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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小镇居民集资开办社区商场
拒绝商业大鳄“入侵”：“我的地盘我做主”

顾客本是老板
萨拉纳克莱克镇原先有一家商

场“艾姆斯百货”，但自从这家商场
!""! 年因母公司破产而被迫停业
后，小镇居民若想买些内衣裤或床
单之类的日用品，必须驱车前往 #"

公里以外的普拉茨堡市，麻烦自不
待言。
当听说沃尔玛计划在此地建起

一个超级购物中心时，有些人欢呼
雀跃，热烈欢迎。不过，另外一些人
担忧：这个面积超过 $万平方米的
庞然大物会让仅有 %&&&常住人口
的小镇变成它的附属物，还会使当
地小商贩的生意陷入困境。
这并非杞人忧天，类似的故事

已经在美国很多社区上演。萨拉纳
克莱克人决定掌控自己的命运：向
小镇居民募股集资，开设一家社区
百货商场，它不会因为母公司背负
太多债务而倒闭，也不会被大企业
随意收购，顾客就是老板。
从一开始就参与推动集资行动

的居民梅琳达·利特尔说，这是为了
“掌控我们的未来并帮助社区”，“我
们的理念是，这既是对商场的投资，
也是对社区的投资”。

筹备历时五年
组织者们花了 %年时间，熬过

了金融危机的考验，终于在 !&$$年
春筹得 %&万美元启动资金，约 '&&

人参股，平均每人投入 #&&美元。
!&$$年 $&月 !(日，坐落于小

镇中心地带的萨拉纳克莱克社区商
场开始试营业。商场建在主干道旁一
个餐厅旧址，占地约 )*+平方米，对
面是萨拉纳克宾馆。顾客、参观者和
看热闹的人把商场挤得满满当当。

虽然家居用品部还没装修完
毕。不过电器、手工艺品和床上用品
已经足够让顾客们有所收获。

帕特·布朗和曾在当地社区大
学任社会学教授的丈夫鲍勃也在商
场第一批顾客之中。他们一早就购
买了 !"""美元的商场股票，后来在
一次募款活动中又买了点。

帕特·布朗说：“开办商场对我
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漫长的过
程，它最终变成现实，我们感到很骄
傲，”她丈夫说：“这是一个努力自助
的小镇。”

居民投资入股
萨拉纳克莱克曾吸引大科学家

爱因斯坦、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等名
人来此消暑。如今每到夏季，到萨拉
纳克莱克休闲度假的游客仍是络绎
不绝。只是一到冬天，这里就会回归
寂静。所以当艾姆斯商店关张时，愿
意接盘的大零售商寥寥无几。
为了开办社区商场，萨拉纳克

莱克的组织者们成立了一个由当地
学校教师组成的义务董事会。
这个董事会委托当地律师查尔

斯·诺特向纽约州当局提交募股集

资的申请。由于募股对象仅限纽约
州居民，即所谓“州内募股”，组织者
得以规避联邦证券交易的复杂程序
和高昂成本。
“我代理过很多投资项目，但从

没有像这样的，”诺特说，“社区商场
的创意相当新颖。”诺特和他哥哥、
曾在美国热门电视剧《欲望都市》里
扮演男一号的演员克里斯·诺特都
买了社区商场的股票。
为了确保社区商场为尽可能多

的居民所共有，股价定为每股 +""

美元，每人最多可买 +万美元，允许
出售、转让或遗赠给后代。
很多居民，包括一些董事会成

员，起初都曾怀疑过商场能否开得
起来，不过试营业第一天，商场就入
账 *"""美元，相当大程度上消除了
大家的疑虑。其中，内衣是最热卖的
商品。

商场的临时董事会主席梅琳
达·利特尔说，商场运营第一年预期

收入 )%万美元至 ,"万美元之间，与
运营开支相抵后估计所剩无几，但她
相信，未来投资者能够分得红利。

提供购物便利
对参与投资的居民来说，能否分

得红利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社区商场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

购物便利。参与投资商场的居民海
蒂·克雷策说，没有商场的时候，虽
然可以选择网上购物，但难以判断
商品质量，不如眼见为实，并亲手体
验它的质感。
过去，克雷策也常开车到普拉

茨堡市的大商场购物，在她看来，大
商场虽然能提供更多种类的商品，
但是既不方便又缺乏亲切感。“现
在，买东西还能与熟悉的店员交谈，
这才是更好的购物体验。”
至于利润，克雷策说，“假如能

产生利润，那是额外的好处，不过我
们投资是为了社区。”

