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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共享充电宝再次集体涨价的话题

登上热搜。手机充电是互联网时代下每个人的刚

需，但共享充电宝的频频翻倍涨价也让消费者无

力承受。专家直言：“当下快充技术逐渐成熟，而共

享充电宝商家的用户黏性正在不断下降，此时却

还频频涨价，无疑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

半小时计费 涨价难察觉

在手机电量变红的焦虑下，一款可租用的共

享充电宝可谓“江湖救急”。共享充电宝这门生意

在如今手机不离身的普遍现状下，几乎成了“共享

经济”中的独苗。

然而，共享充电宝近日又不约而同地悄悄涨

价了，有消息称，商圈和医院等特殊场景每小时

3-4元，酒吧夜店等每小时则高达10元。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各大共享充电宝的

确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涨价潮。小电充电租金高达

2.5元/半小时，消费者小刘在富力万丽酒店使用

了2小时34分钟后，付费15元。记者在朝阳区双井

某小吃店内租借的街电充电宝每小时4元，使用1

小时6分钟后，付费8元；在王府井附近商家租用

的怪兽充电宝，显示价格同样在2元/30分钟，28

元/24小时，封顶金额99元。

对于共享充电宝涨价的原因，北京商报记者

联系了怪兽充电宝等商家，但截至发稿暂未收到

回应。

而充电宝的悄然涨价，似乎让消费者难以发

现。消费者小王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一开始共享

充电宝的价格都是按小时标注，现在是按半小时

标注，不细看还以为没涨价。”

“涨价一般会有一个延迟的过程，加之商家采

用半小时计费方式，但多数消费者印象中是以小

时计费的，所以会导致认知误差，难以第一时间察

觉价格的变化，或者的确着急使用只能被迫接受

价格。但用过几次后，看到当月账单，就会有所体

会了，消费者自己携带充电宝的比例也会逐渐增

加。”金融科技行业专家张鲲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在社交媒体相关话题下的评论

中看到，多个网友评论：“我还是自己带充电宝

吧。”微博一条关于“你能接受的共享充电宝价格

是多少”的调查结果显示，选择3元/小时以下的网

友1.3万人，选择3-5元/小时的网友人数则骤降至

1027人，选择5元/小时以上的网友仅205人。

张鲲指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商家套

路往往是先烧钱补贴培养用户习惯，习惯养成后

再涨价收割。但共享充电宝一下涨价4倍之多过

于赤裸，也很难让消费者接受。”

多种原因致归还难

租借共享充电宝如若无法归还，将扣款99

元左右，但归还之路似乎并不顺畅。消费者小伟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近日在华熙LIVE一家餐厅

租借街电共享充电宝后，归还时却发现充电宝

柜全满无法归还。随后小伟在商圈多家餐厅寻

找同品牌充电宝柜，但均已满，最终导致无法及

时归还。

消费者小李同样遇到了上述情况：“曾经有一

次，为了还怪兽充电宝，我逛完万达金街，每一个

都塞满了，根本没办法还，后面被迫花99元买

了。”甚至有消费者表示：“我遇到过取出充电宝

后，里面自动会吐出一个补满，让你没地方还或多

借一个小时。”“我还遇到过借了充电宝，还的时候

整个机器都收走了。”

