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刀包装 椰树椰汁“中年危机”隐现 三年打造30个5G全连接工厂
工业互联网乘风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王晓）1月13日，北京
商报记者从天猫超市获悉，椰树牌无糖版椰汁正

在进行新老包装更替。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新包

装上，除常规的年份更迭，椰树牌椰汁保持30余年

的字体也做出调整。目前，仅有天猫超市渠道发售

的无糖版椰汁对LOGO进行了更新。

从无糖版椰汁新包装来看，最显眼的“椰树”

商标由原本方正粗黑体变为了类似行楷的样式；

原本印在包装上的“不加椰子原浆香精、用新鲜

椰子肉榨汁”也被替换成了“坚持在海南岛用新

鲜椰肉鲜榨、敢承诺不用椰浆不加香精”。此外，

椰树商标的字体背景颜色等细节也进行了一些

调整。

虽然是个别商品的包装有所变动，但这对于

过去30多年LOGO未有大变化的椰树牌椰汁来

说，已经足够有看头。甚至有网友表示，“椰树牌椰

汁LOGO迈出了一小步，也是包装改革的一大步”。

网友之所以会对椰树牌椰汁包装变化有如此

反应，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椰树牌椰汁包装给人的印

象除了更迭年份再无其他。从2016年开始，椰树椰

汁推出年份装后，便每年更新年份，至今已坚持5

年，有人将其戏称为“椰历”。椰树集团为此还注册

了系列商标，“椰树33年”一直到“椰树100年”。

对于此次椰树牌椰汁无糖版的LOGO变动，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表示，椰树牌椰汁希望通过更

新个别产品包装来测试市场反应，以期能改变消

费者固有印象，从而提升销量。不过，这种微调产

品包装的方式让消费者对其固有印象有所改观并

不容易。

作为一家老字号企业，椰树牌椰汁发展过程

中也经历了一些波折。椰树集团官网资料显示，椰

树集团前身为1956年建立的国营海口罐头厂，

1981-1985年期间连续亏损，濒临破产。自1986年

开始，椰树牌椰汁在创始人王光兴的带领下，推行

“破三铁”等四项超前改革，扭亏为盈。

此后，椰树牌椰汁逐渐发展起来，并被公众所

熟知。不过，经过30多年的发展，椰树牌椰汁的市

场情况似乎越来越不乐观。根据欧睿市场数据显

示，在植物蛋白饮料市场 （牛奶替代品），

2014-2018年期间，椰树牌椰汁的市场占有率一

直维持在8.5%左右，占有率排名次于六个核桃，

2018年被维他奶后来居上。

在中国饮料行情整体出现滞销趋势后，椰树

牌椰汁自2014年以来产值处于略微下行的状态。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13-2017年椰树集团年产

值分别为44.56亿元、44.5亿元、42.91亿元、40.21

亿元、40亿元，产值持续下降。

在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椰树牌椰汁

近年来既没有根据消费升级和市场变化来创新研

发，也很少在渠道上做投入，销量出现一定下滑。

目前国内大大小小椰汁饮料生产企业过千家，已

出现两三家初具规模的企业抢占椰树牌椰汁的市

场份额。如果椰树牌椰汁不对现状进行大改，很难

挺过“中年危机”。

关于椰树牌椰汁无糖版LOGO变动原因以及

未来的发展规划，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椰树集团相

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宗泳
杉）1月1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行动计划》指出，到2023

年，将在10个重点行业打造30个

5G全连接工厂，基本建成国家工业

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实现新模

式、新业态大范围推广，产业综合

实力显著提升。

具体来看，《行动计划》指出，

到2023年，新型基础设施进一步完

善。覆盖各地区、各行业的工业互

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初步建成，在10

个重点行业打造30个5G全连接工

厂。打造3-5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综合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基本建成

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

建设20个区域级分中心和10个行

业级分中心。融合应用成效进一步

彰显。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

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

理等新模式新业态广泛普及。重点

企业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产业

发展生态进一步健全。培育5个国

家级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促

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在中则智库（北京）经济咨询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智国看来，“工

业互联网是与工业紧密结合的，很

重要的一点是要将重点的工业行

业领域和重点的实体经济及产业

区域结合起来。《行动计划》中对于

重点行业打造工业互联网的要求

也表明，经过前几年的探索性发展

后，工业互联网进入到了行业垂直

领域深化，重点区域率先应用的新

阶段”。

此外，《行动计划》还对工业互

联网的安全保障能力和技术创新

能力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到2023年

基本建成覆盖全网、多方联动、运

行高效的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监

测服务体系，并基本建立统一、融

合、开放的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9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26.9万亿

元，占全球比重28.1%，这意味着未

来中国在制造业的智能化投入和需

求上都将迎来增长，而工业互联网

无疑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2018年工信部印发《工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及推广指南》，到

