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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20日，SaaS（软件即服务）

企业微盟接连发布两则消息：投资1.14亿

元控股线下餐饮SaaS企业“雅座”；将导购

功能嵌入企业微信。在特殊时期，微盟等

SaaS企业提升响应速度，在帮助商户“转

网自救”和业务增量爆发上，打开了双赢

局面。不过，待一切回归常态，能否留住这

些增量生意更为重要。

“SaaS，帮助不擅长互联网的商户，把

商品、导购、营销等活动搬到互联网上。所

谓的互联网，可以是小程序，也可以是公

众号。微盟就是这样一家提供SaaS数字

化解决方案的公司。”微盟智慧商业事业

群零售运营副总监钱华解释。

2月19日晚间的公告是资本层面操

作。微盟宣布，将以1.14亿元认购雅座

63.83%股权。此前，微盟的餐饮解决方案

主要针对线上，这是首次控股主攻线下的

餐饮SaaS企业。

交易完成后，雅座将成为微盟附属公

司。微盟计划推出集会员、收银、外卖、点

餐、预订、供应链管理于一体的一站式智

慧餐饮解决方案。

而在业务上，2月20日，在主攻公众

号、小程序的基础上，微盟又将智慧零售

的导购功能嵌入到企业微信中，支持零售

企业使用包括导购商品、推广素材等。

不过，并不是所有面向线下场景的

SaaS企业都有抱团的好运气。

在另一家针对线下场景的餐饮SaaS

企业负责业务体系中金融部分服务的鲍

磊（化名）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情况比

较艰难，线下商户开不了门，我们就收不

到扫码支付的佣金，收银工具也卖不出

去。公司也在想办法，给商户一些优惠，或

者给他们提供无息或低息的贷款，他们活

下来我们才有生意做”。

在鲍磊看来，SaaS企业不管是针对线

上还是线下，都是toB模式，是传统性生

意，稳定但难有爆发性发展，还要有抵抗

黑天鹅事件的能力。比如微盟，把导购接

入企业微信，投资线下SaaS企业，一个是

针对疫情的业务举措，一个是针对长期的

战略布局，都是在增强抗风险能力。

这种业务和资本布局的终极目的，是

为了拉拢更多的线下商户。针对这次疫

情，所有操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快”。

为了不受疫情影响，大批线下商户需

要迅速调整，尤其是一些之前没有“触网”

的企业，早决策早布局就意味着少损失。

钱华负责零售类企业运营对接，他向

北京商报记者透露，“之前微盟和商户从签

约到上线解决方案，需要一个月时间，现在

基本10天左右，最短的，我们做到了7天”。

几乎所有流程都在加速：商户“上云”

的时间从3-4个月缩短到10天，支付商户号

绑定公众号和小程序从14天变成最快3天。

提速之下，新客户不断涌向微盟。微

盟相关负责人没有透露具体数据，但表

示，“疫情期间，微盟进客速度比原来提升

了7-8倍”。

相比之下，老客户更快出成绩。以梦

洁家纺为例，2019年7月，梦洁家纺通过微

盟上线了“一屋好货”小程序云仓模式。在

此模式下，梦洁总部可以对加盟店在商

品、O2O营销等方面提供支持，与核心代

理商共享SKU库等，加盟商也可以自主选

品和定价。

疫情期间，梦洁家纺新增了近800个

云仓，让门店可售卖总仓商品。根据官方

数据，梦洁“一屋好货”小程序商城日均访

客环比提升超过300%，商城日均GMV

（成交总额）过百万元，7日内新增用户超

过20万。

商户的巨大需求，似乎微盟还无暇关

注增量如何变存量，相关负责人对此也未

予回应，但这是不能忽略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微盟发力线下商户SaaS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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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二手车商的庚子春天

