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黑色

星期五”购物季如约而

至， 但在跳动上涨的确诊数

字和此起彼伏的“封锁令”

下，今年的“黑五”可能也火

不到哪去儿。疫情冲击下，民众储

蓄意识上升、缩减开支，再加上线下消费的风

险，还有欧洲对亚马逊和“黑五”的抵制，种种

原因似乎已经奠定了这个“黑五”的悲观基调。

不过，在确切数字出来之前，“黑五”的表现还

不好下定论，毕竟压抑了许久的出行和消费冲

动或许会带来一丝希望。

·图片新闻·

德国延长并收紧新冠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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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黑五”还能红吗

国际

新CEO拯救老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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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可能说的就是这

段时间的维多利亚的秘密（以下简称“维

密”）。经历了大秀取消、被母公司LBrands

“打折”出售、又遭收购方“抛弃”的风雨飘摇

之后，维密反倒在多灾多难的2020年尾翻了

个身。尝到了三季度业绩触底反弹的L

Brands，正试图通过任命新CEO来重振这个

曾经被捧至神坛又跌落神坛的品牌。

当地时间周三，LBrands宣布任命其国

际部门现任负责人MartinWaters担任维密

首席执行官，接替自2019年2月起担任该职位

的JohnMehas，任命即刻生效。而与维密新

CEO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人事调整，比如L

Brands将曾担任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首席人

力资源官的LauraMiller任命为维密首席人

力资源官。曾任英国零售商Marks and

Spencer董事的JanieSchaffer则被任命为维

密首席设计官。

LBrands正试图重振维密。11月19日，L

Brands刚刚公布了2020年三季度财报，财报

显示，在截至10月31日的第三财季，L

Brands总销售额达30.55亿美元，同比增长

14%。净利润为3.31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净亏

损则为2.52亿美元。

超出预期的财报让LBrands的股价出

现飙涨，更重要的是，今年以来，LBrands的

股价累计上涨了116%，目前该公司市值为

108亿美元，若从3月的最低点开始算起，其

市值更是猛涨近5倍。

从财报上看，LBrands的扭亏为盈似乎

靠的是其旗下的洗护品牌Bath&Body

Works。数据显示，当季该品牌的销售额同

比增长54.9%至17.02亿美元，其中，直营渠

道销售额增长132.1%至4.47亿美元。在新冠

肺炎大流行期间，消费者对香皂和洗手液的

需求直线上升，Bath&BodyWorks的销售

大涨也在情理之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维密也出现了触底反

弹的迹象。作为LBrands的核心品牌，维密

当季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4.2%至13.53亿

美元。按照财报的说法，维密销售额的下降

是因为其关闭了大约20%的门店。

数据显示，2020年年初，维密在全球拥

有1181间门店，新增24间门店并关闭244间

门店后，截至10月31日，维密在全球共有935

间门店，其中美国有704间门店，中国有25间

门店。但维密的直营渠道销售额增长41.9%

至4.7亿美元，此外维密的可比销售额同比增

长4%，较去年同期的下降8%有显著改善。

“受Bath&BodyWorks出色业绩和强

劲实力的推动，以及维密的业绩显著改善，L

Brands第三季度业绩创历史新高。”L

Brands首席执行官AndrewMeslow如此说

道。对于维密业绩的回升，财报也提到，因为

顾客在家停留时间变长，维密睡衣和休闲类

的产品十分畅销。

维密似乎已经走过了至暗时刻。从去年

开始，一系列风波便始终围绕着维密，2019年

2月，LBrands宣布2019年将关闭北美53家维

密门店，同年11月，维密还取消了从1995年起

主办的年度时装表演“维密秀”。从那个时候

开始，维密仿佛就已走上“末路”，“维密跌落

神坛”的讨论甚嚣尘上。

当年三季度的财报显示，报告期内，L

Brands净亏损扩大近6倍，从上年同期的280

万美元增长至2.52亿美元；净销售额同比下

跌4%至26.77亿美元，同店销售额同比下降

2%。其中维密的销售额为14.12亿美元，上年

同期为15.29亿美元，可比销售额下降了2%。

也是因此，今年年初，LBrands同意将

维密控股权出售给SycamorePartners的消

息不胫而走，彼时这场交易中对维密的估值

仅为11亿美元。断臂求生，这是当时外界给L

Brands贴上的标签。

然而几个月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

发，这场收购也随即告吹。当时，因受疫情影

响，LBrands于3月17日关闭了其旗下维密、

Bath&BodyWorks以及时尚品牌Pink在

美国和加拿大的所有实体零售门店。4月22

日，SycamorePartners突然指控LBrands

违反了协议，未经其许可就关闭了门店，因此

决定放弃收购。

LBrands本计划对SycamorePartners

发起反击，但最后LBrands表示当前重点是

如何应对极具挑战性的商业环境，而非为了

强迫合作，卷入代价高昂、分散注意力的诉讼

中。也是那时候，LBrands提到，它计划大幅

削减维密的成本，同时计划将其迅速壮大的

Bath&BodyWorks部门分拆成一家独立上

市公司。

此外，LBrands还宣布了一项“前进策

略”计划，而维密便被定位为需要长期发展的

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更迭管理层人

员。现在看来，对维密的“拯救”也正是当时的

策略延续。对于未来的计划等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联系了LBrands，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

