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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蔺雨葳）
MUJI无印良品开始了新一轮调价，部

分商品降价幅度达1000元，调价商品涉

及沙发、日用品、扫除用品、厨具等。4月

12日，对于商品降价的原因，MUJI中国

总部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为了能够让人

们更轻松入手生活中高频率使用的商

品，MUJI无印良品一直不断地对价格

进行重新审视，力求以平实的价格，还原

商品的价值”。

北京商报记者在无印良品官网看

到，新价格于4月9日起生效，多数商品

价格降幅在30%左右，而部分商品降幅

达到1000元。一款3人座沙发产品初上

市价格为3980元，现在价格为2980元。

此外，化妆棉、棉棒等商品需任选2

件及以上才可享受新价格。其中，化妆棉

180枚60*50mm价格由22元每件下调至

15元每件，棉棒价格由16元下调至10元

每件。对此MUJI中国总部回应北京商

报记者称：“这是基于顾客的购买、使用

习惯所制定的。”

北京商报记者在无印良品英国官网

看到，与上述化妆棉180枚60*50mm同

款的商品现售价为3.5英镑（约合人民

币31元），价格暂无调整。关于此次降

价是否仅针对中国市场，MUJI中国总

部表示“本次价格的重新审视面向中国

顾客”。

“除了日本国内市场销售业绩的强

劲表现外，中国作为无印良品重要的海

外市场，对于其整体业绩提升起到了拉

动作用。”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

师肖旭表示。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为无印良品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为了加

快扩张速度，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无印

良品在加强中国国内生产控制的同时，

早在2014年秋季就开始对不同品类的

商品实施降价。“无印良品通过检查工

序、简化包装、改善物流等方式实现降

价，并且省去将中国制的产品中转日本

再转回中国的物流成本，企业希望降价

能够扩大客户群体。”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仅仅靠

连续降价和加速开店很难留住中国

消费者。”肖旭继续表示，快速扩张非

但没有显著改善无印良品销售额，反

而会影响到产品的质量。仅依靠降价

很难满足所有消费喜好，选择“术业

专攻”，在产品品质和设计等能够产

生高附加价值之处深耕、做细，也不

失为好的发展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在社交平台看到，消

费者对于无印良品的此次降价态度褒

贬不一。“无印良品衣服质量比其他快

销品牌好得多，喜欢这种简约风格。”但

也有消费者对降价表示了担忧，“降价

可能是为了巩固消费者，但品质做工也

要提升才好，不然光简约风格能顶事

吗？”此外，也有消费者表示：“无印良品

的商品一向价格较贵，这次降价是必然

趋势。”

实际上，无印良品自2014年来持续

开始实行“新定价”的降价策略。截至目

前，在中国市场调价次数已超过10次。

据悉，2005年，无印良品在上海开

启第一家门店，正式进驻中国。从2012

年起，无印良品在中国以每年30-50家

店铺的速度扩张。截至2019年2月28日，

无印良品在日本共有420家门店，在海

外共有497家门店，其中中国大陆最多，

达到256家，占海外门店的一半以上。截

至2021年2月底，无印良品在中国区已

有288家店铺。

2019年4月，MUJI母公司良品计划

（RyohinKeikakuCo.）公布截至2019

年2月28日的全年财报，经营利润在

连续增长八年后首次下滑，中国市场

销售额同比增长11.6%至750.9亿日

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同店销售额

同比下滑2.1%。

据良品计划2019年年度财报显示，

良品计划年度销售额约为286亿元，同

比增长7.1%；净利润约为15亿元，同比

减少31.3%。

然而，对于2020年业绩情况，MUJI

中国总部表示，在2020年，中国恢复店铺

运营后，销售业绩逐渐恢复。另一方面，

网络商城的销售保持良好态势。此外，在

去年，由中国本土化商品团队所开发的

生活杂货商品，销售也有所增长。

A股上市公司2020年年报陆续放榜，4月

12日晚间，森马服饰也披露了2020年年报成

绩单。从披露的数据来看，2020年森马服饰营

收、归属净利出现双降的情形，其中森马服饰

2020年的归属净利润近乎“腰斩”。

森马服饰财报显示，公司在2020年实现

的营业收入约152.05亿元，同比下降21.37%；

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8.06亿元，同比下降

48%。在报告期内森马服饰实现的扣非后净

利润约7.57亿元，同比下降49.01%。

关于公司2020年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等

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森马服饰证券

部进行采访，但对方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年报显示，森马服饰创建于2002年，是一

家以虚拟经营为特色，以休闲服饰、儿童服饰

为主导产品的企业集团，旗下拥有以森马品

牌为代表的成人休闲服饰和以巴拉巴拉品牌

为代表的儿童服饰两大品牌集群。其中森马

品牌创立于1996年，定位以休闲服饰为主的

大众日常生活方式品牌，巴拉巴拉品牌于

2002年创立。

从披露的财报来看，森马服饰的休闲服

饰、儿童服饰2020年的营业收入均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滑。具体而言，儿童服饰是森马服

