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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现暂停案例 新冠疫苗冲刺进程分化

北京商报2020.9.10

9月9日，针对“阿斯利康已经

暂停了新冠疫苗临床试验”一事，

阿斯利康中国相关负责人向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 暂停是确保实验

完整性的一项常规操作， 公司正

在努力加快对这个单一事件的核

查， 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研究进程

的任何潜在影响。疫情发生以来，

国内外药企纷纷开展疫苗研发工

作， 多个药企步入Ⅲ期临床试验

阶段。 随着首例Ⅲ期临床试验被

搁置， 新冠疫苗研发赛道的冲刺

进程也开始分化。

阿斯利康叫停临床试验

有消息称，因一名英国的临床试验参与

者出现疑似严重的不良反应，阿斯利康主动

暂停了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并接受独立委

员会审查安全数据。受此消息影响，阿斯利康

9月8日盘后一度下跌8%。

作为竞速新冠疫苗研发的企业之一，今

年5月，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确立合作伙伴关

系，在全球开发、生产和供应新冠疫苗

AZD1222，并承诺将提供超过20亿剂新冠疫

苗。该疫苗曾是研发最快的疫苗。4月，牛津大学

宣布新冠疫苗开始进入人体临床试验，一个月

后便进入下一个阶段。同时，阿斯利康和牛津大

学联合开发的新冠腺病毒载体疫苗为目前全

球处于临床Ⅲ期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之一。

对于新冠疫苗暂停临床试验的消息，阿

斯利康中国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应

称，目前公司对正在进行的牛津大学新冠病

毒疫苗全球随机对照组试验，启动了标准的

审核流程。公司自愿暂停疫苗接种，以保证独

立委员会对该疫苗的安全性数据进行核查。

“这是确保我们实验完整性的一项常规操作，

当一项试验中有任何潜在、无法解释的疾病

发生时所采取的必要步骤。在大型临床试验

中，偶然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我们必须对此进

行仔细的独立检查。”阿斯利康中国相关负责

人表示。

受到上述消息影响的还有国内企业康泰

生物。今年8月，康泰生物与阿斯利康达成新

冠疫苗中国内地独家授权合作。昨日开盘康

泰生物股价大跳水，下跌16.57%。对于后续合

作事宜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康泰生

物，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多家企业进入冲刺期

一般来说，疫苗的研发过程分为临床前

研究（疫苗原理设计与小剂量制备、动物实验

等）、临床试验申报及临床试验（Ⅰ、Ⅱ、Ⅲ

期）。在疫苗安全性、有效性得到验证后，经管

理部门审批，相关企业可拿到生产批件，进行

疫苗规模化生产，投入使用。介于临床与生

产之间的一步，Ⅲ期临床试验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在后来者的追赶下，阿斯利康或将失去

先发优势。今年7月，美国药企Moderna和辉

瑞分别宣布，旗下新冠病毒疫苗启动Ⅲ期临

床试验，并将在美国分别招募3万名志愿者。9

月，康希诺生物宣布公司开始与俄罗斯制药

公司NPOPetrovaxPharm，LLC合作开展新

冠疫苗Ⅲ期临床试验。

新冠疫苗Ⅲ期临床试验成为各大疫苗研

发企业的冲刺阶段。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

米娅·斯瓦米纳坦日前公开表示，全球已有超

过30种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有9

种新冠疫苗处于Ⅲ期临床试验阶段。

对于此次研发暂停对公司的影响，阿斯

利康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我们正

在努力加快对这个单一事件的核查，最大程

度地减少对研究进程的任何潜在影响。阿斯

利康始终秉承临床试验对参与者的安全承

诺，并在实验中遵循最高的行为标准”。

国内企业领跑

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是第一个在Ⅲ期临

床试验中被搁置的疫苗，疫苗研发赛道的冲

刺已出现分化。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9种

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中，有3款来自

中国，分别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旗下的灭活

疫苗、科兴控股开发的灭活疫苗以及康希诺

生物与陈薇院士团队合作开发的腺病毒载体

疫苗。

“我们国家处在整个世界新冠疫苗研发

的第一方阵。目前在世卫组织公布的已经进

入Ⅲ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当中，我们占了一半

以上。这个数据已经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国

内一位新冠疫苗研发相关负责人说道。

一家国内新冠疫苗研发企业相关负责人

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旗下新冠疫苗Ⅲ期临

床实验目前正在有效推进。“Ⅲ期试验结果出

来之后，我们的产能会同步跟上，做好随时向

民众大规模接种的技术准备，争取无缝对接。”

