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美张文中：线上零售竞争将改善生产力

改造传统零售

在2020中国电子商务大会现场，就零售

企业该如何以数字技术提升企业效率，数字

化进程将如何革新零售行业，张文中发表了

主题演讲。在他看来，数字化新时代对于传统

产业带来的巨大变化，使传统产业具备新的

创新能力，也使电子商务这个概念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今后电子商务和实体经济也会更

加紧密地融合。

无论是电商将触角向线下延展，还是实

体企业打通线上渠道，实现双轮驱动，在疫情

的倒逼下，两者的双向渗透既是企业为在当

前的经济环境下提升抗风险能力，更将对零

售行业的供应链生态产生深刻影响。

事实上，作为一家传统的实体零售企业，

物美不仅早已调转船头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

运作，还在2015年创建分布式电商品牌“多点

Dmall”，以商业数字化来帮助传统零售升级

改造。同时，为传统零售商提供了自助购、自

由购等智能购物解决方案，将线下的消费者

转化成为数字化会员。

数据显示，目前多点已经服务了100多个

零售企业、13000多个店铺，拥有1.1亿的用

户，月活达到1800万。张文中认为，多点最核

心的就是五个要素：刚需；高频；低投入；可持

续，高增长；零售数字化操作系统。

“在业内，人们已经不再争论要不要做数

字化转型，这已经成为过去的话题，”他向北

京商报记者说道。

数字化试金石

意识到数字化升级的重要性只是第一

步，对于企业而言，真正将数字化落到实处才

是关键，疫情给了企业们尝试的契机。

受疫情影响，前置仓营业，在此情形下，

每日优鲜以智能化数字系统迅速分担单仓的

订单，有效缓解仓内爆单的压力，而仓内固定

的动线设计、骑手智能配送系统等则进一步

在特殊时期发挥优势，为订单的强压提供了

支撑。

而物美、多点则在疫情期间联合推出了

“物美多点社区抗疫服务站”。物美多点利用

大数据选取消费者日常需要的蔬菜水果、肉

蛋奶、米面粮油等最基本的居家做饭生活的

必需商品组成套餐，满足百姓一站式购物需

求。社区居民通过手机多点App下单，选购各

种套餐，物美物流中心发挥供应链优势，集中

分拣，及时发送到各个社区。消费者按订单到

服务站自提，购物结账提货全程不接触。

“物美当前的线上销售占比已达到80%，

数字化平台的成熟以及扎实的网点支持，物

美现在能达到30分钟送达，在分拣环节我们

也不断革新，因此我们能在疫情期间迅速反

映消费者的需求，”张文中说道，“今后，物美

将进一步加快数字化进程，而且数字化一旦

取得初步成果，网络化、人工智能等技术将进

一步放大它的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倒逼供应链升级

数字化进程对零售供应链体系最显著的

影响，便是效率的大幅提升。而高效率所带来

的降成本，则成为企业领先于同行的重要加

速器甚至是核心。

张文中认为，企业要彻底回归商业本质，

找出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用数字化理论、方

法、技术、经验进行解构、重构，也就是标准化

和模块化。一个现有的大型零售企业，可能会

被解构成800个标准模块，而标准模块就是最

小可行化产品，它们能形成闭环，真正提升工

作和生活效率。

至于当前实体零售纷纷转战线上所导致

的激烈竞争，张文中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部

分企业以资本“烧钱”，可能会对零售企业数

字化转型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零售企

业来说，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便是如何以

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服务来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我相信这样的竞争有利于改

善生产力”。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国内农业产地

仍然存在供应分散、分销链路复杂、产品难标

准化等难题。零售专家胡春才表示，目前生鲜

行业中，众多零售企业在供应链上进行探索，

并整合资源。然而，从上游解决“三农”即农

业、农村、农民的供给模式，到下游消费端保

证生鲜品质，目前还只是一个开局，行业内还

未出现能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的玩家。

“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

于产品质量，对于食品安全越来越关心，而

且数字化为我们更好地实现高标准、严要求

提供了基本的保证，”张文中在会上说道，

“随着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进一步提高，产

地直采让农产品从田间地头，更有效、更安

全、更直接地直达城市流通中心，直达超市，

直达老百姓的餐桌，这就是我们提高食品安

全标准的未来。”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何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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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部正片配18个衍生节目 老综艺开辟新战场 解约英超后PP体育首度发声：
赛事版权价格亟待回归理性

北京商报2020.9.7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王晓）9月6日，
针对PP体育与英超终止合作一事，PP体育