2019年“工业互联网”作为“热词”

写入《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

告》，趁着政策和新技术的东风，工

业互联网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1-9月，工

业互联网领域出现24个融资案例，

融资总金额达到23.6亿元人民币，

较2017年增长了65倍。

“工业互联网是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环节，疫情加速了数字化的发

展，也使工业互联网成为资本关注

的热点。”陈智国表示，《行动计划》

一方面从国家层面对工业互联网

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性谋划，这对于

各地区、各行业推进工业互联网建

设有了明确的指导价值。另一方

面，在工业互联网备受资本青睐的

形势之下，对于提升工业互联网的

社会参与度，提升数字化能力的融

合发展方面都将起到良好的指引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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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底收官 车市大考勉强过线
凭借下半年车市反弹，去年国内乘用车销量勉强守住2000万辆及格线。1月13日，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协”）放榜，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汽车销量为2531.1万辆，同比下滑1.9%，其

中乘用车销量为2017.8万辆。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去年将是国内车市下行峰底，今年国

内车市将恢复正增长。”中汽协预测，今年国内车市销量将超2600万辆，同比增长4%。

守住2%负增长底线

2019年，国内车市销量同比下滑8.2%。面

对中国车市进入“存量”缓增新常态，去年中

汽协给出2%负增长的预判。然而，去年初突

发疫情，一季度车市销量按下“暂停键”，中汽

协一度将全年预测调至同比下滑20%。

不过，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及消

费需求释放，国内车市回暖速度远超行业预

期。去年4月开始，国内车市月销量结束21连降，

5月国内汽车产销量已出现同比两位数增长。

在单月销量持续回稳的同时，国内车市

累计销量负增长也逐渐收窄。在去年12月亮

出销量283.1万辆、同比增长6.4%的成绩单后，

去年国内汽车销量定格在2531.1万辆，同比降

幅收窄至1.9%，勉强守住2%负增长底线。

其中，去年乘用车销量为2017.8万辆，同

比下降6%。从细分市场来看，轿车产销量同

比分别下降10%和9.9%；SUV产销量同比分

别微增0.1%和0.7%；MPV产销量同比分别下

降26.8%和23.8%；交叉型乘用车产销量同比

分别下降1.7%和2.9%。

不过，从全年数据看，去年中国品牌乘用车

市场占有率同比降至38.4%。中汽协方面认为，

受消费升级拉动等因素影响，豪华品牌乘用车

快速增长，但低端车型表现较为低迷，未来中高

端品牌依然为市场热点，低端车型和高端车型

产销量数据的两极分化情况将愈发明显。

此外，去年国内商用车销量为513.3万辆，

同比增长18.7%，创历史纪录，其中货车销量

增长明显，增速高达21.7%。中汽协副总工程

师许海东表示，去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汽车

行业按下“暂停键”，但在国家政策、地方政府

及车企共同努力下车市加速回暖。

今年赶考4%正增长

尽管受疫情影响去年国内车市一度停

滞，但后期车市的加速回暖势头，也让中汽协

方面对今年车市充满信心。

陈士华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从汽车行

业发展趋势来看，伴随国民经济稳定回升，消

费需求还将加快恢复，加之中国汽车市场总

体潜力依然巨大，因此去年或将是中国汽车

市场峰底年份，今年将实现恢复性正增长，汽

车销量有望超过2600万辆，同比增长4%。

与此同时，中汽协方面也给出各细分板

块预测情况。其中，今年乘用车销量预计达

2170万辆，同比增长7.5%左右；商用车销量预

计为460万辆，同比降幅10%左右；新能源汽

车销量预计为180万辆，同比增长40%。

从预测不难看出，新能源汽车将成为今

年增量重点，而这与去年该市场的强劲表现

不无关系。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分别为136.6万辆和136.7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7.5%和10.9%，相比2019年，增速由负转

正。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10.5万

辆和111.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4%和11.6%。

陈士华表示：“通过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的培育，新能源汽车各环节逐步成熟，同时丰

富多元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不断满足市场需

求，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也在逐步优化和改

进。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新能源汽车越来

越受到消费者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利好政策将给予今年

新能源车市有力支撑。中汽协方面表示，电

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数字化加速推进汽

车产业转型升级，新能源汽车市场也将从

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尤其是在《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大力