复。至于LBrands对维密拯救的具体效果，

可能也要交给时间去验证了。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25日晚达成协议，

延长从11月初开始实施的新冠防疫限制措

施至12月20日，并进一步收紧私人聚会人数

限制、戴口罩等相关规定。

为应对新冠疫情，德国从11月初起关闭

各类餐饮和文体休闲设施，仅保留外卖和理

发服务。零售与批发商店可在遵守卫生、限

流条件下营业。中小学和幼儿园可按当地防

疫政策保持开放。酒店只提供必要和明确不

以旅游为目的的住宿服务。

按照25日的新协议，此前要求的公共场

所聚集不得超过2户10人，现被缩减为与亲友

的私人聚会不得超过2户5人，但不限14岁以

下人群。此前佩戴口罩的规定仅限密闭公共

空间，现扩大至人流密集的城区、商店门前与

停车场。在7天内每10万人确诊病例超过50

例的疫情热点地区，当地学校如出现确诊病

例，七年级及以上学生必须戴口罩上课。

对于即将到来的西方圣诞节和新年假

期，新协议建议民众放弃跨年烟花庆祝活

动，呼吁民众放弃一切不必要旅行，尤其是

假期出国滑雪。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呼吁民众付出进一步的“巨大努力”，以重新

控制居高不下的新增感染人数。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5日

公布的新冠疫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天零

时，德国较前一日新增确诊病例18633例，累

计确诊961320例；新增死亡病例410例，累

计死亡14771例。 据新华社

11月25日，戴口罩的人们在德国法兰克福乘坐地铁。新华社/图

被冷落的线下

11月27日，“黑色星期五”正式到来，这是

大西洋两岸共同的购物狂欢季，作为岁末购

物假期的开端，“黑五”的销售状况直接决定

了零售商家四季度的业绩。

而今年，开局明显有些不利，特别是对于

线下零售商而言。虽然线上狂欢从11月20日

就拉开了帷幕，但在线下，或许就像彭博社在

报道中所说，“世界上最著名的商业街正准备

迎接一场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假日消费季”。

“封锁令”大概是线下零售商的噩梦。加

州州长GavinNewsom于11月19日宣布，加

州大部分地区将强制实施居家隔离令，要求

非必要的工作和集会在晚上10点至凌晨5点

之间停止，以应对该州不断上升的新冠病例。

此前不久，加州刚刚叫停了多项经济活动。

与加州类似，华盛顿州也已经宣布了为

期四周的“封州令”，从11月16日持续到12月

14日星期一，根据这项禁令，包括家庭成员之

外的人士参加的户外聚会人数不超过五人，

室内业务只能开放1/4，所有健身设施、博物

馆、动物园、水族馆和电影院关闭。对于线下

服务业而言，无疑是沉重一击。

在彭博社23日的报道中，纽约第五大道

上的名品奢侈店门可罗雀，而在沃尔玛、塔吉

特等“黑五”主力零售商推出的防疫措施下，

今年的店内抢购热潮也注定再难见到了。

事实上，美国疾控中心早就发出了预警，

呼吁消费者避免去人潮拥挤的地方购物，如

一定要去实体店购物，建议尽可能前往露天

开放市场，并在市场戴好口罩，与他人保持距

离。此外，美国疾控中心还建议消费者选择线

上购物，快递送货上门期间则尽可能选择无

接触服务。

而为了防止人群聚集，沃尔玛、塔吉特、

百思买等多家零售商也陆续宣布，将在感恩

节当天关闭线下实体店，促销的品类也有了

很大转变，多为日常消费用品，如打印机、毛

巾、袜子和内衣等。

谨慎总是有道理的，毕竟全球确诊病例

仍在持续攀升，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5日

12时27分（北京时间26日1时27分），全球累计

新冠确诊病例超过6000万例，达60037735

例，累计死亡病例1413325例，新增1000万确

诊病例只用了17天。

被抵制的亚马逊

当线下零售几近停滞时，线上似乎成了

“黑五”的主阵地。周一，德勤发布的报告显

示，61%的消费者表示计划“黑五”当天在线

购物，超过计划到店购物的消费者（54%）；

57%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害怕感染，他们对到

实体店购物感到担忧，这一数值较9月调查时

的51%上升了6个百分点。

种种迹象表明，今年“黑五”的网购人数

可能首次超过到店购物人数。

在北商研究院特约专家、北京商业经济

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看来，虽然可能会有消

