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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租衣“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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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只要499元，就能拥有亮丽的人

生”，这曾是共享租衣平台衣二三的广告语，

但如今衣二三的发展却并不“亮丽”。北京商

报记者近日发现，共享服装平台衣二三开始

以服装全新售价的0.5-3折价格销售二手服

装。业内人士认为，没有了资本的高光，共享

租衣平台开始寻找新的现金流，不过在二手

服装销售清冷的情况下，这并非明智之举。

1折出售
折价卖衣谁买单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火热后，共享租衣

似乎也走入了瓶颈期。北京商报记者近日发

现，衣二三在淘宝开设了官方优品店，该店

被分类为“闲鱼优品”，而闲鱼是闲置交易平

台。据悉，衣二三的官方优品店主要销售二

手服装。其中，一款LycheeFizz水绿色针织

衫标记售价为49元，划线价为456元；一款

KOMILINE的蓝色中长款圆领毛衣标记售

价为59元，划线价为799元；另外，一款

Jethro黑色鱼尾摆连衣裙标记售价为169

元，划线价为799元。

商品详情页面显示，商品的“划线价

格”为商品的专柜价、吊牌价、正品零售价、

厂商指导价或该商品曾经展示过的销售价

格等，仅供参考。北京商报记者以顾客身份

向衣二三官方优品店的工作人员咨询时，

该工作人员表示，划线价为商品正品吊牌

的销售价格。

从上述举例来看，服装的标记售价为划

线价的0.7-2.1折左右。二手服装与划线价之

间数百元的差额则需要衣二三的运营来补

给差额。北京商报记者查阅衣二三的收费信

息看到，衣二三主要以会员制包月换衣服务

为主。即会员按照连续包月、季卡、年卡分别

支付499元、1388元、4888元成为会员后，在

会员期内享受时装包月换穿服务。

衣二三App首页显示，该平台有超100

万件的共享服装，每件标价在几百元到上千

元不等，意味着平台至少预先支出数亿至10

亿元的成本购置服装，购置服装的费用还在

不断上涨。如果这些服装最终以1-2折的价

格全部卖出，则仅有几千万元的收入。

粗略计算，其中的差额需要有至少10万

年卡用户，或者至少30万季卡用户，或者300

万的包月用户连续复购。对此，北京商报记

者联系到衣二三的工作人员，截至发稿，该

工作人员并未对平台的注册用户、复购用户

数量给出回复。

业绩承压
共享租衣遇寒冬

衣二三的卖衣求“利”并非偶然，当共享

的风口已不在，融资渐少，而共享租衣这个

领域成本高、回本慢，平台需要寻找新的资

金流入。

在2017年共享单车掀起共享潮后，共享

租衣行业也得到了资本的青睐。其中，2017

年9月，成立仅两年的衣二三就拿到了共享

租衣行业最大一笔投资———来自阿里巴巴

领投的5000万美元，共享租衣领域再次迎来

高光时刻。此后，衣二三继续获得多轮融资。

另外，多啦衣梦在2017年3月宣布获得

了由君联资本领投、服装品牌拉夏贝尔跟投

的1200万美元A+轮融资。2018年，女神派

也宣布获得融资。

但在近两年来，共享租衣领域已经很少

传出融资消息。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该行

业有衣二三、多啦衣梦、魔法衣橱、爱美无

忧、有衣等十多家共享租衣公司。上述项目

中大多数已经倒下，仅剩下女神派、衣二三

等个别的头部公司。

在业内人士看来，租衣服务属于订阅

式消费，市场有需求，但受众略少。共享租

衣项目要想躲避倒闭的雷区，要适当转换

运营思维。

租卖结合
应从B端找流量

“共享租衣，落点在于租，而不是共享

二字。”互联网时评人张书乐表示，共享租

衣平台一直没有转变自己的经营模式，以

会员租赁为主。不过，除了针对普通状态下

的服装租赁外，更多服装租赁会发生在特

殊场景下的垂直租赁，如演出服装、婚礼或

庆典专用服装、证照用服等等。当下，共享

租衣平台整体上市场需求一直都不旺盛、

碎片化，且缺少用户黏性。大多数用户都是

为了解决某一临时性需求而选择租赁，很

难形成回头客。

