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9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生产大好大瓜子和香约奶茶的

浙江大好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好大”）启用“味多美”品牌，进

入零食烤肉和果干领域。对此，北京味多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味多美”）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展开调查。业内人士认为，大好大

注册了“味多美”相关商标，依法可以使用，但北京味多美已经经营该品

牌多年，拥有使用“味多美”商标的优先权，若向知识产权局商标评审委

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大好大注册的“味多美”品牌恐被宣布无效。

荔枝业绩一览表

（数据来源：荔枝招股书）

营收（亿元）

净亏损（亿元）

荔枝发展轨迹

从今年8月传出“年内上市”消息，到10月29日凌晨递交赴美上市招股书，荔枝冲击“音频第一股”的节奏非常

紧凑。但解读招股书，荔枝仍然是个偏科生：2019年三季度营收3.3亿元，其中音频娱乐营收高达3.25亿元。此外，

成立6年的荔枝尚未盈利，2019年三季度亏损4850万元，较2018年同期的150万元大幅增加。为了平衡营收结构

并早日实现盈利，荔枝不仅要补课IoT市场，还要面临来自音频同行以及音乐、直播等相近竞争对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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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科”荔枝抢跑音频第一股

排放门槛提高
进口车环保检验新规11月起实施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濮振宇）10月29
日，针对“部分平行进口车因排放问题即将

无法报关”传闻，天津海关相关负责人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海关总署已于10月28日正

式发布2019年第168号公告，将于11月1日

起正式实施。虽然，该公告没有特别针对平

行进口车，但要求各地海关根据最新国家标

准对进口车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检测，可能

将对某些环保项目不达标的平行进口车型

产生影响。

海关总署官网显示，海关总署2019年第

168号公告名为《关于进一步规范进口机动

车环保项目检验的公告》。公告要求，各地海

关按照《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 双 怠 速 法 及 简 易 工 况 法 ）》

（GB18285-2018）、《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

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

（GB3847-2018）要求，实施进口机动车环

保项目外观检验、车载诊断系统检查，并按

不低于同车型进口数量1%的比例实施排气

污染物检测。进口企业相关车型应符合机动

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息公开要求。

今年5月1日，我国针对机动车尾气检测

实施GB18285-2018和GB3847-2018两项

新的国家标准，新国标针对部分车辆增加外

观检验、OBD检查、燃油蒸发检测等，柴油车

辆增加氮氧化物排放检验等。该标准规定，

注册登记、在用的OBD检测在11月1日前仅

检测和报告即可，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生

产汽车下线检验于11月1日起实施。

事实上，早在海关总署2019年第168号

公告发布前，相关传闻已在平行进口车商之

间传播。近日，一些平行进口车商向北京商

报记者反映，受国六排放标准实施影响，11

月1日起平行进口车报关难度加大，其中中

东版平行进口车更是将无法报关。目前，很

多车商已停止中东版车型进口。

据了解，在平行进口车市场中，中东版

车型由于售价更为实惠，且外观和国内版本

没有太大区别，很受消费者欢迎。不过，为迎

合当地市场需求，很多中东版车型排量往往

较大，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也较低。

业内人士表示，尽管此次发布的环保检

验新规所依据的并非是国六排放标准，但

GB18285-2018的检测要求同样较为严苛，

而且检测项目与2005年版旧国标相比也更

加全面，尤其是加强对汽车尾气排放的检

测，可以看作是国六排放标准全面落地前的

预热。GB18285-2018应用于海关检测，将

给进口车，特别是“非授权”性质的平行进口

车，带来新一轮考验。

目前，受国内部分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

放标准影响，平行进口车市场已开始下滑。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平行进口车累计

进口量同比增长51.3%，占进口总量的17%。

然而，今年7月和8月，平行进口车进口量下

滑幅度均超60%。今年前8个月，我国平行进

口车累计进口量增速由正转负，仅为10.99

万辆，同比下降1.1%，占进口车总量的

15.7%。

抢跑姿态

10月29日凌晨，荔枝正式向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SEC）提交了IPO申请，计划募集1

