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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引入国资为哪般
本报记者 周 雷

“拼多多过去几年的成长基本是靠规

模和商业模式驱动的，但随着市场竞争越

发激烈，拼多多必须用更精细化、更底层

的核心竞争力驱动。”在谈及拼多多黄峥

辞任董事长一事时，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主任曹磊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这样表示。

3 月 17 日，拼多多董事长黄峥发布

2021年度致股东信，宣布经董事会批准后

将董事长职位交棒给联合创始人、现任

CEO 陈磊，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未来，

黄峥称自己将结合个人兴趣，致力于食品

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研究，并着眼于拼多

多未来的长远发展，“去摸一摸 10 年后路

上的石头”。

曹磊认为，出身技术研发的人通常具

有一定情怀，希望成为某一技术领域的

“大牛”或者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这从黄

峥辞任后专注的科学领域或可得到更多

验证。

去年 7月 1日，黄峥卸任了 CEO，他原

本计划在一年整的时候和陈磊完成董事

长职位的交接，但却提前辞任。在致股东

信中，黄峥表示之所以会提前辞任是因为

两点原因。一是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甚

至异化让他意识到传统的以规模和效率

为主要导向的竞争有其不可避免的问

题。要改变就必须在更底层、根本的问题

上采取行动，要在核心科技和基础理论上

寻找答案。二是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导

致的外部环境剧烈变化，加速了拼多多内

部业务和管理迭代。拼多多从一个纯轻

资产的第三方平台开始转变，在仓储、物

流及农货源头进行新一轮投入，新业务迅

速成长。黄峥认为，内部变化改变了拼多

多，锻炼了新一代的管理者，是时候让更

多“后浪”塑造属于他们的拼多多了。

对此，曹磊表示，黄峥投身科研也契

合了经济和科技结合的潮流。他选择农业作为方向，很大程度源于在

工业互联网之外，看到了农业互联网的巨大机遇。

如今，技术派的陈磊接任拼多多后，未来会采取怎样的策略仍有待

观察，不过从现阶段拼多多的发展态势中可以看出一些势头。陈磊在

前段时间出席财报会时表示，去年，拼多多来自农（副）产品的成交额为

2700 亿元，占全年成交额的 16.2%，远高于行业 3%左右的平均占比，

1200万农户通过拼多多将产品直接出售给了全国消费者。陈磊表示，

拼多多将继续围绕线上线下，为农业价值链各个环节寻找优化解决

方案。

不难看出，聚焦农业是拼多多未来的重头戏。“我们的这项工作正

在深入推进当中，预计需要几年的持续投入和建设，才能够让这个平台

发挥潜力并且有效提升相关商品的履约效率。”陈磊在电话会议中称。

另外一个数据同样值得注意，2020 年，拼多多投入研发费用为

68.917 亿元，较上一年增长 78%。由此可见，注重技术研发，也成为拼

多多未来转型发展的基础选项。

本版编辑 周颖一 李 景

不久前，苏宁易购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购”）

宣布引入国有战略投资。本次交

易完成后，深国际控股（深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国际”）将持

有苏宁易购 8%的股份，深圳市鲲

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鲲鹏资本”）持股比例为

15%，深国际、鲲鹏资本均为深圳

国资。

苏宁易购表示，本次引进国

资战略股东，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零售服务业务，提高

公司资产及业务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有助于更快推

动企业长期战略的实施落地。这正应了苏宁创始人张近

东的说法，“在内外部多种因素交织的 2021 年，注定会成

为苏宁发展过程中意义特殊的一年，也必将是苏宁近十

年发展的转折之年”。

缓解债务压力

今年 2 月 25 日，苏宁易购突然停牌，并发布公告称，

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张近东以及股东苏宁电

器集团有限公司通知，拟筹划本公司股份转让事宜，预计

转让比例为 20%至 25%，股权受让方属于基础设施等行

业。根据拟转让股份比例，预计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变

化。由此引发多方猜测。

自去年 11 月以来，苏宁易购就卷入“债务危机”传闻

漩涡之中，有关债券价格大跌。苏宁迅速出手，在 3 个月

内兑付债券179亿元，也未彻底打消投资者疑虑。

今年 2 月 10 日，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发布公

告，将苏宁易购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中诚信

国际表示，苏宁易购短期债务占比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且可动用货币资金对短债的覆盖能力较弱。苏宁易购股

东苏宁电器本部债券集中兑付压力较大。截至 2 月 10

日，苏宁电器今年内到期及回售公司债券本金为 104.88

亿元。

业界注意到，今年 2 月 1 日，苏宁电器对“16 苏宁 01”