针对上述情况，北京商报记者致电街电官

方服务热线以及怪兽充电官方客服电话进行咨

询，二者均表示遇到商家打烊、充电柜全满等现象

无法归还时，建议消费者找附近商家进行归还或

转天再次归还。对于产生的额外费用，街电人工客

服表示需提供订单号，情况属实的话会酌情处理。

但二者对于是否一定会退还差价的问题均未给出

明确答复。

据统计，黑猫投诉平台关于“充电宝”相关投

诉达36786条，其中“共享充电宝”的相关投诉案

例共有6280条，涉及商家包括咻电、怪兽充电、云

充吧、小电科技、速绿充电宝、速电充电宝等多个

品牌商户。投诉焦点多为归还后仍显示未归还、联

系不上客服、因各种原因无法归还充电宝并由此

引发持续计费、押金无法退还等问题。

刚需地位逐渐减弱

当下5G网络在持续建设中，第一批使用5G

手机的朋友因手机在不断搜索5G信号，导致其

手机耗电速度较快。手机支付、手机看剧、手机办

公……手机能够及时充电自然是人们的刚需之

一，但随着共享充电宝价格的翻倍增长以及手机

快充的逐渐普及，共享充电宝的刚需地位已经开

始动摇。

今年3月，成立仅四年的怪兽充电计划赴美上

市。根据其披露的文件，公司2020年的营业收入

为28.09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38.9%；净

利润为7540万元，同比下降54.86%。

“当下快充技术逐渐成熟，充电速度一再提

高，手机电池续航能力也在逐渐增强，共享充电宝

曾经的刚需地位在不断减弱，而其变现模式较为

单一，一般是租金+广告的模式。共享充电宝商家

的营收增加的同时，利润却在下滑，这也说明了用

户黏性的下降，还需要持续烧钱才能维持高增长。

而此时却还频频涨价，无疑是一种不明智的行

为。”张鲲直言。

“华为快充不需要充电宝。”一网友评论称。北

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华为手机已开始支持快充模

式，开启“超级省电”模式，完全放电的手机只要在

这种充电模式下，1个小时左右便可充满。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表示，正常情况下，市场

