史悠久的优势，是一种
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资源，也正是其文化支撑了老字号经历百年的风雨，在这个层面上中外相同，
古今相同。比如:”亨得利”取"生意亨通，利市百倍"之意。而“瑞蚨祥”的寓意更是美好吉祥，
古代传说中有一种飞虫叫“青蚨”，样子像"蝉"，能飞去衔来铜钱，而"瑞"是吉祥的意思，于是店
名叫了"瑞蚨祥"。另外一家盛锡福帽店暗含创始人刘锡三的名字“锡”字，同时又有昌盛福德之
意。如果以上老字号深刻挖掘其传统风格、传统技艺、传统经营方式以及传统品牌的文化内涵，延
续它们的历史渊源，维护他们的“正宗”名誉是极为重要的。老字号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珍视企业文
化和品牌潜质，并以传承中华老字号品牌文化为宗旨，创建老字号自律机制、正确引导老字号发展
为己任，大打文化牌，不断提高其无形资产,尤其是商号价值。 
第六、适当进行品牌延伸。品牌延伸是把双刃剑。有的老字号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盲目从事别的行
业，进行多元化扩张，导致丧失了竞争优势。王麻子剪刀厂与北京市文教器材厂等毫不相干的十几
个厂子合并，并重新注册了王麻子商标，应被视作“王麻子”品牌延伸和盲目扩张的一大败笔。当
然，品牌本身的知名度始终是品牌延伸的前提条件。李锦记、全聚德等两家老字号勇于冲破传统商
业模式的桎梏，积极向成功的现代品牌学习，都利用其较高的知名度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延伸。  
   第七、品牌要走向国际。 数百年来苦心经营所造就的老字号，代表的是高超神秘的传统工
艺、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和有口皆碑的商业信誉，故而流传至今仍颇受青睐。在残酷的国际竞争
中，中华老字号必须克服守旧的心态，树立国际化经营观，走出国门，与洋名牌一争高下。老字号
企业必须把传统经营方式与现代生产技术、管理方法结合起来，让企业的生产服务和经营方式更符
合国际标准，焕发出现代风采。 
   总之，老字号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也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中华老字号只有积极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才能开辟企业生存发展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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