开展置换要约。此外，苏宁易购实际控制人将苏宁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权进

行质押。上述情况反映出企业流动性较为紧张。

在债务承压的同时，苏宁易购盈利状况堪忧。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零售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

苏宁线下零售板块经营承压，同时线上零售板块及物流

板块投入加大，导致经营出现较大亏损。上市公司业绩

预告显示，2020 年苏宁易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亏损额预计为60.87亿元至65.87亿元。

业界普遍认为，苏宁易购最新公告明确拟引入国资

股东的事宜，增强了企业发展的确定性和市场信心，对苏

宁易购更好推进转型升级将产生积极影响。

据悉，按本次交易股份转让价格 6.92 元/股计算，苏

宁易购将引入 148 亿元战略投资。股份转让款将优先用

于通过增资苏宁电器集团等方式来提高股份转让方的资

本实力，优化财务结构。

优化股权结构

从苏宁易购的股权结构看，此次交易完成后，苏宁易

购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近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宁

控股集团持股比例为 16.38%，苏宁电器集团持股比例为

5.45%，淘宝中国持股比例为 19.99%，鲲鹏资本持股比例

为 15%，深国际持股比例为 8%。苏宁易购将处于无控股

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公告显示，苏宁易购将在深圳设立华南地区总部。

深国际、鲲鹏资本作为产业投资人，将与其他深圳市属国

企共同围绕商品供应链、电商、科技、物流、免税业务等领

域，对苏宁易购综合赋能；协调相关方为公司及其业务发

展提供必要的政策、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支持。与此同

时，深国际、鲲鹏资本还将积极推动苏宁易购治理的规范

化建设，完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保持公司核心管理团

队的稳定，促使公司进一步聚焦核心主业，实现整体业务

的高质量发展。

分析人士认为，从此次方案

来看，股权结构、治理结构设计充

分市场化，也充分尊重张近东以

及其所领导的管理团队的能力和

价值。

聚焦零售主业

苏宁是实体零售业互联网转

型的代表性企业，其以“科技转

型、智慧再造”为核心，实现线下

实体连锁店与线上易购平台共同发展。

目前，苏宁由传统家电连锁企业转型为智慧零售巨

头，着力服务“全客群”、经营“全品类”、拓展“全渠道”。

近年来，苏宁更是不断聚拢资源，股权投资接连不断。比

如，48 亿元收购家乐福中国 80%股权、42.5 亿元收购天天

快递、27亿元收购万达百货、3.34亿美元控股 PPTV、6600

万美元收购红孩子母婴……此外，苏宁还重金投入足球

项目，控股了意大利国际米兰俱乐部。

这些投资在业内看来，转型大方向是对的，那就是打

造综合性零售集团，通过必要的战略并购，快速布局卡

位，在互联网零售中赢得主动。但不得不说，苏宁的一些

投资离主业较远，分散了精力和资源，出现亏损甚至拖累

了公司发展。此外，持续大手笔投资需要稳健的现金流

支撑，而苏宁核心主业盈利能力也不足以支撑。

于是在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张近东就强调，2021

年苏宁要牢牢把握“聚焦”和“创效”两大发展主基调，实

现从商业模式向盈利模式的转变、从零售商向零售服务

商升级。

“第 4 个十年，苏宁正在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但同时

也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张近东表示，针对不断变化的市

场环境，苏宁将坚持聚焦零售赛道的优势业务，坚持效益

优先的发展导向，既要有“宽路当窄路走”的定力，更要有

“窄路作宽路行”的能力。

今年，苏宁将进行大刀阔斧的业务变革，加快开放赋

能、优化线下店面结构、推动大快消供应链融合、推进物

流网络的结构调整；将聚焦家电、自主产品、低效业务调

整以及各类费用控制等 4 个利润点，强化苏宁易购主站、

零售云、B2B平台、猫宁4个规模增长源。

“未来 10年聚焦零售主业，要大胆调整，该砍的砍，该

转的转。”张近东说。

在张近东表态后，天天快递承接的低价值、高亏损外

部业务单量已计划进行快速调整；PP 体育以及苏宁旗下

的足球俱乐部也在加速调整；江苏足球俱乐部（原名为江

苏苏宁足球俱乐部）也于 2 月 28 日下午停止运营。种种

迹象显示，苏宁的改革步伐正在提速。

近日，长安汽车公布最新销量数据。数据显示，