亿美元。荔枝计划将此次融资用于AI研发投

入、创新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拓展等。

此前，荔枝并不是音频产品上市传闻的

唯一主角，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喜马拉雅的类

似传闻更多。

市场对荔枝闯关IPO的高关注度，来自

于其月活用户、品牌知名度，和与其竞争对

手喜马拉雅的明显差距。

根据QuestMobile数据，2019年9月，

喜马拉雅月活用户为7975万，荔枝1521.7

万，与月活1392.4万的蜻蜓竞争胶着。

除了摆在明面上的月活竞争，在线音频

暗中的上市竞速也一直未停。

9月19日，天眼查披露，上海证大喜马拉

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喜马拉雅国内运营主

体）注册资本从2543万元增至9543万元。市

场消息称，喜马拉雅已选择高盛等安排IPO

事宜，募资5亿-10亿美元。

喜马拉雅方面回应，“现阶段喜马拉雅

尚未有明确的IPO计划”。但艾媒咨询CEO

张毅判断，“喜马拉雅一定有了上市时间表，

至少在做准备”。

而按照2018年6月蜻蜓COO肖轶透露

的“计划2-3年内上市”的时间点，三家争夺

上市第一股早就不是秘密。

亏损难题

抢跑资本市场很好，但没有企业愿意在

亏损上“领跑”。根据招股书，2018年荔枝营

收近8亿元，同比增长76%；2019年三季度荔

枝营收3.3亿元，同比增长72%。

荔枝招股书显示，营收增长主要是受益

于音频娱乐产品相关的虚拟礼品销售增加。

具体来看，2019年三季度荔枝音频娱乐营收

3.25亿元，而播客、广告和其他收入只有350

万元。而且荔枝近三年的营收中，音频娱乐

收入占比都在90%以上。

荔枝并未在招股书中披露，音频娱乐营

收具体由哪些业务支撑，仅介绍，“荔枝探索了

多样化的商业模式，如直播社交、付费内容、粉

丝会员、游戏联运、IoT场景拓展等，尝试在良

性的社区生态里衍生更多的商业化空间”。

此外，随着营收增长，荔枝净亏损也在

扩大。2019年三季度，荔枝净亏损4850万

元，2018年三季度净亏损仅150万元。

招股书显示，2019年三季度荔枝收入成

本2.6亿元，同比增长100.9%，主要原因是

“收入分成和其他成本的增长与荔枝收入和

业务增长基本一致；2019年三季度荔枝推出

了一项激励计划”。

相比收入成本，荔枝的运营费用增幅略

小。2019年三季度，荔枝运营费用1.15亿元，

同比增长79.3%。“主要是由于研发费用的增

加，销售和营销费用以及管理费用的上涨。”