国内另一家新冠疫苗研发企业的相关负

责人表示，Ⅲ期临床在疫苗接种人群和双盲

对照人群中来检测疫苗的保护性，疫苗志愿

者接种后几乎百分百产生抗体，以及这些抗

体能否有效预防不得病或者轻感染率，这些

结果都需要在Ⅲ期临床中去检测和研究。目

前，公司的Ⅲ期临床研究严格按照国际规范

设计，已有数千人入组接种疫苗，预计年底前

可以出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企业快的同时也更

追求质量。“要想研制疫苗，我们的配套设备

必须齐全，且清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

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因为疫苗是用于健

康人群的，我们要确保它的安全性、免疫原

性、及功效。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同时，中

国拥有一整套疫苗研发系统，确保了公司的

科研人员能够与许多合作者同时进行动物

试验。”上述新冠疫苗研发企业相关负责人

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青云QingCloud要上市 中生代云计算企业出位

独立厂商接连上市

2012年4月成立，2020年9月科创板上市

获批，尽管青云QingCloud相关人士并未向

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具体的上市时间，但这家

独立云计算企业上市已基本没有悬念。

从上市时间来看，青云QingCloud比较

尴尬，前有金山云、迅雷这类赴美上市的云计

算前辈，后有在科创板上市的云计算第一股

Ucloud，想要用一个标签来定义青云

QingCloud上市获批并不容易。不过，因为青

云QingCloud不隶属于某一个互联网集团，

经常被业内人士拿来与同是独立云计算厂商

的Ucloud做比较。

“为什么强调‘独立’？因为这两家没有运

营互联网业务，看起来跟客户尤其是互联网

客户不会形成竞争，更像是一个纯粹的云计

算服务商。”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向北京商

报记者解释。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认为，“有

时候客户因为害怕被厂商锁定，会只用最

基础的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层，而不

用PaaS（平台即服务）层的组件。中立的

好处在于，确保数据所有者对数据的绝

对控制权，云计算厂商不接触原始数据，

确保在数据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数据

的安全共享。由此规避了数据的二次交易、

泄露等风险”。

业务有别各占山头

按服务模式，云计算分为SaaS（软件即服

务）、PaaS和IaaS三种主要形式，按部署方式，

可大致分为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金山云、

迅雷、青云QingCloud和Ucloud看似都是云

计算厂商，实则切入点和业务侧重各不相同。

“UCloud最初从游戏切入公有云，青云

QingCloud客户比较分化。在业务上，

UCloud专注在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等传

统的云计算赛道，而青云QingCloud则走向

超融合，推出SD-WAN，包括数字化办公平

台workly.ai等”，张孝容总结。

金山云是金山软件旗下的云计算公司，

在游戏、视频行业有一定的客户积累。迅雷并

没有将旗下云计算业务独立上市，但在营收

结构中，是占比最大的一块。张孝容的理解

是：“迅雷云计算业务主要面向个人用户，是

SaaS模式，类似于微软dropbox。迅雷旗下的

CDN（内容分发网络）业务面向视频和直播类

企业。这是迅雷云计算和其他云计算企业的

不同之处。”

可以看出，各个中生代云计算厂商的赛

道已经比较清晰。金山云上市，金山云董事

会主席雷军曾这样说，“金山云能否专注在

几个行业和头部客户，与阿里云形成差异化

路线，这是第一大战略。金山云很多行业不

做，因为资源有限，一定要在几个关键领域

做好。我一直强调专注，做的行业少，更看重

在每个行业能力是怎样”。这其实也是同行

们的心声。

竞争激烈但不涉及生死

虽然已经有意差异化竞争，但头部阵营

带来的压力还是显而易见。以IDC7月公布的

2020年一季度中国公有云IaaS+PaaS市场份

额为例，前五大厂商依次是阿里云、腾讯云、

华为云、中国电信、AWS，这5家企业占有

77.5%的市场份额。在其他主流第三方报告

中，也只披露了头部云计算厂商的份额，鲜有

公布中生代云计算企业的数据。

对 比 营 收 ，2020年 二 季 度 阿 里 云

123.45亿元，包括云计算业务的腾讯金融

科技及企业服务业务，二季度营收为

298.62亿元。

在上述4家中生代云计算企业中，金山云

2020年二季度营收为15.3亿元，Ucloud营收

为4.97亿元。

青云QingCloud在最新版招股书中并未

按季度公布业绩，仅预计2020年1-9月，营收

2.8亿-3.1亿元。迅雷将云计算及其他互联网

增值服务营收打包披露，在2020年二季度，这

部分营收为2100万美元（1.4亿元）。不论哪一

家与头部企业相比，差距都不是一星半点儿。

不过，云计算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均

未实现持续性盈利。

青云QingCloud在招股书中提示，因公

有云领域竞争激烈、前期固定资产投入较大

等因素，2017-2019年，公司云服务业务毛利

率分别为2.3%、-18.92%、-26.53%。预计公司

在营收达到15亿元以上时，有望实现盈亏平

衡；在云产品业务高速、中速、低速增长三种

情形下，公司有望实现盈亏平衡的时点分别

为2023年、2024年、2028年。

在李锦清看来，“因为疫情，尤其是中小

型企业对云计算的需求没有完全释放，可能

影响云计算厂商营收增速。但是长期来看，云

计算市场分摊在头部和中生代企业头上的规

模肯定会增长，就算头部企业会蚕食份额，但

中生代企业不至于面临生死局，最不济是被

收购”。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张君花）9月9
日，拉夏贝尔发布公告称，拟将公司名称