由供需两端决定并互相影响，当供大于求，市场价

格下降，当求大于供，市场价格上升。同时，市场价

格影响着供需两端，目前看，充电续航是刚需，不

太会因为价格的变动而减少需求，但市场价格上

升，利润空间增加会吸引供给增加。而充电器或充

电宝的供给都十分方便且价格低，不存在供给困

难和门槛。共享充电的涨价会催生更多的市场供

给，直至供需平衡，价格平衡。

王赤坤进一步指出：“充电行业的红利可能会

推动行业从技术和商业模式上再次创新，随着无

线充电技术的成熟，类似于按流量包的充电方式

将会出现，共享充电可能面临被淘汰。”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蔺雨葳

相比其他传统百货闭店前夕的

热闹抢购现场，位于公主坟的翠微

百货翠微店（以下简称“公主坟翠

微”）显得“冷静”了许多。3月28日，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公主坟翠微A座

看到，作为闭店改造前营业的最后

一天，大部分商户基本保持正常营

业，折扣力度中规中矩，客流相比往

日基本持平。相反，位于商场负一层

的超市因大力度折扣，出现一些货

架售空的现象。

据了解，公主坟翠微A座于3月

28日晚开始闭店，4月起正式进行升

级改造，期间B座正常营业，预计11

月初正式重装亮相。

闭店前夕，公主坟翠微的折扣

力度并不高，并没有出现大量消费

者抢购的现象。北京商报记者走访

时看到，相比此前赛特购物中心、长

安商场和东安市场等老百货闭店改

造前“2-5折”的活动力度，公主坟翠

微的活动折扣力度要低很多。就化

妆品区域来看，消费者可以享受10

倍积分以及满500元赠80元电子券；

二层女装大多为满100减20的活动；

童装多为100减30活动等。其中一位

童装销售员向记者表示，因为此次

商场属于改造升级，计划于年底重

新开业，所以商户的折扣力度只是

与平时保持一致，并没有过度甩卖。

同时，一位购买较多商品的消费者

向记者表示，“闭店前商品的价格也

没有很高的折扣力度，仅仅是因为

存在换季需求，所以才购买了不少

衣服”。

七八折的力度并没有引来“热

卖”的场景，仅在个别高力度折扣的

品牌门店和超市业态出现排队现

象。北京商报记者在A座一层的

coach门店外看到，该品牌门口排起

了长队，下午四点左右，大约有近20

人排队。记者从coach店员处了解

到，目前店内的产品大多2折销售，

不过并没有最新产品。出现排队现

象的还有位于负一层的超市，记者

在超市内看到，鲜花、肉类产品大多

一口价销售，导致结账款台挤满了

消费者，多为中老年客群。

北京商报记者在下午四点左右

看到，除了四层和五层部分商户早

已关闭之外，剩余的商户依旧保持

正常营业。不过可以看出，每个专柜

都准备了许多纸箱，部分货架已经

清空。同时，位于A座五层的客服中

心已经搬至B座五层；A座负一层的

翠微烟酒行、小罐茶、京华茶叶搬至

B座一层西北侧，改造后的商户位置

排列也已经出炉。

此前，翠微相关人士向北京商

报记者透露，A座区域部分化妆

品、男女装、鞋帽、家居、超市烟酒

等旺销品类、品牌迁移至B座继续

经营。同时，翠微店线上商城已正

式运营。目前线上商城涵盖大牌美

妆、珠宝配饰、国际名品、生活超市

等14个品类，能够持续为消费者提

供服务。

据翠微相关人士介绍，调改升

级后，公主坟翠微将以时尚精品、社

交场景、便捷购物三大主题空间打

造时尚生活中心。将时尚、环保与科

技智能体验以及消费场景深度融

合，实现业态组合、品牌集合、环境

体验、空间动线、硬件设施、运营管

理六项转型升级。

北京商报不等式调查组

闭店前夕“冷静打折”
公主坟翠微待重启

北京最后一家门店停业

近年来负面消息不断的狗不理似乎已开

始新一轮“调整”。近期，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

现，位于前门的狗不理直营门店已经停业。根

据狗不理官方微信显示，目前狗不理前门店

是狗不理在北京的最后一家餐饮门店，但同

时，记者在狗不理集团官网上却已经看不到

这家门店的身影。

北京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前门店大门

紧锁，店内无人，其门店“狗不理”招牌的位置

已空空如也，门口贴着“店内装修”的字样。根

据周边其他门店工作人员介绍，狗不理前门

店已关闭近半个月，门店内也没有太多装修

动静，但门口的招牌已经摘了。记者亦走访了

去年因闹出“差评”风波而被狗不理集团收回

加盟权的狗不理王府井店，发现这家门店目

前已经更名为“京门马记包子铺”，记者发现

这家门店除了门头以及门口的品牌故事发生

了变化，店内装修、桌椅、产品、服务模式等和

此前为狗不理加盟店时如出一辙。

按照狗不理集团官网信息显示，目前狗

不理在北京已经没有门店。北京商报记者随

后就狗不理前门店未来是否还会重装开业

以及狗不理集团在北京餐饮业务的发展计

划联系狗不理集团，对方工作人员向记者提

供了相关负责人联系方式，但当记者按照联

系方式拨打该负责人电话时，对方却称“打

错了”。随后，记者通过发送邮件的方式向狗

不理集团发出采访提纲，但截至发稿未收到

任何回复。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天津市场。就在一

周前，一则“天津狗不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解

散注销”的消息，让狗不理又引发热议。事后

狗不理集团回应称，集团旗下狗不理餐饮连

锁武清店，工商注册名称为天津狗不理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因经营未达预期，集团决定关

闭并注销该店，并非网传“天津狗不理注销”