饰的重要营收来源。财务数据显示，森马服

饰的儿童服饰2020年实现的营业收入约

101.32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66.64%，该产品收入较2019年同比下降

19.99%。另外，森马服饰的儿童服饰产品

2020年的毛利率为42.44%，较2019年同比

下降3.62%。

纺织服装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伟雄分析称，受疫情

影响，以线下为主的传统服饰企业受到了较

大的冲击。虽然森马服饰童装业务在整个童

装市场占比较高，但是基于实体店不断扩张

的压力，再加上疫情对于线下的冲击，以及线

上电商主要集中于打折销售业务，毛利较低

等因素，使得其业绩不断下滑。

针对业绩下滑，森马服饰称，疫情影响为

主要原因。但有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森马服饰

业绩腰斩，除受疫情影响外，或更多源于童装

出海业务的折戟。

2020年7月，森马服饰发布一则公告称，

拟向公司第三大股东森马集团出售全资子公

司法国SofizaSAS（SofizaSAS拥有Kidiliz集

团100%股权）100%的资产和业务，目的是降

低经营风险、避免业绩遭受更大损失。

据了解，Kidiliz集团为森马服饰旗下

海外童装业务。2018年4月28日，为推动童

装业务高端化发展以及拓展海外市场，森

马服饰全资子公司森马国际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以现金方式约1.1亿欧元（约合人民

币8.44亿元）收购SofizaSAS100%股权及

债权，进而达到收购Kidiliz集团全部资产

的目的。

收购该集团后，森马服饰寄希望于该集

团的布局，能够带动旗下童装业务向海外的

扩展，并投入巨大精力。据悉，森马服饰收购

Kidiliz集团之后，将旗下“CATIMINI”“AB-

SORBA”两大品牌引入中国市场，相继在重

点城市和天猫平台开设旗舰店铺。同时，有数

据显示，在收购Kidiliz集团后的第一年即

2019年，森马服饰的管理费用达10.29亿元，

同比增长97.13%。

然而，Kidiliz集团的发展并没有按照森

马服饰的希望前进。数据显示，Kidiliz集团在

被森马服饰收购后，出现连续性亏损。财报数

据显示，2018年底，受法国黄背心事件影响，

在法国本土拥有大量门店的Kidiliz公司经营

面临困境。2018年第四季度，Kidiliz集团亏损

0.49亿元，2019年亏损3.07亿元，2020年第一

季度亏损1.21亿元。

巨额亏损下，森马服饰不得不低价售出

该集团业务。2020年7月，森马服饰以6.8亿元

低价抛售，与当初收购价格相差1.6亿元。这也

意味着仅在买进卖出这一程序中，森马服饰

就已经亏损了1.6亿元，还不算两年内的亏损

数量。

受疫情以及Kidiliz集团低价转让等因素

影响，森马服饰引以为傲的童装业务也出现

下滑，并且关闭门店数量超过休闲服饰业门

店关闭数量。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森马

服饰童装业务关闭门店数量达1426家。

除了童装海外业务的折戟，其第二大业

务休闲服饰同样发展不佳。数据显示，

2019-2020年，休闲服饰营收分别下降

3.64%、24.26%。而随着该业务发展的不理想，

森马服饰逐渐削弱其地位。财报数据显示，

2016年，森马服饰休闲服饰业务占比为

52.51%，到2020年，休闲服饰业务占比下降

为32.6%。

虽说森马服饰休闲服饰的营业收入出现

下滑，不过该产品的毛利率出现微增。数据显

示，森马服饰休闲服饰2020年的毛利率为

35.88%，同比增长0.28%。

北京商报记者还注意到，自2019年以来

森马服饰业绩就出现疲软态势。财务数据显

示，森马服饰2019年实现的营业收入约

193.37亿元，同比增长23.01%；当期对应实

现的归属净利润约15.49亿元，同比下降

8.52%。

虽说业绩不给力，但并未影响森马服饰

的分红计划。森马服饰披露的公告显示，根据

公司2021年4月9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

配方案，以公司未来利润分配实施时确定的

股权登记日的股本为基数，以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2.5元现金红

利（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连续稳定

的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具有投资价值的体

现，尤其是在监管鼓励现金分红的背景下，

上市公司欲通过提高分红来提振投资者的

信心。不过对于业绩下滑仍要分红的做法

并不值得鼓励，公司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

而行。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张君花 刘凤茹

无印良品降价
中国消费者是否买账

森马服饰2020年业绩

约152.05亿元

同比下降21.37%

对应实现的
归属净利润

约8.06亿元

同比下降48%
约7.57亿元

同比下降49.01%

食品安全再翻车 永辉超市回应“不能都检测到”