荔枝在招股书中解释。

从用户方面看，荔枝的各项数据都处在

增长期。2019年三季度，平均移动月活总量

4660万台，较去年同期增加980万台；平均音

频娱乐移动月活600万台，较去年同期增长

180万台。平均音频娱乐付费用户从2018年

三季度的近25万增长到2019年三季度超过

38万，音频娱乐支付比率从2018年三季度的

5.9%增长到2019年三季度的6.4%。

寻路IoT

对于荔枝来说，语音直播是其最大的特

色，布局时间也最早。但它的对手也越来越

多，除了喜马拉雅、蜻蜓外，多个游戏直播和

在线音乐类平台都已上线语音直播。

在艾媒咨询分析师李松霖看来，“视频直

播已经逐渐走向成熟，有打赏主播、虚拟礼

物、房间付费等较为完整的商业模式，针对

主播IP的商业化打造也相对成功。而语音直

播的付费模式并未完全普及，用户付费习惯

不强。语音直播主要依靠氛围和声音来吸引

用户，在变现模式多样性上不如视频直播”。

在语音直播占据先发优势的荔枝，在

IoT市场却是新人。

梳理在线音频前三名的发展轨迹，喜马

拉雅走的是软硬结合的路线，在2017年6月

推出小雅音箱，也为智能音箱、家电、车载产

品提供内容服务。以智能音箱为例，喜马拉

雅目前与天猫精灵、小度音箱、小爱同学、华

为音箱等达成内容合作。

蜻蜓并未推出硬件产品，在2019年初，

提出“全场景生态”概念，与华为、vivo、小

米、百度、今日头条等企业合作，覆盖场景包

括智能家居、移动互联网、车联网等。

荔枝在IoT方面则相对谨慎。近期，荔枝

刚刚在IoT领域有所动作。10月16日，荔枝宣

布向小度智能音箱输出音频内容，尝试将互

动音频落地到智能音箱IoT场景。

小度方面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

“荔枝在小度内的互动方式是在近期即将上

线的新版本有屏技能中实现的，新版本技能

会上线荔枝的直播功能，小度的用户可以

通过荔枝观看和收听直播、看弹幕，并且用

户也可以通过语音交互的方式发送弹幕等。

未来双方还预计上线小度用户与荔枝直播

中的礼物打赏，进一步拓展通过小度的互动

方式”。

“在IoT场景下，荔枝与喜马拉雅和蜻蜓

有一定差距，布局看起来有些仓促。尽管与

智能音箱的合作在功能上有创新，但是从覆

盖场景和品牌合作规模上，还需要加快节

奏。”比达分析师李锦清说。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味多美”零食

10月29日，北京商报记者获悉，大好大启

用“味多美”品牌。在2019天津秋季全国糖酒

会上，大好大不仅展出旗下包括香约冲泡杯

装奶茶、袋装奶茶、果汁茶以及西瓜子、南瓜

子和葵花籽等多款传统产品，还启用“味多

美”品牌，推出了烤肉系列和果干系列产品。

据了解，大好大“味多美”烤肉系列产品

包括蜂蜜味和香辣味的烤小鸡腿、酱卤鸭

翅、酱烤鸭脖等；果干系列产品包括草莓

干、柠檬片、菠萝干等。

大好大总部位于浙江温州，设有4家子

公司，拥有大好大、香约等注册商标，其中

大好大商标主要用于瓜子类产品。目前大

好大在浙江和内蒙古等地建有3处生产基

地，总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业务涉及上

游原料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科研开发、出口

贸易、包装材料制造等。

天眼查数据显示，大好大商标信息有

132条，其中包括大好大、香约、味多美等商

标。大好大官网显示，大好大商标用于干果

炒货领域，产品包括花生、“好仁”系列瓜子、

甘草瓜子、美味什锦豆等。香约品牌用于奶

茶、咖啡、益生菌和果汁茶饮料，果汁茶包括

元气青柠、柚见桃桃和金桔柠檬，奶茶包括

25克盒装、杯装、奶茶礼盒。

“味多美”是大好大注册的商标之一，大

好大2018年5月提出申请，该商标属于国际

分类中的29品类，目前已经完成注册，主要

用于水果蜜饯、土豆片和以水果为主的零

食小吃等。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大

好大在坚果和奶茶领域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均非头部品牌，通过新商标拓展新领域

是希望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

将启动调查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大好大取得了

“味多美”在29品类中的中文字样的商标，

但北京味多美已经经营“味多美”品牌多

年，并拥有一定消费基础。对此，北京味多

美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启动调查取证程

序，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合法的手段维护自

身的权益。

据了解，1996年，北京味多美在北京阜

成门开设了第一家店，最初主要经营蛋糕、

面包、咖啡、中西式点心、月饼、粽子等产品，

如今已扩展至味多美法式面包、饼干、巧克

力蛋糕、生日蛋糕、商务庆典蛋糕等烘焙类

产品。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北京味多

美在北京、上海、河北、内蒙古、浙江等地开

设了超过400家店面。

关于“味多美”商标，北京味多美相关负

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北京味多美最

早于2002年3月4日申请注册“味多美”商

标，2003年5月7日注册成功。2018年10月，

北京味多美将主营业务使用到的包括“味

多美”在内的注册商标一并转让给天津味

多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味

多美”，北京味多美与天津味多美属于关联

企业关系），北京味多美在完成转让后，亦取

得天津味多美授权使用的权利。

目前，北京味多美在第28/29/30/31/32

等类别中已成功注册商标约190个，“味多

美”及近似商标共计49个，但29品类中的“味

多美”中文商标并未在其中。“正在申请中的

味多美商标还有十几个，陆续还会申请。”上

述负责人进一步表示，北京味多美拥有味多

美商标专有使用权、许可权、禁止权、转让

权，北京味多美将对大好大推出“味多美”商

标的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核实的信息

采取具体措施，并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北京味

多美合法利益。

抢注嫌疑

一位从事知识产权代理的人士认为，

从目前的情况看，“味多美”商标被抢注的可

能性较大。

天眼查数据显示，北京味多美和天津

味多美虽有“味多美”中文商标的权益，但并

未在29品类中注册，天津味多美所拥有的

29品类味多美商标为“WEDOME”的英文

字样。而大好大已经在29品类中注册了字

样为“味多美”的中文商标。

上述知识产权代理人士表示，味多美

经营多年，消费者早已熟知，大好大注册“味

多美”品牌是明显的抢注行为，味多美可以

通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

请大好大“味多美”商标无效。

2019年11月1日即将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2019修正）》（以下简称《商

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

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十

五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

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

五年内，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

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

效。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五

年的时间限制。商标评审委员会收到宣告

注册商标无效的申请后，应当书面通知有

关当事人，并限期提出答辩。

《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为相关公众所

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

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

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

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

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

使用。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

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

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

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法律专家、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律

师邱宝昌表示，双方产品均为食品，大好大

申请“味多美”商标，容易产生混淆。北京味

多美是较早使用“味多美”品牌的企业，可以

通过法律程序，向相关部门申请仲裁。不管

结果如何，双方都要提醒消费者，大好大的

“味多美”商标并非北京味多美的产品。

对于大好大为何申请“味多美”商标以

及相关的知识产权事宜，北京商报记者联系

采访大好大相关负责人，但截至记者发稿，

并未得到相关回复。北京商报记者 李振兴

味多美陷商标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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