张书乐进一步表示，尽管二手服装一直

在强调与洗衣公司合作，收回的服装会进行

专业清洗，但是卫生、折旧等其他原有的影

响，或许会造成二手服装交易量较少。

另外，一位回收行业从业者曾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二手、回收行业中，主要是奢侈

品、数码产品等，较为平价的服装并未占据

交易主流。

张书乐认为，共享租衣行业可以跳出现

下的运营模式，直接在线上收集碎片化需

求，并在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针对用户的需

求进行放量和服装调度，用快递的方式来达

成和用户之间的交互。同时，针对那些大规

模租赁需求，形成解决方案从B端寻求收益。

北京商报记者 王维祎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王维祎）挣扎
数月的淘集集最终还是回天乏术。12月8日，

淘集集并购重组最终失败，公司已经没有办

法正常运营。历时3个多月的并购重组仍旧

以失败告终，供应商何时能拿到被拖欠的货

款仍然遥遥无期。

公开报道显示，淘集集CEO张正平发

布消息称，公司并购重组的确失败了，投资

人已经签了投资协议，但是在最后打款阶

段出现多次拖延；公司各账户被诉前保全，

司法冻结，特别是支付宝账户被冻结，使得

公司无运营资金；公司按照破产重整、破产

清算两条路来走。北京商报记者向张正平

询问了如何解决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以及淘

集集下一步规划，但截至记者发稿张正平

并未给出答复。

一位淘集集的工作人员则证实，由于资

方多次拖延打款时间，导致资金并未及时到

位，而公司所有的账户又突然被冻结。“公司

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运转。”该工作人员还表

示，如何解决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以及如何

安置员工还都是未知数，只能等。

而在12月3日，淘集集在微博发布的公

告就已经证实打款进度并不顺利。公告显

示，淘集集已经与国内大型集团顺利签署股

权投资协议，目前处于等待打款阶段。10月

12日，淘集集还喂了供应商一颗定心丸，称

将与国内大型机构进行业务重组，最近是融

资的关键期。从计划重组，到重组失败，淘集

集并未透露所谓的“国内大型机构”的任何

细节，一度让业内质疑有保密协议的真假并

对该机构的存在性充满疑惑。

今年9月，淘集集出现了供应商集体讨

要货款事件。10月，北京商报记者在社交平

台发现部分“淘集集讨债”、“淘集集货款问

题”维权群，每个群里有数百人。据群内用户

发布的消息显示，淘集集拖欠货款多的达几

十万元，少的几千元。这也就意味着，淘集集

至少有数亿元的资金缺口。事实上，张正平

自己公开承认，2019年7月，由于内外部一些

因素，业绩增长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销售额

出现停滞；到了9月，由于融资迟迟得不到确

认，淘集集现金流开始下降，危机已经来临。

电商行业专家、上海万擎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CEO鲁振旺分析表示，淘集集此前的融

资与新一轮融资悉数用于补贴，在过去一年

中，淘集集的融资没有跟进，便出现了资金

流断裂的情况。在没有新资金注入的情况

下，淘集集又将商家货款用于平台交易补

贴，拖欠货款的悲剧随之上演。

淘集集宣布正努力重组时，行业已有众

多声音显示“这场重组的结果或许并不乐

观”。一位电商行业专家表示，如果有大型

机构并购淘集集，意味着该巨头也将通过没

有限量的补贴去运营，“淘集集的模式没有

生命力”。

鲁振旺表示，虽然淘集集与拼多多均为

社交电商，用户留存率不高，但拼多多通过

社交等低成本获取新客，而淘集集通过补贴

这样一种重模式推广，两种方式导致出现了

不同的运营效果。一直以来，阿里、京东、苏

宁等平台也在尝试下沉市场，巨头没有必要

选择不具备流量优势的淘集集。

淘集集并购重组失败
货款归还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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