推动下，新能源汽车未来有望迎来持续快

速增长。

此外，乘用车板块中SUV也将成为今年

增量关键之一。作为去年乘用车板块中唯一

增长车型，SUV销量已超过轿车。中汽协预

测，今年SUV市场将继续恢复性增长，且增长

贡献度有望继续高于其他乘用车品种，轿车

有望结束下降，小幅增长。

跑赢大盘在渠道

不过，今年国内车市销量实现4%正增长

预期并非易事。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外疫情仍

是未知数，让国内汽车芯片及相关零部件出

现供应问题。广汽集团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因疫情波及全球经济，广汽集团

个别企业收到供应商关于部分车型零部件供

应将受到影响的预警信息。对此，陈士华表

示：“去年12月开始，国内汽车芯片出现短缺，

对今年一季度的汽车生产造成很大影响，该

情况将持续至二季度。”这意味着，“芯病”成

为今年车市增量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此外，终端市场如何加速去库存也成为

行业焦点之一。1月12日，乘用车市场信息联

席会（以下简称“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去

年国内乘用车零售销量为1928.8万辆，同比

下滑6.8%。相比中汽协公布的汽车批发销量，

存在高达89万辆的缺口。

据了解，乘联会的零售销量为经销商端

统计数据，中汽协的批发销量则由车企直接

上报，通常为批发给经销商的销量。北京商报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4-5月，国内汽车零售与

批发量之间存在7万辆以上的缺口，6月缺口

扩大至11万辆，9月缺口为17万辆，全年缺口

增长至89万辆。业内人士透露，去年二季度开

始，车企为弥补此前损失的销量，开始向经销

商加大批发量。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去年

12月，国内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高达

60.7%，环比增长0.2%，同比增长1.7%。同时，

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8，同比上升

35.3%。这意味着经销商消化库存时间接近两

个月。对此，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乘用

车市场节前旺销的核心推动力为县乡市场的

购买力释放。

“农村市场是未来实现内循环、拉动消费

的最重要来源。”许海东认为，企业应不断了

解消费需求，甚至去创新消费需求，做出更

好、更有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市场规律，使产

品能够走向广大农村市场，从而拉动整个内

循环。

今年1月5日，商务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释放农

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稳定和

扩大汽车消费，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

旧换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农村居民购

买3.5吨及以下货车、1.6升及以下排量乘

用车，对居民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

车并购买新车给予补贴。汽车行业专家颜

景辉表示，充分挖掘县乡市场消费潜力，

符合目前国内大循环新格局下的消费拉

动方向。“今年初，汽车经销商需先消化去

年库存才能开始今年增量，在国内一二线城

市进入车市‘存量’期后，车市大盘要想实现

全年4%正增长，车企渠道下沉将成关键。”

他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商号被判禁用 乔丹体育更名中乔体育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王晓）乔丹体育退出

“江湖”。1月13日，天眼查App显示，原乔丹体育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丹体育”）发生工商变

更，企业名称变更为中乔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乔丹体育此次更名与此前商标侵权案败诉不

无关系。2020年12月30日，上海二中院对前美国

职业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MichaelJordan）

诉乔丹体育、百仞贸易公司姓名权纠纷案作出一

审宣判。

经审理，上海二中院认为，乔丹体育是在明知

迈克尔·乔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仍然擅自

选择“乔丹”二字进行商标注册，并登记了“乔丹”

商号，故乔丹体育构成对原告姓名权的侵害。

在纺织服装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程伟雄看来，商号被判禁用后，

乔丹体育改名是必然。改名之后，乔丹体育“傍名

人”效应不在，以前靠“乔丹”打造的知名度以及聚

拢的用户群体都将面临流失的风险。一个新的品

牌要重新引起用户的熟悉与认知，则需要投入更

大的代价。

乔丹体育面临的不仅是“商号”变更带来的品

牌及用户流失问题。此前，乔丹体育按照商标侵权

终审判决结果对其“商标”进行整改。2019年3月，

经历三级法院审理，前后历时近八年，最高人民法

院对AIRJORDAN品牌状告乔丹体育商标侵权

案作出终审判决，被诉裁定、一审、二审判决认定

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撤销了25类“乔丹+图

形”商标。

在最高院终审判决后，乔丹体育对官网和商标

进行了整改升级。在官网中，乔丹体育更突出产品名

称，淡化了乔丹体育的主体。同时，商标上只保留了

原有的图案，舍弃了“乔丹”中文名称。“乔丹体育”字

样有所缩小外，还出现了“QDSPORTS”或

“BEYOUNDYOURSELF”等全新字样。

在业内人士看来，“商标”“商号”作出整改后，

乔丹体育失去了品牌和产品名称，而这在一定程

度上对其上市进度有所影响。公开资料显示，乔丹

体育于2000年成立于福建省晋江市，主要从事乔

丹品牌运动鞋、运动服装及运动配饰的设计、研

发、生产和销售。2011年10月乔丹体育递交A股

IPO招股书，是目前IPO审核通过尚未发行公司中

过审最早的一家。

2020年12月国内汽车产销量一览

汽车 乘用车 商用车 新能源汽车

284 283.1

233.1237.5

50.9 45.6

23.5 24.8

产量（万辆） 销量（万辆）

数读车市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