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经
编辑 常蕾 美编 贾丛丛 责校 池红云 电话：64101880��kuaijiaogao@163.com

3

与众泰合资项目流产 福特新能源另起炉灶

北京商报2021.2.4

TCL家电入主 奥马电器路在何方
TCL家电正在加速“收剿”奥马电器。2月3

日，奥马电器发布公告称，股东惠州TCL家电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家电集团”）再次增

持该公司股份，至此，TCL家电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奥马电器近10%的股份。有分析指

出，TCL意在通过奥马电器实现家电业务重新在

国内资本市场上市。然而，受互联网金融拖累，现

在的奥马电器已经不复当初，出于资金问题，该

公司已经出售近半冰箱业务股份，金融业务也在

逐渐清退。

持股近10%

公告显示，奥马电器于2021年2月2日接到

股东TCL家电集团的通知，TCL家电集团于2021

年2月1日-2日期间，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增持奥马电器股份1486626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37%。

而在前一天晚上，奥马电器才发公告称，

TCL家电集团于2021年1月29日通过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约393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3%。

1月8日，TCL家电集团就与其一致行动人重

庆中新融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

新融泽”）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增持奥马电器股

份5420.55万股，占其总股份的5%。

这三次增持后，TCL家电集团与中新融泽合

计持有奥马电器股份9.9999%，近10%。

除了上述增持的股份外，TCL家电集团于1

月14日参与法院网上司法拍卖，成功竞拍获得奥

马电器4047.44万股。不过，就前述竞拍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TCL家电集团尚待取得司法机关出

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书。

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TCL家电集团和中新

融泽是看好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进而实施的股

份增持。但在家电行业观察人士许意强看来，

TCL表面上看是想借助奥马电器旗下的冰箱业

务，提升TCL在冰箱业务上的全球化竞争力。“实

际上，TCL家电是希望可以谋求奥马电器的平

台，推动TCL家电业务在国内资本市场的再次整

合上市，从而构建新的驱动力。”

押宝失误

奥马电器创立于2002年，2012年在中小板

挂牌。该公司主营冰箱制造和销售，由于常年超

七成营收来自海外，奥马电器被称为“出口冰箱

之王”。据公开报道，奥马冰箱2009-2019年连续

11年蝉联中国冰箱出口冠军，连续12年稳居冰箱

出口欧洲第一。

然而，2015年的一次变动让奥马电器的命运

彻底改变。当时，从京东副总裁离职后的赵国栋

受让了奥马电器20.38%股权，代替奥马电器创始

人蔡贰拾成为控股股东、实控人。金融出身的赵

国栋入主刚一个月，就推动奥马电器以6.12亿元

现金收购了其名下的中融金（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融金”）51%股权。

不可否认的是，赵国栋的决策曾帮助奥马电

器借助2015年互联网金融大热狠赚了一笔，

2017年，奥马电器又支付7.84亿元现金收购了中

融金剩下的49%股权，奥马电器也正式形成冰箱

与金融双主业的发展格局。

但随着市场行情回调，浪潮退去，互联网金融

不再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2016年和2017年，尽

管奥马电器仍然保持着双位数百分点的净利增

速，但并未能扭转股价跌势。直到2018年，互金行

业迎来强监管，中融金出现大面积坏账，上市公司

也受到严重拖累。2018年财报显示，中融金净利

润亏损达6.67亿元，再加上商誉减值、计提坏账，

奥马电器2018年亏损19.03亿元。

这两年，奥马电器几乎是在“拼命”剥离互金

业务。2019年12月13日，该公司召开会议，将中

融金100%的股权出售至赵国栋及权益宝（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今年1月25日，奥马电器称，拟以

1.19亿元将全资子公司网金投资的全部股权，转

让给深圳长河投资有限公司。

在这一过程中，据奥马电器公告，2019年赵

国栋所持公司股份已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

1020万股，累计减持数量已经超过计划一半。之

后，赵国栋持有的股份全部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并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产经观察家丁少将认为，奥马电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目前的股权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因此未来很可能会被动减持，“至于会不会最终