降息5个点 LPR下调前夜9房企北京拿地

国企补仓

2月20日早，央行公布的LPR最新报价

为：1年期LPR为4.05%，5年期以上LPR为

4.75%。此前，2020年1月20日公布的1年期

LPR为4.15%，5年期以上为4.80%。

此次调整后，北京首套房贷的利率下限

为5.3%；二套房贷是5.8%。本轮调整前，北京

首套个人住房商贷的利率下限为5.35%；二套

房贷是5.85%。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直言，LPR

降低的主要目的是未来引导实体经济利率降

低，降低资金成本，并不是为了刺激楼市，所

以在LPR政策出台之初就针对楼市制定了专

门的政策，要求首套不得低于LPR，二套房也

不得低于LPR+60个基点。“但因为一般五年

以上贷款大部分是房贷，所以本次降息出现5

年期降低，对于房贷影响巨大。”

在本轮LPR调整前，多家房企已经开启

三轮在京抢地，其中包括：首创、首开、旭辉、

华润、中交、平安、金茂、世茂、路劲、京能、住

总、兴创、绿城、中海、实创、保利、金地、北科

建、建工、越秀、石榴、华发、卓越、龙湖、雅居

乐、招商、五矿，共27家。

最终首创、华润、中交、京能、首开、住总、

绿城、建工、兴创9家房企有所斩获，其中4宗

为联合拿地、5宗为独立房企拿地。具体金额

投入方面（联合体平均计）：绿城144.08亿元

（占比39.6%）、住总43.15亿元（占比11.86%）、

首开39.87亿元（占比10.96%）、华润37.1亿元

（占比10.2%）、中交37.1亿元（占比10.2%）、首

创29.75亿元（占比8.18%）、建工26.27亿元（占

比7.22%）、京能3.6亿元（占比1%）、兴创3.28

亿元（占比0.9%）。

在9家成功拿地的企业中，华润、中交2家

为央企；首开、住总、建工、京能4家为北京市属

国有企业；于2000年组建的兴创则背靠大兴区

政府，属区属国有企业；绿城则背靠大股东中

交，经过多轮调整，已经具备央企基因。

“这种情况（国企、央企拿地为主）不仅是

在北京，全国近期拿地的都是以国企、央企为

主，这与企业的资金情况不无关系。”张大伟

指出。

除上述9家成功拿地企业外，也有18家

“陪跑”企业目前暂无所获，但也显示出这18

家公司在京补仓的计划。

好地不愁嫁

除了一众买家的倾巢出动，“好地块永远

有人要”的定律再次应验。

北京商报记者统计显示，本次三轮出让

的9宗地块仅有2宗地块以底价成交，石景山

西黄村地块受制于商办限制，而大兴区采育

镇地块则更多是因为周边交通不便利以及打

造高密度社区的建设成本。2家摘的企业首创

与住总都分别在拿地区域内有所深耕———首

创在石景山有禧悦学府，而住总在大兴采育

有住总如院，加深区域深耕程度，不但可以增

强品牌的影响力，也能进一步节约其他方面

的支出成本。

相比之下，其他7宗地块平均溢价率