总裁王冬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上表示，疫情加速体育赛事版权市场回归

理性，燥热的体育版权市场需要适时降温，

这将是疫情后体育产业最大的趋势之一。

9月3日晚，英超联赛官方发布声明，称

已经终止了与中国地区转播商PP体育的合

约。与此同时，PP体育也发布公告，宣布与英

超解约。

不过，对于解约原因，双方却各执一词。

在声明中，PP体育表示，“经过多轮会谈，PP

体育与英超在版权价值方面存在分歧，非常

遗憾目前我们未能与英超达成协议，虽然PP

体育已依照协议向英超联赛超额预付版权周

期费用，但PP体育仍将终止与英超的合作”。

而据英国媒体《每日邮报》报道，“PP体

育本应在3月支付的1.6亿英镑费用被搁浅，

按照协议，PP体育需要在2020年3月向英超

支付完毕全部三年版权期80%的费用，约4亿

英镑”。有消息称，此前PP体育母公司苏宁集

团已经支付了2.65亿英镑的版权费用，但因

为疫情原因，苏宁集团并没有支付剩余金额

（约1.6亿英镑），这最终导致双方合作终止。

对此，PP体育表示，在英超三年版权期

实际开赛进度不到20%的赛程时，已支付了

商定费用总额的一半。换言之，在三年版权

期只执行了20%的情况下，PP体育已经支付

50%的版权期费用。

PP体育提到的三年版权期要从2017年

说起。2017年，PP体育以三年5.64亿英镑的

价格拿下了英超联赛2019-2022年三个赛

季的独家转播权，据签订的版权合约要求，

PP体育需要先付所有版权费的50%，此后在

2020年和2021年中，每年3月分别支付30%

和20%，最终结清合约款项。

在歌华中奥集团总裁、北京奥林匹克文

化促进会副会长王奇看来，双方对于版权价

值的评估分歧是造成这次合作不欢而散的

重要因素。

事实上，在体育赛事版权方面，PP体育

与英超的纠纷并非个案。受疫情影响，全球

大量体育赛事停摆，体育赛事转播商一度无

比赛可播，广告收入锐减。广告公司Medi-

aRadar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三大体育联盟

（NBA、NHL和MLB）转播商的广告损失可

能高达10亿美元（1美元约合6.8元人民币）。

据了解，疫情在全球暴发后，法甲取消

了赛季，直接导致法国最大的电视台Canal+

电视台拒付1.1亿欧元法甲转播费，随后，连

锁反应蔓延到全球。4月，拜因体育拒绝支付

法甲、法乙的4200万欧元转播费用，6月英国

天空体育拒付意甲高额转播费。欧冠、欧联

也因为改制导致场次减少，引发了转播商的

不满，希望欧足联退回相应版权费用。德甲

新周期的版权价格只有44亿欧元，比上一周

期减少2.2亿欧元。天空体育、英国电信体育

等英国国内转播方要求从英超俱乐部获得

3.3亿英镑的退款。今年6月，英超和天空体育

达成协议，退还1.7亿英镑转播费，但中国转

播商没有得到同等对待。

王冬表示，体育赛事版权市场回归理

性，是疫情后体育产业最大的趋势之一。英

超是第一家，如果价值体系不能回归正常，

不排除还有其他企业放弃相关版权。

“大家看到过去几年国内企业在体育版

权投入上的‘冒进’，但同时大家也在更为现

实与残酷的环境之下反思，理性客观地重新

评估赛事版权的价格价值体系，也在探索体

育产业的发展模式与路径。”王冬坦言，“其实

疫情开始前全球赛事版权已经开始进入下行

周期，英超版权在本土与上个周期相比不升

反降成了挤破体育版权泡沫的一个标志。PP

体育会加大体育生态的投入与布局，但是同

样会客观理性地判断版权的实际价值。”