导致控制权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如此看来，赵国栋大有出局的趋势。此前有

媒体报道，奥马电器工作人员曾透露，该公司在

寻求新的控制人，“已有企业达成初步意向，但由

于各方面原因尚未确定，对方企业存在一定压

力，尚不方便披露”。

对于公司新的控股方和控制人，北京商报记

者也采访了奥马电器方面，但截至发稿对方未做

出回复。

未来难测

因为互金业务的失利，奥马电器负债累累。

为了缓解债务压力，该公司不得不出售了主营业

务奥马冰箱49%的股权，后者一直是前者的主要

营收来源。奥马电器2019年年报显示，家电行业

贡献营收71.67亿元，占营收比重的96.95%，金融

科技相关业务营收占比不足3%。

基于此，奥马电器预计，2020年实现营业

收入70.06亿-105.06亿元，净利润预计亏损

0.75亿-1.5亿元。

如今，冰箱业务只剩约一半股份，金融类业务

几乎全部出售，未来，奥马电器要如何发展呢？

丁少将指出，业务层面，冰箱依然是其重要

的收入来源之一，也是奥马电器为数不多的优质

资产。奥马冰箱在出口市场有着多年的积累，仍

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这也是一直致力于开展全

球化业务的TCL投资的原因之一。“未来家电业

务的进一步出售，像新飞一样让更大的家电企业

接盘运营，以确保品牌、制造、出口等能力的延

续，或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许意强则认为：“短期来看，奥马冰箱仍是营

收和利润的主要来源，至于未来，奥马电器的控

股权处在新一轮的变化通道之中，其主业显然会

随着控股股东的变化而变化，在实际控制人没有

确定的情况下，很难给出答案。”

奥马冰箱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2020年该公司冰箱出口规模增长了15%-20%。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2月3日，有消息称，2020年澳优旗