2021 年 2 月，长安汽车总销量为 16.27 万辆，同比增

加 465.82%；2021 年 1 月至 2 月累计销量为 41.47 万

辆，同比增加 153.89%，位居中国品牌汽车前列。长

安汽车销量上扬的背后，正是其“第三次创业——创

新创业计划”成果的集中爆发。

多维布局，战略转型不遗余力

2017 年，长安汽车对内发布了第三次创业——

创新创业计划。彼时的长安汽车刚刚经历了 2016 年

波峰到 2017 年谷底的巨大变化。面对产业变革和市

场变化，长安汽车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向智能出行科

技公司转型。四年时间里，面对市场和环境不断变

化，计划与时俱进，不断进化。

2020 年底，第三次创业——创新创业计划对内

更新到 4.0 版本，长安汽车将自己的定位更新到“智

能低碳出行科技公司”。这是适应时代发展所做出的

调整。

战略转型，长安汽车不遗余力。从服务提升、品

牌向上、智能化、新能源、新业务多维度布局，全面

推进。品牌标识和面貌也焕然一新。

从服务客户向经营客户转型。长安汽车深入洞察

客户需求，以客户愉悦为价值核心，实现从被动服务

到主动服务、从服务车到服务人、从合同纽带到情感

纽带的三级进阶。

从经营产品向经营品牌转型。为满足不同客户需

求，长安汽车构建起了全新品牌架构，不断推动品牌

向上。目前，长安已形成整车品牌和新业务品牌两大

类品牌群，包括长安汽车、欧尚汽车、凯程汽车和

AB 汽车 （高端） 四个独立整车品牌，长安出行、车

和美等新业务品牌。

从传统产品向“智能化+新能源”产品转型。长

安汽车依托行业领先的全球研发体系，以打造经典产

品为核心，致力于将“智能化”和“新能源”打造成

为长安品牌的标签。

聚焦两大核心竞争力，创新创业多点开花

在第三次创业——创新创业计划的指引下，长安

汽车聚焦效率和软件两大核心竞争力，脚踏实地，多

点出击，技术积累取得一系列成果。

在智能化领域，长安汽车在 2018 年发布智能化

战略——北斗天枢计划。长安汽车已掌握三大领域

200余项智能化技术，同时，实现智能语音、飞屏互

动等 70 余项智能化功能在量产车型上的搭载。2020

年 3 月，在中国率先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量产体验。

2021年3月1日，长安汽车APA6.0远程智能泊车技术

也在全球实现了率先发布。

在新能源领域，“香格里拉计划”有序开展。

2019 年，发布了“长安智慧芯”——长安新能源最

新研发的第三代控制器 SVCU （智能整车域控制

器），性能提升70%，可适配混合动力、PHEV、纯电

动、燃料电池等所有车型，其性能、品质和成本达到

国际一流水平。

2020年6月，长安汽车推出高端产品UNI序列首

款车型，UNI-T 以“未来科技量产者”的姿态开启

长安汽车对新时代汽车产品的探索。2020 年 11 月，

长安汽车亮相推出代际领先的未来科技中大型 SUV

车型 UNI-K，搭载蓝鲸新一代 2.0T 黄金动力总成和

高阶智能科技，让未来美好触手可及。

经过多年的耕耘，长安汽车建立了良好的用户美

誉度。截至 2020 年，长安系中国品牌用户累计突破

1900 万。在客户群体中，长安汽车开展粉丝狂欢

月、粉丝盛典大型客户关怀活动，截至 2021 年 2 月，

会员已达 1620 万人。在 2020 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全

国 15个城市 20个汽车品牌 4S店的测评中，长安汽车

获得84.2分的优异成绩，位居自主品牌服务满意度前

列。

紧贴“十四五”规划，再攀创新发展高峰

创新发展，永不止步。未来五年，长安汽车将紧

贴“十四五”规划，强化制造优势，加快科技能力提

升。以科技为手段、“智能化、电动化”为特征，推

动公司向共享产业、生态产业发展，形成“新汽车+

新生态”的产业公司。

为快速构建长安汽车软件核心竞争力，2019 年

12 月，长安汽车软件科技公司正式成立。按照计

划，到 2025 年，长安汽车将建立 5 个全球体验中心、

9大体验研究基地，打造万人级客户体验团队，形成

亿级客户体验大数据；建成 L4 级自动驾驶的智能开

放平台，L4 级智能驾驶产品上市，车载功能将完全

实现语音控制；打造 5000 人规模的开发团队，软件

开发人员占比提升至60%。

自主品牌的向上向新之路，征程依旧漫长。长安

汽车将继续保持谦虚奋进，奋楫波浪，携手中国品牌

汽车齐头并进，共攀中国品牌发展新高峰。

（数据来源：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

强化战略引导 再攀自主汽车品牌新高峰

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

长安U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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