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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的商业版图越来越大，可是
这么多年来，坎普拉德究竟赚了多少
钱，谁也不清楚。前些年，他经常以几
百万的身家登上各种富豪榜，甚至有
人说，他的身家一度超过比尔·盖茨登
顶富豪榜，但这些都被坎普拉德一一
否认。他说：“有人说我是世界首富，
那是假的，纯属杜撰。宜家一直属于
基金会，我和我们家都没有从宜家得
到一分钱。”

坎普拉德对宜家的运营架构设置
始终受到怀疑：截至目前，宜家仍是家
族企业，并且在未来也没上市的打算。

这位亿万富豪生前将自己的公司
结构布置得如同迷宫般“扑朔迷离”。
据《经济学人》介绍，宜家采取的运营架
构相当复杂，主要分为三块：慈善基金
会（斯帝廷·英格卡基金会）、零售部门

（英特宜家控股）及特许经营部分（英卡
纳集团）。通过环环相扣的设计，坎普
拉德牢牢掌控宜家的控制权和现金流，
却对外宣称家族并不拥有宜家一分
钱。不过根据其他信息估算，坎普拉德
的净资产约为510亿美元。

1986年，坎普拉德宣布退休，但此
后他仍在全球各地的宜家门店视察，并
对宜家的很多重要决定拍板。“我的工
作太多了，我甚至没时间去世。”他在
2014年接受采访时表示。

2013 年，坎普拉德退出宜家董事
会，并将董事长位子移交给小儿子马赛
厄斯，其他两个儿子也仍在宜家董事会
中担任要职。

据BBC报道称，宜家复杂的商业架
构曾引起不少争议，欧盟委员会曾在去
年表示，对宜家的税务安排展开调查。
欧洲绿党表示，这样的税务安排让宜家
2009年-2014年避税金额高达 10亿欧
元左右。对此，宜家方面此前曾予以否
认。

就宜家是否上市这一问题，坎普拉
德此前给出明确否认，称永远不会出现
在宜家的议程中。

（翟佳琦 陈末 娟娟）

拒绝上市
截至目前宜家仍是家族企业

1926年 3月 30日，坎普拉德出生在
瑞典南部的斯莫兰的一个农场中。他从
小就有商业头脑——5岁时，他就开始通
过在村子里卖火柴和铅笔换钱；10岁左
右，他开始在圣诞节时骑着自行车推销装
饰品、鱼、种子、铅笔……

17岁时，因学习成绩优异，他获得了
父亲给予的一笔现金奖励，于是把自己的
姓名、农场、村庄的首字母连在一起，以

“Ikea（宜家）”为名，注册了属于自己的日
用品生意。由于未成年，坎普拉德还是拜
托舅舅给他签的字。

起初，坎普拉德只是从国外进口一些
尼龙袜、贺卡、钢笔、皮夹、钟表等廉价生
活用品，再通过邮寄来卖货。他的第一个
邮购室总面积不过一平方米，却是“全行
业最经济的”。

经过70多年的发展，宜家已经从一
个瑞典乡镇企业变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家
具家居用品零售商。目前，宜家在全球有
403家连锁店，共有约19万员工，集团年
收入约 380亿欧元（约合 2982 亿元人民
币）。

据说，在欧洲，平均每5个人就有1个
人睡在宜家的床上，就连他们的商品小册
子《家居指南》，印刷数量都是《圣经》的3
倍。这一切，除了与坎普拉德的商业头脑
有关，更与他众所周知的节俭密不可分。
在形容坎普拉德的个性时，《纽约时报》用

“苦行僧般的生活”为其定义。“我花每一
分钱都扪心自问，买这件东西的钱，宜家
的普通顾客们能不能花得起？”坎普拉德
表示。

他鲜少接受媒体采访，却曾因“吝
啬”频登各大媒体的头条：他几乎不穿西
装，承认自己所有的衣服都是从跳蚤市
场里淘来的；他的“座驾”是一辆超过20
年的沃尔沃，家里的家具是从宜家淘回
来的打折货自行拼装的；他舍不得花22
欧元理发，选择在去越南等国家出差时
顺便理发；他会重复使用茶包，还会打包
餐厅内带独立包装的盐和胡椒；他对员
工也很严格，比如要求员工用纸的正反
两面写字……

商人天赋
5岁开始做生意 17岁创立宜家

宜家之父英瓦尔·坎普拉德：

从卖火柴小男孩到亿万富豪

1950年，坎普拉德结婚并有了一个女
儿。同年，他开始涉足家具领域。1951年，
瑞典新建的百万套公寓，于是坎普拉德决
定专攻家具销售。坎普拉德推出的第一
批家居产品是扶手椅和咖啡桌，他为每
种家具都起了好听的名字，例如扶手椅
叫“露丝”。他还把邮购广告改进成一种
叫《宜家通讯》的小册子，将所有商品在
小册子里集中介绍给顾客。邮卖虽然能
节约成本，但顾客没办法直接判断真
假。于是坎普拉德把一个废弃厂房改造
成展厅兼仓库，把邮购手册上的家具摆
出来让人看到实物，打消顾客对低价商
品质量的忧虑。“宜家专卖店”的雏形就
此诞生。