由“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为“依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由

“XinjiangLaChapelleFashionCo.Ltd”

变更为“YiXinFashionGroupCo.，

Lud”，同时根据现阶段业务需求变更公

司经营范围。

公告显示，在原有的经营范围基础

上，拉夏贝尔此次新增了物联网技术服

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软件开发、互

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务、物联网设备销售、软件销售等业务。

拉夏贝尔方面表示，此次变更主要是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公司多品牌发展的战

略规划，同时，结合新零售变革及开展品

牌线上授权业务需求，支持旗下品牌线上

授权业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及整体

发展的定位。

此前，拉夏贝尔拟将之前的“企划设

计-自主采购-平台运营-线上销售”的传

统模式调整为“品牌授权+运营服务”的

“轻资产”业务运营模式。根据调整后的

“品牌授权+运营服务”模式，拉夏贝尔不

需要参与产品设计、自主采购、流量运营、

平台销售、物流仓储及售后服务的每个链

条环节，而是将旗下品牌系列商标不断地

授权给供应商、经销商及代理运营商等，

并将线上业务的运营管理交由专业的品

牌运营公司代为运营。

“运营模式改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线上运维的成本，同时，拉夏贝尔的产

品将更广泛地布局线上渠道。”纺织服装

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程伟雄分析称，拉夏贝尔面临亏

损、债务、上市地位不保等问题，急需清

理库存，回笼资金，从而解决债务等问

题。无论是授权品牌扩大线上布局，还

是基于线上授权业务的发展，变更范围

新增互联网技术业务，都是希望更有力

地拓展线上，清理库存，回笼现金，实现

自救。

数据显示，2018年开始，拉夏贝尔就

出现亏损，当年营收虽突破100亿元大

关，但股东应占溢利亏损1.6亿元。2019

年，拉夏贝尔营收和净利双双下滑，营收

同比下滑24.66%至76.66亿元，股东应

占溢利巨亏21.66亿元。2020年上半年，

拉夏贝尔营业收入为14.35亿元，同比

下降63.7%，亏损为7.08亿元，亏损扩

大42.1%。与此同时，拉夏贝尔线下经

营网点数量为3667个，较2019年底减少

1797个。

就拉夏贝尔目前发展现状及未来规

划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对拉夏贝尔进行

采访，但截至发稿并收到回复。

值得一提的是，拉夏贝尔的品牌授权

模式在业界也被称为“卖吊牌”生意。这意

味着，在未来，消费者网上买到的所有拉

夏贝尔品牌的东西，都将不是拉夏贝尔自

己组织设计、生产销售的，产品质量无法

保证。

关于线上转战“轻资产模式”，拉夏贝

尔此前在公告中称，全面维持线上业务品

牌价值、供应链体系及流量运营需要大量

研发设计、运营资金及市场推广等资源投

入，拉夏贝尔近几年全面实施“收缩”战

略，所以有必要尝试线上业务采取“轻资

产”的业务运营模式。

其实，这样的发展模式在业内早有前

车之鉴。在A股市场就有一家专门以“卖吊

牌”为生的公司———南极电商，网上卖的

“南极人”“卡帝乐”等品牌的商品，没有一

件东西是自己生产的。但该公司旗下产

品曾因质量问题屡次登上“黑榜”。

铺路“卖吊牌”生意
拉夏贝尔“换装”求生

（数据来源：IDC）

前五大中国公有云IaaS+PaaS厂商

1
阿里云

2
腾讯云

3
华为云

4
中国电信天翼云

5
AWS

77.5% 前五名市场份额占比

亏损“体质”的中生代云计算厂商，还需要时间证明盈利能力。9月9日，北京商
报记者登录上交所官网发现，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云Qing-
Cloud”）科创板首发上市申请已通过。

不出意外的话， 青云QingCloud将成为继Ucloud之后在国内上市的第二家独
立的云计算企业。但宽泛到国内云计算行业，迅雷、金山云等老牌公司已登陆资本
市场，BAT、华为、运营商的云计算业务也搞得风生水起，市场份额远超独立云计算
厂商。持续高投入叠加激烈竞争，让中生代厂商的云服务业务毛利率持续下滑，新
基建红利的爆发或许是这些企业盈利的转折点。

-7.08亿元
2020年上半年， 拉夏贝尔

营业收入为14.35亿元，同比下
降63.7%， 亏损为7.08亿元，亏
损扩大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