据了解，双方解约后，PP体育连夜出台

会员权益保障声明，9月4日凌晨0点50分，

PP体育在其官方微博发表声明，为保障PP体

育会员权益，PP体育将为英超新赛季会员、

体育高级会员、足球通会员提供或退款或延

期的保障方案。

针对与英超的解约，PP体育也表示其战

略发展方向不会改变，版权策略调整是基于

客观事实和战略考虑而做出的正常调整，PP

体育仍将致力于为广大球迷用户、版权方及

合作伙伴提供优质的服务。

一鱼多吃

当下的综艺市场分外热闹，除了热火

朝天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国新说

唱2020》、《脱口秀大会》等综艺，以上综艺

还同步推出了诸多衍生节目，借助“一鱼多

吃”共同推动整体热度的进一步上升。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共

有6档更新中的综艺节目正同步播出着衍

生节目，少则一档综艺配播一个衍生节目，

多则数量可达8个，使得衍生节目累计总数

达到了18个，达到了正片的3倍规模。

随着越来越多衍生节目的上线，此前

仅依靠加长版内容的模式便已无法持续，

因此，寻找多样化的内容角度以形成差异

化，成了节目制作方面临的新考验。

以《明日之子乐团季》为例，目前该综

艺的衍生节目包括 《明日高校就这么

BAND》《你的明子》《明日高校宿舍日记》

等，每一个均有不同的侧重点。

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

立强看来，综艺有较多娱乐潜力可供节目

制作方进行挖掘，如乐队类的选秀综艺便

可围绕学员的生活及故事进行展开，并制

作出符合大众需求的内容，向人们展示舞

台之外的一面，在更为完整地表现学员的

同时，也能吸引更多观众的注意力。

事实上，衍生节目的流量也不可小觑。

上述提到的18个衍生节目均已获得一定关

注度，部分节目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原本的

综艺正片内容。

据猫眼专业版显示，截至北京商报记

者发稿，《中国新说唱2020》的衍生节目《新

说唱不歇夜》位居9月6日综艺热度榜的第

16位，并排在《密室大逃脱（第二季）》《未知

的餐桌》等综艺的前列。此外，《乐队的夏

天》（第二季）的衍生节目《乐队我做东》，同

样位列榜单的前20位。而从播放量看，大多

衍生节目的播放量均已达到千万次规模。

创造生态链

“正片+衍生”已经成为综艺市场的发

展趋势，且包括优爱腾芒在内的视频网站，

也均对旗下综艺进行相关部署，并在播出

模式上探索着新玩法以带动更高的流量。

在正热播的《这！就是街舞》（第三季）中，

多个衍生节目便集合成一个“街舞课程表”向

优酷VIP会员开放，每周六至周五，均有不同

的衍生内容上线播出，供观众根据“课表”按

照喜好观看，如对街舞专业性感兴趣的观众

可在周日晚间观看《一起来看流行舞》，听圈

内大神解读名场面，想亲自体验并学习跳舞

的观众可在周三晚间看《JustDance》等。值

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多个衍生节目外，该节

目还推出了付费课程《街舞开课啦》，提供更

为专业的大师课。

“这实际也是一档综艺在创造自己的

生态链。”电视评论人徐志认为，综艺的价

值一直都不仅限于每期播放的正片，从此

前综艺衍生大电影就可看出，每档节目的

价值远远未被挖掘殆尽，通过将内容进一

步深入细化并创新播出模式，借助生态的

形式引流、造流，能拓展更大的生态空间和

市场价值，同时也能丰富会员内容，强化会

员服务性。

除此以外，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还有部

分综艺的衍生内容不仅会放在视频平台播

出，还会放在相关的视频社区等不同渠道

上。《中国新说唱2020》除了在爱奇艺上播

出《新说唱不歇夜》外，还在视频社区“随刻”

内推出《用说唱的方式陪你看中国新说唱

2020》《中文说唱听力测试》等内容。对此，

徐志表示，扩大渠道已经成为文娱行业的

发展路径，能多掌握并有效利用一条渠道，

便能为强化市场影响力增添一个筹码。

延伸IP价值

近年来，综艺市场的激烈竞争早已是

业内公认的事实，对于从业者而言，若要在

该领域获得更长久的发展，创新提质的要

求迫在眉睫，“内容为王”的重要性也愈发

凸显。尤其是在今年，由于特殊时期的出

现，也令综艺市场受到一定影响，更需要让

每一分投入释放出更大的IP价值。

在数字文创产业智库研究员李杰看

来，目前已经进入泛娱乐时代和跨界融

合的时期，综艺市场也需要打破此前设

下的壁垒去拥抱更多的可能性，衍生节

目实际证明的是节目制作方在改变自

身的运作思路，从此前推出大量综艺占

领市场，变为合理制定上新计划并挖掘

每档综艺的最大可能性。

TopMarketing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

Q2视频平台综艺观察报告》显示，2020年二

季度，综艺市场开始回暖，有效播放量总体

规模达到111亿，环比增长22%。而在上新

方面，共计有81部综艺在二季度上线，相比

去年同期减少19%，其中网综以相对稳定的

数量占比持续输出，并在二季度上新48部，

占比近六成。此外，衍生节目涵盖各个综艺

品类，选秀、美食、音乐等品类均纷纷上线，

延伸IP价值，竞相收割流量。

但随着衍生节目的数量越来越多，如

何把握平衡也成为不可忽视的关键。对此

徐志认为，数量是多还是少的判定，不在于

具体的数量，而在于衍生节目是否具有自

身的差异性并进行有效开发，保证不同衍

生节目之间、衍生节目和正片之间的平衡，

若能把握好平衡并实现较好的市场反馈，

衍生节目的数量便不算多，若未能平衡，衍

生节目再少也是画蛇添足。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如今的综艺市场，除了正片之间的激烈交锋之外，衍生节目也已成为抢

夺观众的必争之地。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现阶段包括《中国新说唱

2020》《明日之子乐团季》《脱口秀大会》等6档更新中的综艺，均配备了相关

的衍生节目，总数已达到18个；除了数量方面的增长，衍生节目还在题材角

度以及播出方式等方面纷纷玩出了新花样， 试图借助更多的渠道以及多元

化的内容，带动或延续整个IP的热度。

受疫情影响， 无论是生鲜

电商还是实体零售， 线上竞争

变得尤为激烈，供应是否扎实、

运力与时效是否给力、 商品是

否实惠又新鲜， 均考验着零售

企业的实力。对于这一问题，物

美集团创始人、多点Dmall董事

长张文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服贸会现场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专访时， 张文中坦言，“竞争

是好事， 线上零售竞争将改善

生产力，最终是为提升效率，更

好满足消费者需求”。

独家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