下羊奶粉品牌佳贝艾特遇到渠道窜货

问题，导致收入增速放缓。对此，澳优

相关负责人表示，“澳优对渠道的调整

与优化对公司2020年的财务表现虽造

成短期影响，但从长远看，我们认为有

利于护佑公司业务的长远稳健发展”。

澳优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澳优对渠道的推

广、准入和管理等十分重视，并运用产

品追踪体系的重塑、内码追溯等技术

手段严格防控奶粉窜货现象”。

华西证券近日在研报中指出，

“2020年澳优羊奶粉佳贝艾特遇到渠道

窜货问题，导致收入增速放缓”。财报显

示，2020年第一季度羊奶粉同比增长高

达37.25%，第二季度增速降至12.88%，

第三季度增速更是降至个位数，增速仅

为2.68%。

对于业绩波动，澳优相关负责人

解释，“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为避免

疫情影响下分销渠道库存过剩，公司

适度调整向部分品牌经销商的产品交

付量，优化产品库存管理。虽然上述调

整对公司2020年财务表现造成短期

影响，但从长远看，该举措有利于护佑

公司业务的长远稳健发展”。

澳优的羊奶粉一直以来支撑着澳

优营收的近半壁江山，羊奶粉增长受

挫，澳优整体业绩也会被拖累。澳优发

布2020年前三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营收

57.58亿元，同比增长22.8%；其中，前三

季自有品牌配方羊奶粉收入为23.5亿

元，较2019年同期19.96亿元增长

17.8%，跑输整体营收增速。对此，澳优

表示，“佳贝艾特第三季度在中国增速

较慢，使集团整体收入增速受到拖累”。

受渠道调整影响，华西证券预

测，“2020年第四季度澳优羊奶粉出

货端收入同比略下降，基本面降至最

低点”。

“如果说在两年前窜货是全行业

现象，那么在2020年真正有窜货价值

的基本都是大型龙头企业。”乳业专家

宋亮称，2020年部分大型企业通过不

断更换代理商，完成压货任务，造成大

批中小经销商血本无归退出行业。

一位奶粉经销商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大型企业之所以具有窜货价值，其

一在于大型企业的品牌流量大、定价

高，利润空间足；其二大型企业经销商

的压力较大，由于拿货成本较高，不及

时出货很容易导致资金周转不畅。

“渠道窜货主要是由于企业不断向

渠道商压货所致。”宋亮指出，由于出生

率下降以及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大批

企业为提升业绩不得不断向渠道商压

货，同时仍然按照老办法给经销商实施

年终返利、高额回扣等，但要求经销商

必须完成相应额度。2020年下半年在市

场总体萎缩情况下，经销商不得不加大

窜货量来完成企业要求，甚至部分经销

商倒贴差价赔本销售。从而造成渠道窜

货、流货、乱价现象严重。

此外，原来的防控措施失效也是

造成渠道窜货的另一原因。快消新零

售专家鲍跃忠表示，“过去，企业是通

过品牌方明确价格体系，靠分区代理

的市场格局来防控市场窜货，但目前，

在全渠道背景下，原来的市场模式早

已不能适用，现在品牌商、经销商都在

做全渠道，因此经销商很可能会把产

品卖出自己原来所代理的区域”。

在业内人士看来，窜货是经销商

越区销售产品，造成价格混乱的市场

行为。羊奶粉佳贝艾特的渠道窜货问

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不仅会对澳优

整体业绩造成影响，也会打击分销商

的销售信心。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白杨 王晓

佳贝艾特窜货导致业绩增速放缓？
澳优：调整经销商交付量所致

纯电布局受挫

2月3日，福特汽车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福特拟与众泰汽车共同设立纯

电动车合资公司和智能出行合资公司的计划

无法继续实施，因此福特中国经过综合考虑

决定终止此前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与众泰

汽车签署的两份相关合资合同。”

2017年8月，众泰汽车与福特汽车签署谅

解备忘录，将各持总股本的50%，共同建立中

外合资自主品牌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随

后，双方将合资公司中文名称暂定为“众泰福

特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泰福特”）。

2017年12月，福特汽车与众泰汽车举行合资

公司工厂项目投资签约仪式，双方将合作开

发年产10万辆系列经济型纯电动乘用车型。

2016年下半年以来，全球汽车巨头加速

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相比之下，福特在电气

化进展上则慢了半拍。

根据福特汽车2017年4月时发布面向中

国市场的新能源战略显示，2018年福特汽车

才在中国市场正式推出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

的蒙迪欧Energi；五年内将向中国市场投放

一款单次充电续航里程超过450公里的纯电

动小型SUV。

在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

看来，我国“双积分”政策带给外资车企的压

力，也是推动福特汽车选择在华成立纯电动

车合资公司的原因之一。据了解，“双积分”政

策对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及新能源汽车

积分（“双积分”）情况进行考核，只有两种积

分之和大于零才算达标。

如今，众泰福特合资项目正式终止，福特

汽车在华仍面临“双积分”考核不达标的问

题。去年7月，工信部公布2019年度“双积分”

核算情况显示，福特汽车旗下福特中国、长安

福特、江铃汽车2019年“双积分”均为负值，其

中福特中国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为-100830

分，新能源积分为-5306分。

股东无暇他顾

事实上，外界对于众泰福特项目的流产

并不感到意外。2018年2月，时任福特汽车亚

太区总裁傅礼德表态称，众泰福特新合资公

司将在2018年内完成审批。然而，2019年8月

众泰汽车董秘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则表示，

与福特的合作项目正在等待发改委审批。

根据最初计划，众泰福特合资项目预计

投产时间为2019年9月。但直到目前，合资项

目也并未实现投产。此前，有报道援引众泰汽

车员工的话称，众泰福特合资项目主要是众

泰方面在管理，福特方面几乎没有做过实质

性投入，合资研究院基本成为摆设，整个合资

项目早已接近于停摆。

众泰福特进展迟缓背后是两大股东的发

展不顺。“2017年，众泰汽车尚处在销量巅峰

期，众泰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也占据一席

之地，福特汽车当时选择与众泰汽车合作可

以理解，但后来随着众泰汽车业绩不断恶化，

双方的合作基础已经逐渐丧失。”汽车行业分

析师张翔说。

数据显示，众泰汽车2018年、2019年销量

同比分别下降26.23%、50%。财报显示，2019

年众泰汽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亏损111.9亿元，同比由盈转亏。2020年前三