1956年，坎普拉德引入“扁平包装”的
概念，此后这几乎成为宜家的代名词——
通过让顾客购买扁平包装的零件后自行
组装，大大降低了商品价格。在很多外媒
的报道中都显示，一位宜家员工在搬家具
时无法将一张桌子放入汽车后备厢，索性
把桌子腿拆了下来，这让坎普拉德萌发了
一个全新的经营理念——将家具“扁平封
装”，让顾客自己回去组装，这不仅可以节
省高昂的运费，还大大节省了货物的贮藏
和销售空间。宜家的经营理念也就此固
定下来。

1960年，坎普拉德离婚，3年后再婚，
并先后生下3个儿子——彼得、乔纳斯和
马赛厄斯。同时，宜家开始逐渐拓展海外
业务，1960年，宜家在丹麦和挪威开了两
间分店。此时，宜家销量的一家独大开始
引起其他零售商的嫉妒，他们联手在供应
商上“卡宜家的脖子”。这场危机很快被
化解，坎普拉德另辟蹊径，去波兰进货组
装，此举还为宜家的发展节约了不少成
本。随着业务的发展，宜家推出了自有品
牌和有自己风格的家居用品，并聘用专业
的家具设计师进行贴近生活的设计。

1970 年，宜家开始扩展到瑞典和加
拿大，1985 年在美国开设第一家门店。
直至20世纪90年代，宜家在东欧地区风
靡一时，在21世纪到来时，又扩展了俄罗
斯和中国地区版图。

灵感诞生
“扁平化包装”成重要转折

坎普拉德一生都践行着节俭和
勤勉的作风，他将这些习惯归结为宜
家成功的基础。而他为“节俭”做出
最重大的决定，莫过于背井离乡、移
居瑞士，以躲避瑞典相对高昂的税
款。

1973 年，宜家将总部从瑞典搬
到丹麦的哥本哈根以躲避商业税，
此后他又举家搬到税率更低的瑞
士，宜家所属的基金会则放在荷
兰。直到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才
重新回到瑞典居住。坎普拉德定居
瑞士30多年，不仅将个人所得税降
到每年20万瑞郎，还绕开了瑞典的
遗产税。

1976年，他写下著名的宣言《一
个家具商的戒律》，规定“简约即是美
德，浪费就是罪恶”，所有宜家雇员都
务必领会“宜家精神”，克勤克俭，谦
恭有礼，不仅要对宜家的每一款产品
都烂熟于心，更要对宜家的精神心领
神会。1997年，坎普拉德接受《纽约
时报》采访时表示：“众所周知，我是
一个非常节约的人，我从不坐头等舱
出行，宜家所有的高管也不坐。这正
是我对宜家文化的贡献。”

1999年，坎普拉德出过一本书，
讲述自己的成功经历。他说，宜家的
成功靠的是节俭：在郊区土地便宜的
地方建商场，购买打折的原材料；把
销售人员减到最少，让顾客没有压力
地购物；在家具看不见的表面不用抛
光，使用扁平化包装，让顾客自己把
商品拉回家组装……

这种勤俭节约的品质也被他传
递给了孩子，他为子女在如何避免不
必要的花费方面定下规矩，譬如不能
购买私人飞机。

他还经常在全球各地的宜家门
店“微服私访”，冒充普通顾客向店员
提问，或者有时反过来，在宜家的顾
客面前冒充店员。他时常在宜家的
董事会和各种大学里演讲，鲜少接受
采访。

朴素节俭
“宜家的成功归功于节俭”

世界著名家居连锁企业
宜家集团创始人、“20 世纪
最杰出的创业者之一”英瓦
尔·坎普拉德 1 月 27 日在瑞
典家中去世，享年 91 岁。5
岁卖火柴赚零花钱，17 岁创
立宜家，30 岁开办第一家正
式宜家店铺，80 岁仍跑到在
全球各地的宜家门店“微服
私访”，身价超过 510 亿美
元，却始终因宜家复杂的架
构备受“逃税”的争议……

坎普拉德去世之后，瑞
典和全世界都给予他高度评
价，瑞典外交部部长玛格特·
沃斯特罗姆在社交媒体上盛
赞其为“让瑞典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之人。从年少创业
到淡出家具帝国，坎普拉德
的人生和他的财富一样，充
满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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