费者因为不愿意出门而导致需求下降，但整

体来说，还是会有相当多的线下消费，并且很

多线下企业的线上业务都发展得比较好，比

如沃尔玛、百思买，线上下单提货都很方便，

因此只要折扣够吸引人，还是会对消费有拉

动作用的。

不过就在“黑五”前夕，作为电商主力的

亚马逊却掉了链子。自11月25日晚开始后，亚

马逊卖家后台出现订单数据不更新、广告不

更新等情况———后台崩溃了。对此，亚马逊官

方发布公告称，当前的确遇到技术故障，使得

卖家无法访问卖家中心的全部或部分功能，

但工程师已在积极解决，并表示这一故障不

会影响消费者下单，等恢复后卖家就能看到

故障期间的所有订单了。

亚马逊的宕机或许只是一时的，但在欧

洲，“黑五”遇到的阻力更大。“圣诞彩灯已经

点亮了，但几乎没有人看到。”在伦敦媒体的

形容中，牛津街的景象似乎已经预示了“黑

五”的黯淡。

一方面，对于线下零售商而言，欧洲的

“二次封锁”政策比美国更甚、覆盖范围更广：

10月30日，法国启动全国“封锁”政策；在德

国，全国性“封锁”措施刚刚被延长至12月20

日；在意大利，6个红色区域将实施“封锁”至

12月3日。

另一方面，欧洲还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

抵制亚马逊的浪潮。11月初，由于法国政府

认为亚马逊“黑五”宣传活动对实体经济不

公平，亚马逊被迫取消原定于10月26日-11

月19日举行的“黑五”活动广告。之后19日，

在法国政府的要求下，亚马逊宣布推迟法国

站的“黑五”大促活动时间，从原本预定的11

月27日推迟至12月4日。

不只是法国，在意大利、西班牙都有类

似的抵制活动出现。比如巴塞罗那市长阿

达·科劳呼吁巴塞罗那人在“黑五”和圣诞节

期间不要在亚马逊或大型在线平台上购买

商品，“这些巨头不仅不缴税，而且对我们的

城市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

被缩减的开支

在疫情阻隔的客观因素之外，民众的囊

中羞涩也为“黑五”的销售增添了一丝不确

定性。

在美国，不仅支出增速放缓，个人收入

和储蓄率也开始下降。当地时间11月25日，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10

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环比增长0.5%，

虽然优于市场预期增速0.4%，为连续第六个

月环比增长，但这一数值已经远低于9月从

1.4%下修至1.2%调整后的增速，为6个月来

最低增速。

与此同时，10月，美国个人收入环比下

降0.7%，市场此前的预期为下降0.1%或是

零增长；个人储蓄率则连续第六个月出现下

降，达到13.6%；首次申请州失业救济的人

数连续第二周增加，为7月以来首度出现两周

连升。

这些或升或降的数据表明，经济形势有了

掉头向下的趋势，而如果美国政府再不采取财

政救助行动，3月《关怀法案》通过的两项重要

联邦失业救济金将在圣诞节后失效，将会有

1200万的美国人失去救济金，对于消费而言，

无疑将会造成严重冲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刘向东表示，现在疫情的反复，对于经济的

冲击很大。而目前，美国又处于过渡时期，两党

仍然未达成新的财政刺激计划，可能进而会影

响美国的消费支出。可能到了这个购物季，支

出会增加一些，再加上大选带来的效应，但还

是有寅吃卯粮的情况存在，因此美国仍然面临

着如何在增加收入的情况下刺激消费的挑战。

不只是美国，不少国家都已经捉襟见肘

了。评级机构穆迪指出，欧洲消费支出的反弹

可能开始减弱，日益增长的谨慎情绪可能有助

于遏制疫情卷土重来，但也会对欧洲五大经济

体的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由于物流网络运力紧

张、库存短缺及消费者的焦虑，普华永道预测

英国“黑五”的总体销售额将下跌20%。

“疫情肯定会对‘黑五’产生一些影响，不

过，国外消费者的消费热情还是存在的。”赖阳

坦言。

刘向东也指出，购物季还是会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特别是预防性的消费。比如在美国，过

渡期还有两个月，政府怎么有效遏制住疫情和

经济冲击还是未知数，因此美国民众会在囤货

防疫等方面有一些预防性的支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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