26.8%，最高溢价率49.78%，最高竞拍74轮，

即使2宗限竞房地块，溢价率也在30%左右。

三轮土拍中最具看点的是，在通州台湖

镇的出让中，“竞自持”再次现身。因调控不断

加码，北京土地市场上次“竞自持”还是在

2018年11月，住总以17.7亿元+自持2%摘得

大兴区采育0128A限价宅地。

行业分析，“竞自持”一则是因为出让的

通州台湖镇体量小、起始价低、不限价等因

素，资金充裕的房企“不差钱”，钱紧的房企也

有一搏的机会；二则是因为通州是目前被房

企们所看好的市场，区域内多为高品质住房

产品，且新房供应以限竞房为主，不限价的入

市可以说没有竞争压力。

年末集中入市

过去三年，限竞房可以说是北京的绝对

主力，所有包含居住的土地一共212宗地块供

应（包括部分流标），限竞房供应了113宗，合

计住宅部分面积是1008万平方米。共有产权

52宗地块，不限价的商品房地块仅有21宗。

然而2020年开年，北京的供地节奏明显

出现“转向”。加上1月3日石景山的2宗不限

价地块，1月20日海淀的2宗不限价地块，仅

不到两个月时间，北京不限价地块供应已多

达11宗，而限竞房地块供应仅有2宗。

张大伟表示，2019年北京合计出让62宗

住宅地块，其中只有8宗地块溢价率超过

30%，19宗超过20%。整体看，春节后北京出

让的9宗住宅地块，除了石景山和大兴采育地

块外，溢价率均超过疫情之前平均水平。

受限竞房供应井喷、同质化严重等因素

影响，北京楼市此前去化艰难，但就目前供地

节奏来看，北京不限价商品房时代即将再次

开启。虽然还处于疫情防控期，但丝毫不影响

房企们的拿地热情，拿一块少一块的北京市

场，不限价的“诱惑”难以克制。

鑫房链高级副总裁侯宇光表示，11宗不

限价地块总规划建筑面积为104.07万平方

米，扣除商业、教育配套等规划外，预计大约

能供应近万套房源。2019年商品住宅批准上

市供应8万多套，这11宗地的供应占整个市场

的1/8。目前受疫情影响，房企均不能开工复

工建设，若后期房企开工顺利及加快节奏，这

11块地预计在四季度后会形成供应。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王寅浩

原本打算正月初八开门迎客的孙宝利，

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节奏。他与合伙人

共同经营着二手车店，疫情令复工时间一再

推迟，资金、车辆滞压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实

际上，孙宝利的现状只是二手车市场众多车

商的缩影。据统计，截至2月17日，二手车经销

商复工率仅为11.14%。

在孙宝利看来，今年是一个坎儿，虽然亏

损难免，但也是转变方式尝试线上卖车的机

会。“我觉得我的心态挺好。”孙宝利，正在等

着他的庚子春天。

复工“待定”