重视居民福利
萨拉纳克莱克社区商场虽然也

是典型的大商业模式，但它在运作
中更多地考虑了当地居民的福利。
首先，商场产生的盈利刨去再

投资部分，会分给投资者，其中很多
人同时也是商场顾客。
其次，商场所雇员工工资不算

高，但仍高于地区平均工资，并享有
医疗保险和带薪病假等福利。
另外，商场自规划阶段起，组织

者就向当地居民和商贩征询意见，
确保商场供应本地人最需要的货
品，这种做法持续至今。
商场收费柜台附近放着一本题

为《产品供应建议册》的笔记本，已
有顾客写上希望提供“较大的帽子
和手套”、“表带”、“带法兰绒里子的
女式牛仔裤”等字样。
同时，商场规划者尽力避免与

当地商贩形成直接竞争关系，后者
主要分布在中心繁华地带的几个街
区。例如，由于市中心已有数家鞋
店，商场仅提供有限的鞋类产品，不
售卖城中鞋店已有的品牌。这种策
略赢得了当地商贩的好感，作为回
报，一些本地商家以低价向商场提
供自家商品。

运转面临挑战
萨拉纳克莱克社区商场在纽约

州是头一家，已经引起其他州社区
的密切关注。
虽然开端颇为顺利，但如何社

区商场维持健康运转还需经历不少
考验，最大的挑战是与规模大、货源
足而具备极大成本优势的大零售商
竞争而不被挤垮。另一项挑战是在
旅游旺季过后继续吸引客流。

商场总经理克雷格·沃特斯表
示，他将发挥多年担任连锁百货商
场采购经理的经验和创意，尽可能
多地采购本国制造的产品，以及那
些还没进入大商场销售的商品，以
争取较低进价。他还想办法与供应
商维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至今，仍有一些人觉得社区商

场撑不了很长时间，但它存在的意
义，是为其他社区提供样本，也为消
费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沈敏

社区型企业兴起
能减少对外依赖
! ! ! !社区商场的出现反映了近

年兴起于美国社区的一股新思

潮! 希望降低对全球性贸易的

依赖" 将本地资源投入到服务

于社区福利的本地企业#

一些研究发现$ 本地拥有

产权的企业比覆盖广大地区的

连锁企业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贡

献更大$ 因为资金更多地在本

地流动$ 而不是流向遥远的总

部所在地#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一项研

究考察了近 !""" 个城乡地区

在 #"""年至 $%"&年期间的收

入状况$ 发现那些拥有更多小

规模的本地商业的地区$ 人均

收入比那些拥有较大规模%非

本地企业的地区增长更快&

非营利教育组织的高级研

究员斯泰西'米切尔说!(以社

区为根基的地方经济是一个趋

势$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所

表达的那样$ 越来越多的人不

满垄断经济& +

在建设社区企业的新潮流

中$ 非营利性质的合作社尤为

典型$ 如社区食品店或借贷协

会&在合作社中$每个成员拥有

平等的决定权$ 收入除了用于

再投资之外在成员中平分$或

者以直接分红的形式$ 如果是

借贷协会$ 则以更低的会费和

更高的利息作为回报&

据威斯康星大学的一项调

查估计$ 全美现存合作社超过

$!'万家$收入达 ()*"亿美元&

社区商场不像合作社那样

常见$并具营利性质$但两者目

标一致! 使所有权和控制权掌

握在社区手中$ 使社区居民共

享繁荣&

萨拉纳克莱克是美国纽约州阿迪朗
达克山区的一个小镇，湖光山色，风景如
画，空气清新，只是地处山区，冬季格外
寒冷，时有暴风雪。

也许是地理环境炼就当地居民坚强
的性格，所以当零售商巨头沃尔玛计划
进驻山区、可能危及当地小商贩的生计
和小镇固有的生活方式时，居民们决定
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商业大鳄
的“入侵”：向居民募股集资，开办一家社
区商场。

社区商场模式
美西部不鲜见

! ! ! !在英国$ 社区商场比较普

遍$在人口稀疏"难以吸引商业

投资的美国西部也不鲜见& 不

过在萨拉纳克莱克所属的人口

密集的美国东海岸地区$ 社区

商场还是新鲜事物&

过去$ 怀俄明州小城鲍威

尔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当地唯

一一家百货商店 $""$ 年倒闭

后$ 时任鲍威尔商会会长的莎

伦'埃尔哈特和其他几个居民

发动了募股集资行动$ 在 !个

月内筹得 *"万美元$建成社区

居民共有的(鲍威尔商场+&

(鲍威尔商场+一开张就生

意红火$ 如今成功运营近 +"

年$ 面积扩张至 +!"+平方米$

年销售总额 ("万美元左右$大

多数年头有盈利$ 收益最丰的

一年$ 居民股东们甚至拿到每

股 &)美元的分红&

社区商场的人气甚至带动

了周边其他零售商店生意的红

火$ 客流高峰期想在附近找个

停车位都不容易&

埃尔哈特 $""( 年受邀到

萨拉纳克莱克的市政厅演讲$

介绍 (鲍威尔商场+ 的成功经

验$吸引了近 $""名听众&

不过$ 社区商场模式并非

处处都能成功复制&去年$马萨

诸塞州格林菲尔德市兴建社区

商场的计划因为无法筹得足够

启动资金而流产$ 组织者最后

把先期筹得的 (万美元退还给

了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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