季度，众泰汽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亏损15.63亿元，同比下降105.67%。

随着业绩下滑，众泰汽车开始深陷债务

困境。2020年9月，众泰汽车债权人浙江永康

农商行以众泰汽车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有较高的重整

价值为由，向法院提出对众泰汽车进行预重

整申请。随后，法院受理登记债权人对公司预

重整申请。

作为合资项目另一股东，福特汽车近几

年在华的发展状况也并不理想。2018年，福特

汽车在华销量约75.22万辆，同比下降36.9%；

2019年，福特汽车在华销量仅剩56.8万辆，同

比下降26.1%。

2019年4月，福特中国发布“福特中国

2.0”战略，提出加速产品研发和投放速度、研

发智能科技、深化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坚持创

新和本土人才培养等五大计划。2020年，福特

汽车在华销量开始回暖，但同比增幅只有

6.1%。

成立新合资公司

在众泰福特项目终止后，福特汽车在华

将如何推进新能源布局？福特汽车相关负责

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作为福特中国2.0业务

转型蓝图的一部分，福特汽车将会在中国寻

求打造一种更加灵活的业务模式，通过整合

利用福特汽车全球和在中国本地的关系及资

源，设立相应的业务中心来加速落实福特汽

车此前承诺的向中国推出一系列包括纯电动

和插电混动等新能源车型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福特汽车在华已成立新

的新能源合资公司。天眼查显示，2018年10

月福特汽车与南京江宁经开信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福特蓝色马赫科技（南

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马赫”），其中

福特汽车持股80%。蓝色马赫经营范围虽不

涉及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但包括新能源汽

车整车销售。

近日，福特中国公布MustangMach-E

国产计划，这款基于福特全球首个高性能纯

电动平台打造的SUV将在长安福特进行生

产。不过，有消息称，MustangMach-E只是

在长安福特生产，该车及福特后续高端智能

纯电动汽车项目的销售等环节将由蓝色马赫

体系负责。

目前，MustangMach-E尚未公布售

价。张翔认为，MustangMach-E应该会定

位在30万元左右的纯电市场，这一市场需求

比较旺盛，也是比亚迪、小鹏、特斯拉等头部

新能源车企角力的主战场。

作为福特旗下首款面向全球市场的纯电

SUV，MustangMach-E备受外界关注。

MustangMach-ENEDC续航里程达680公

里，拥有与特斯拉ModelY类似的隐形门把

手、全封闭式格栅等设计，且两款车型均为中

型SUV，因而MustangMach-E也被外界视

为福特汽车挑战特斯拉、抢夺新能源市场份

额的重要车型。

“从配置上看，MustangMach-E拥有

比肩特斯拉的产品性能。但在新能源汽车市

场，特斯拉等新兴电动汽车车企拥有更强的

品牌影响力，福特汽车要想成功从这些对手

口中夺食，不仅需要推出足够强的产品，更

需要在售后服务等更多层面打造出足以吸

引消费者的独特竞争力。”经济学家宋清辉

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濮振宇

三年多时间， 福特汽车在华成立的首

家新能源整车合资公司以流产告终。2月3

日， 福特汽车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

证实， 福特汽车与众泰汽车的纯电动车合

资项目已宣告终止。业内人士表示，从股东

双方发展状况来看， 众泰福特合资项目的

流产并不意外。不过，作为一家在华持续面

临“双积分”考核压力的车企，福特汽车在

此次放弃合资项目后， 仍需思考如何解决

自身在华新能源布局迟缓的问题。

·福特汽车与众泰汽车在华销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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