小本生意好过冬

年前，孙宝利正常卖车、给客户过户，并

囤了些二手车准备在年后出手，但疫情的到

来，打乱了他的计划。

“二手车商都有压力，但着急也没用，只

能走一步看一步。”在谈及疫情造成的影响

时，孙宝利有些无奈，从业10多年的他也是第

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按照往年惯例，正月初八

孙宝利所在的旧车市场正式开市。“我们从初

七接到不能开业的通知，目前开业时间已延

至2月23日，但还在等通知。”他知道，防控疫

情阻断传播为当务之急，但一再推迟的开工

时间，也让他意识到，今年上半年恐怕赚不到

钱了。

实际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多地

二手车市场均延期开工。据统计，截至2月17

日18时，二手车经销商复工率不到两成。“我

估计3月初才能复工，但真正能实现交易可能

要到5月。”孙宝利说，即便开工，人员返京后

需要隔离，加上疫情期间很少有消费者会来

市场看车，很难实现成交量。

没有交易量，复工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但

孙宝利认为还能承受。他的二手车展厅规模

不大，10多位员工，一年房租约7万元。“市场

内有很多这种规模的二手车商，虽然不开工

没收入，开工面临水电等诸多成本支出，但好

在规模不大，‘船小好调头’。”他说。

不过，孙宝利坦言，传统二手车商也有库

存金额达千万元以上级的，这些大型商家通

常在市场外围有独立展厅，一些展厅年租金

达上百万元，商家承担着更多压力。

“相比大型二手车商和传统4S店，我们的

经营压力已经小很多。”孙宝利说。

存货急售

保守降价10%

虽然一直保持乐观心态，嘴上说不急，但

年前囤货的孙宝利也暗自担忧。对他来说，不

开张就意味着囤车资金难以回笼。

去年，按照二手车市交易规律，每年3-4

月为交易旺季，去年3月孙宝利的二手车展厅

成交量达28辆。为备战今年旺季，去年底他一

口气收了20辆中档车型，这也是他近三年来

年底收车数量最多的一次。

“我现在要想办法如何将风险降到最

低。”最终，孙宝利选择降价。疫情影响下，消

费寻求降低，出行受到一定影响，他预计短时

间内市场很难恢复交易，因此打算将手中积

压的车辆平价或折价出售。“上半年，二手车

交易价可能要降10%左右。”他表示，8月前一

定要将手中的车全部卖出去。

孙宝利坦言，复工后二手车商第一件事

就是消化库存，所以要抢时间。同时，受物流

和库存影响，外地车商很难来京采购，因此本

地个人交易成为消化库存的希望。

孙宝利算了笔账，手中的20辆车大约将

亏10万元左右。但由于是全款进车，没有大型

二手车商的贷款压力。“如果8月前能将手中

的车全部售出，还能赶上9月的交易旺季，让

全年利润恢复正常。”孙宝利解释称，二手车

价格随市场波动，不能存在手里，需尽快出

手，售车过程中看到车况好的车还会继续收，

让资金运转起来是二手车商盈利的前提。

“二手车商以小经济体为主，相比其他行

业影响稍小，不过同样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

难。”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表示，

体量大的二手车商可能会面临资金链压力，

车商很难从银行拿到钱，往往通过金融公司、

民营借贷，成本较高。

转战线上

朋友圈卖车从“0”开始

为“送”走手中的20辆车，今年春节在家

窝着的孙宝利并不清闲，“客户不上门就去找

客户”，“以前主做线下，但目前也在朋友圈卖

车，线下不行就看看线上”。在他看来，虽然十

几天只有个别人来咨询，成交量还是“0”，但

与客户沟通，也是收集资源的一种方式。

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停摆期间，不少车商

正通过网上资源寻找客户，汽车之家、优信等

平台上出现不少二手车商的身影。

实际上，国内二手车市场增速也逐年放

缓。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二手车累计交易为

1492.28万辆，同比增长7.96%；而2016-2018

年二手车交易量增速分别为11.46%、19.33%、

10.33%。如何在多种因素叠加下找到继续增

长的方向，成为二手车商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孙宝利认为，二手车价格

波动与新车价格相关，只要把握好新车降价

规律加上自身经验，就能在二手车市场站住

脚，把握好新车降价时间差就能盈利。

与此同时，发展线上也为行业带来新机

遇。“疫情过后挤压的需求量会得到释放。”罗

磊表示，新车和二手车都将迎来小高峰，短期

内二手车价格也将具有一定回升空间。此外，

罗磊认为，越来越多二手车商尝试转变售车

思维，尝试线上销售模式，销售方式更加多元

化，也是促进市场转型的契机。

“今年才刚刚开始，即便眼下亏损，等市

场回暖还有盈利的希望。”乐观的孙宝利等着

开业，也等着朋友圈的交易量由“0”变“1”。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刘晓梦

9家房企拿地金额一览（单位：亿元）

不同新房销售市场的全面遇阻、无奈线上，2月以来，疫情下的北京土地市场迎来一场厮杀。据

北京商报记者统计，截至2月19日，鼠年后的北京共经历了3轮土拍，合计出让9宗地块，总建设用地

面积约64.12万平方米，总成交额363.89亿元，平均溢价率26.8%， 最高溢价率49.78%，最高竞拍74

轮，27家房企参与，其中9家房企最终有所收获。房企们为何在销售端停滞的情况下，依然大举在京

拿地补仓，2月20日早间， 央行公布了最新一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年期利率下降10个基

点，5年期利率下降5个基点，房贷利率下降。

在房贷利率下降前夜，谁在疫情下的北京土拍中大举补仓？ 超过300亿元的供地又将对北京

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绿城

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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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

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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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

京能

兴创

144.08

43.15

39.87

37.1

37.1

29.75

26.27

3.6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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