回应抽检惹争议

永辉超市因食品安全问题再度登上微博

热搜。永辉超市董秘张经仪在对抽检不合格进

行回应时声称：“永辉超市每天自测量达3000

多批次，一个季度90天、基本上近30万次的检

测中，出现15批次的不合格，你说多不多？当然

我们自己也有问题，自测的3000多批次不可能

把所有的商品都检测到。”

对于永辉超市的回应，广大网友并不买账。

有不少网友认为永辉超市明明做错了，还这么

理直气壮。还有网友在留言中表示：“偷换概念，

抽检就有15批次不合格，实际有多少呢？”此外，

不少网友对永辉超市的运营能力提出了质疑：

“没有那个能力就不要搞那么多商品。”

据人民网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永辉超

市在福州、莆田、龙岩等多地多家门店共有15

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这15批次不合格食品

中，草鲡、冰鱿鱼、正蟹等水产品抽检不合格次

数达8次，抽检不合格项目涉及氧氟沙星、恩诺

沙星、镉等。

业绩向好却频翻车

事实上，永辉超市以生鲜业务起家，一直以

擅长生鲜经营在超市行业保持领先。永辉超市发

布的2020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前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726.7亿元，同比增长14.3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28亿元，同比增长31.86%。

与此同时，在门店数量方面也一直保持高

速增长。据永辉官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永辉

超市在29个省份585个城市拥有1019家门店。

其中，2020年三季度，永辉超市新开门店27家，

新签约门店24家。

不过，快速扩张中的永辉因食品安全问题翻

车也已不是第一次。去年10月，福建永辉三明万

达店超市销售人员直接脚踩冻货上行走，就引起

广大消费者的不满。据当时网友发布的视频显

示，一男性工作人员先是坐在食品冷冻柜上，继

而起身，直接穿鞋脚踩在冷冻鱼虾上整理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商报记者通过黑猫投

诉平台以“永辉超市”为关键字搜索，出现了

597条投诉。其中有不少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而

造成的投诉。一位消费者投诉称，2021年3月20

日，在永辉超市购买的鸡肉是变质的。此外，一

位陕西的消费者在今年3月21日购买的两袋双

汇香肠中发现有一袋已过期12天。甚至有消费

者投诉称，在永辉超市买的永辉优选馋大师吃

出来玻璃渣。

食安系统待健全

零售企业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业态，食品

安全也成为企业最核心的红线。尤其在疫情之

后，随着消费者对商品的安全要求不断提高，

这也对零售企业的食品安全控制提出了更高

要求。而永辉超市频繁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关

注，这背后也反映出永辉超市在食品安全管控

环节有一定的缺失。

在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

宏看来，永辉超市作为国内头部零售企业，无

论出现食品安全比例多或是少，从客观上来

讲，肯定会对永辉的品牌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消费者对品牌的

信任度，进而影响其业绩。

“一般来讲，这些问题要么出现在源头生

产环节，要么出现在中间物流环节。永辉肯定

有一套成熟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质量管控系

统，但在运行的时候难免也会出现一些纰漏，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出现问题检测不到

的现象。”文志宏分析称，零售企业出现类似食

品安全的问题并不少见，永辉作为国内头部的

零售企业会更引起大众和媒体的关注。

文志宏认为，永辉超市要进一步健全食品

安全的管理系统。“因为对永辉来讲，整个系统

和体系肯定是有的，但是很多环节可能还要更

加强化，对于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品

类，要采取加强检查或者增加抽检比例等相应

措施。”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赵驰

媒体曝出2021年一季度，永辉超市在福州、莆田、龙
岩等多地多家门店共有15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

4月12日， 永辉超市针对一季度15批次食

品抽检不合格一事作出回应，引起网友不满。据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信息公告显示， 今年一季度， 永辉超市在福

州、莆田、龙岩等多地多家门店共有15批次食

品抽检不合格。 永辉超市方面在回应中称：“永

辉超市每天自测量达3000多批次，不可能把所

有的商品都检测到。”事实上，尽管永辉业绩持

续保持增长， 但其却频繁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翻

车， 这背后也反映出其在食品安全管控上存在

一定的缺失。有分析认为，永辉超市要进一步健

全食品安全的管理系统， 对于容易出现食品安

全问题的品类，要加强检查或增加抽检比例。

2020年
10月30日网友反映福建永辉三明万达店“超市销售人

员直接脚踩冻货上行走”。

2021年
3月2日 北京市通州区消协通报， 永辉超市因商品质量、食

品安全、价格等问题居于投诉量第二名。

2021年
3月3日安徽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东至东流大道分公司（池州）销售

的牛蛙，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2021年
4月7日

安徽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池州长江路分公司销售的牛
蛙，呋喃唑酮代谢物（AOZ）、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
环丙沙星之和计）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2021年
4月8日

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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