“狗不理决议解散”。不过，根据大众点评显

示，目前天津的多家狗不理门店和如今的狗

不理前门店一样已经显示“暂停营业”。

押宝食品工业

实际上，狗不理餐饮连锁业务近几年在

市场上的反馈并不理想，“价格贵”等一些负

面评价一直存在。另外，部分加盟店频出问

题，此前位于王府井的门店因博主探店的视

频引发舆论风波，最终狗不理集团也解除了

与该店加盟方的合作。当时，狗不理集团表

示，狗不理集团在改制后，坚持以直营为主，

截至2020年9月已经陆续收回各地加盟期满

的80多家加盟店。不过，从目前门店数量来

看，狗不理在收回加盟门店后并没有加速布

局实体餐饮市场，而是一直在收缩餐饮业务。

相比实体餐饮频频关店，狗不理似乎将

自己的定位逐渐放在速冻食品生产和销售

上，或许希望食品业务成为其重头戏。北京商

报记者从官网了解到，目前狗不理的速冻食

品业务包含线上线下多渠道、线下与商超等

渠道合作，而线上设立了天猫、京东旗舰店。

根据狗不理天猫旗舰店显示，目前店内售卖

的产品大致包括包子、汤圆、半成品等，其销

量最高的仍是速冻包子。

另外，狗不理也开始进行新的“曲线”布

局。3月24日，狗不理集团与厦门航空天津分

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据了解，此次合

作中，双方将进行机上定制餐食研发、拓展延

伸航旅产业链条等，厦门航空将把狗不理纳

入配餐原材料定点供应基地。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

宏表示，近几年狗不理在餐饮业务上不断收

缩，根本性的问题在于狗不理在餐饮的连锁

经营管理能力上比较薄弱，包括直营和加盟

业务，经营管理水平和管控能力都不太强。

“相对来讲，狗不理在食品工业化方面发

展得相对较好，通过其食品工业化来布局冷

冻食品，在线上或者线下商超的渠道来进行

售卖，以及与航空公司合作进入航空食品的

领域。”在文志宏看来，食品工业化相对来讲

比较稳定，食品品质也比较好控制，而且有国

企和老字号背书，其这方面业务发展会相对

稳健。

如此“断臂”值不值

北京商报记者在狗不理集团官网看到，

狗不理集团董事长张彦森在今年初接受媒体

采访时明确表示，会将发展重心放在食品工

业及电商业务方面，同时在减少店面数量的

基础上，做好留下的门店。这也意味着，餐饮

业务将不再是狗不理未来发展的核心，作为

一个已经有百余年历史并且以餐饮业务起家

的老字号品牌而言，如此转型是否值得？

在一位餐饮业内人士看来，狗不理的转

型实际上是“被迫”的。近几年狗不理餐饮业

务负面消息不断，“不好吃还贵”已经成为众

多消费者对这个老字号品牌的印象，损害了

这个老字号餐饮品牌的形象。此外，无论是狗

不理王府井店还是前门店，都占据着非常有

利的地理位置，但从消费者口碑来看，这两家

门店差评不断。在如今竞争如此激烈的餐饮

市场，狗不理如果想要继续依靠餐饮业务翻

身，难度着实不小。

文志宏则表示，狗不理收缩自身的餐饮服

务业务，尽管在食品的工业化上略有成绩，但

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把自己的价值放大，而且食

品工业化目前规模也并不是特别大。“狗不理

是一个金字招牌，但是这些年发展得不是太理

想，未来的发展必须在理念和战略层面进行深

刻的变革，重新来思考发展布局。比如，从食品

工业和餐饮服务两条线来发展。另外，在业务

布局上，线上和线下双渠道发展，线下市场布

局可以加大除了天津以外的市场。当然，其前

提是从理念到战略、模式以及管理上完成系统

性的变革和再造，那么狗不理品牌的价值可以

重新幻化出来。”文志宏说道。

餐饮连锁顾问王冬明表示，狗不理餐饮

业务的萎缩主要源于与市场的脱节，其产品

和门店已经偏离了现有核心消费年轻人的口

感、装修及价格区间。对于老字号而言，要不

断与时俱进，作为品牌来说，一味死守只能被

淘汰。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郭缤璐

最后一店关门 狗不理败退京城餐饮业
曾经的包子界领军品牌狗不理在经历了去年王府井店的“差评”风波后开始

线下门店的收缩。近期，北京商报记者走访了去年被取消加盟资格的原狗不理王

府井店以及狗不理北京总店（前门店）发现，被取消了加盟资格的王府井店换了新

的招牌继续开店卖包子，而前门店则大门紧闭，这也是狗不理官方承认的北京的

最后一家门店。除了北京市场外，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狗不理在其“大本营”天津

也开始同步进行餐饮门店的收缩。与此同时，狗不理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线上，预包

装包子和各类预包装食品已然成为狗不理眼下的发展重点，但对于一个有百年历

史的老字号餐饮品牌，此番“断臂”之举，能否为其换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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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不理”百年兴衰· 1858年 “狗不理”始创

2005年 狗不理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2015年10月
狗不理集团旗下的天津狗不理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新三板

2020年5月 上市不到五年的狗不理食品公司从新三板正式申请终止挂牌

2020年9月 解除与狗不理王府井店加盟方合作

2021年3月
天津狗不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因经营未达预期被注销；北京最后一家门店
狗不理前门店停业；天津多家门店暂停营业

扫码观看视频

2007年 狗不理集团在北京门店扩张至11家

2017年 狗不理在北京门店仅剩3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