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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卷入 特斯拉车顶维权叩开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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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巢宣布新投资
国际巨头竞速中国市场

手握彪马、斯凯奇 奥康为何仍难“糊口”

发声辟谣

车主与特斯拉之间的维权问题还没解

决，“一脸无辜”的蔚来又被卷入其中。近日，

有报道称，车展媒体日当天维权车主的一则

视频显示，维权车主所持证件为汽车零部件

供应商“韦巴斯特”提供，报道称该供应商为

蔚来汽车的天窗供应商。

同时，有网友爆料称，“车顶维权”的特斯

拉车主此前发布的视频显示，其前往展馆乘

坐的为蔚来车型。更有网友发布的一组照片

显示，“车顶维权”的车主也是四年前因倒车

时断轴维权的ModelX车主，也是上海车展

蔚来汽车展台的车主志愿者———“七姐”（蔚

来AppID）。

随着传闻发酵，网上出现不少猜测声音

认为，蔚来与此次特斯拉“车顶维权”事件有

关。对此，蔚来及伟巴斯特先后发布声明进行

辟谣。声明中，伟巴斯特方面称，伟巴斯特和

其工作人员与某品牌维权事件及人士并无任

何关联。

随后，蔚来也发布声明称，蔚来用户、合

作伙伴及蔚来公司遭受大量有组织的网络谣

言攻击。该声明显示，其用户“七姐”非车展维

权当事人，支持合作伙伴“伟巴斯特和其工作

人员与某品牌维权事件及人士并无任何关

联”的声明。

蔚来相关负责人表示：“妄言、影射上海

车展某品牌维权事件与蔚来有关的相关传言

纯系造谣。我们从未参与或推动任何第三方参

与某品牌的维权行为。蔚来已收集证据，向有

关部门报案，以求查清事实，维护自身权益。”

视频+照片成证据？

一场车主与特斯拉的维权为何会让蔚来

卷入其中？4月19日为2021上海车展媒体日，

按规定仅有媒体与厂商能够参加，特斯拉全

球副总裁陶琳曾表示，女车主的维权很“专

业”，感觉她背后有人（指使）。因此两位维

权车主如何在媒体日当天进入场馆，引发

了关注。

就在特斯拉与维权车主沟通时，4月26日

维权车主入场证被曝光，蔚来被推至风口浪

尖。有消息称，该证件为4月19日媒体日通行

证，同时标注了车主姓名及身份信息。在通行

证左上角，企业名称标注为“韦巴斯特”。随后

有报道称，“韦巴斯特”为蔚来的供应商。同

时，网上视频显示，维权车主使用的代步车，

为蔚来品牌车辆。但在网友准备“吃瓜”时，4

月27日，维权车主的抖音及微博上关于媒体

通行证的内容已经删除，这让网友开始猜测

这件事与蔚来的关系。

不过，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所谓证据的参

展证上的标注为“韦巴斯特”，而作为供应商

的公司正确名称为“伟巴斯特”。对此，伟巴斯

特相关负责人表示，伟巴斯特出于正常工作

需要，为参加2021上海车展媒体日活动的一

些媒体提供媒体日单日通行证，该单日通行

证须由实际使用人自行绑定信息激活。

同时，对于伟巴斯特为蔚来供应商而将

二者绑定的情况也站不住脚。据了解，伟巴斯

特集团为世界百强汽车零配件供应商之一，

在中国主要为汽车制造商开发生产汽车天窗

系统、加热系统、动力电池系统和充电解决方

案。据了解，伟巴斯特为中国几乎所有合资及

自主品牌汽车制造商提供配套服务，包括一

汽、上汽、长城、吉利、广汽、蔚来、威马、车和

家等众多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制造商。

业内人士认为，首先伟巴斯特与蔚来并不

是独家供应关系，该公司在国内供应多家车企，

如果仅以此判断二者涉及“车顶维权”事件确显

牵强。同时，参展商证件在厂家发放后，不排除

由其他渠道流出导致参展商名称写错的可能，

因此并不能证明两家企业与维权事件有关。

何时能定论

从车展首日维权事件发生到蔚来被牵涉

其中，特斯拉“车顶维权”事件愈演愈烈。尽管

事件已发酵一周，但反转的剧情让更多细节

浮出水面，而特斯拉则始终稳坐热搜。不过，

公众普遍关心的“特斯拉是否存在刹车失灵”

仍无定论。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特斯拉“车顶维权”事

件发现，目前双方的争论焦点在于特斯拉提

供的是否为真实数据。4月22日，特斯拉发文

称，完全接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郑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决定，尽己所能，积极配

合相关所有调查工作，切实履行好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的产品和

服务。特斯拉表示，已提供事故发生前半小时

完整的行车数据，并多次主动与相关方联系

沟通并汇报相关情况。

随后，特斯拉维权女车主发文表示，对自

己过激的维权行为向大家道歉，并针对特斯

拉近期的各项态度、做法提出质疑，否认特斯

拉与其主动沟通过，维权车主表示从未表达

过不接受第三方检测，只是不接受特斯拉指

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并对4月22日特斯拉公

布的数据提出质疑，认为这并不是其车辆的

原始数据，要求特斯拉公布数据来源、提取方

式、制作方式及筛选原则。

此后，特斯拉再度发文称，特斯拉已与

车主家属取得联系，并进行电话沟通。特斯

拉表达了进一步沟通的意愿和诚意。家属表

示，车主需要休息两天，之后再联系。

“对于判断刹车状态来说，取得尽可能多

的相关参数十分重要。”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

表示，车辆是否存在问题需根据当天实际情

况以及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多方面来判断，

虽然目前究竟是车辆问题还是驾驶问题尚无

定论，但对于特斯拉而言，如果眼下的问题长

时间得不到解决，对品牌会产生影响。“特斯

拉在华销量一路攀升，但如果长期处于舆论

旋涡中，可能会造成消费者持币待购的情

况。”颜景辉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非主营业务提振

梳理奥康国际财报可以发现，其24.2%

的净利增长更多源于非主营业务收益。数据

显示，2020年，奥康国际共获得政府补助

2406万元，此外，因购买银行理财奥康国际

取得投资收益2111万元。基于此，奥康国际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属于主业部分后亏损

1735万元。

反观奥康国际主营业务难言乐观。2020

年奥康国际主营业务男鞋、女鞋、皮具中，男

鞋和皮具业务营收均出现下滑。财报数据显

示，男鞋业务实现营收15.09亿元，同比下滑

3.25%；皮具业务实现营收1.83亿元，同比下

滑16.55%。其中，奥康国际自有品牌“奥康”

“康龙”的营收分别下滑2.63%、1.24%。

就此次业绩情况，北京商报记者对奥康

国际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随着“90后”“00

后”消费群体的崛起，休闲鞋更受欢迎，像奥

康国际这样的老牌皮鞋企业由于定位大众，

品牌老化、依赖线下渠道等因素影响，很难适

应当下的消费环境，市场竞争中难有优势。

斯凯奇、彪马难成“救星”

手握斯凯奇和彪马代理权两张“王炸”的

奥康国际在业绩上似乎并没有更多体现。

2015年，奥康国际宣布牵手美国运动

鞋品牌斯凯奇。2017年，奥康国际旗下斯凯

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111.69%。2018年，

在奥康国际所有品牌下滑的情况下，斯凯

奇依旧表现强劲，营收增长达49.72%。2020

年，源于斯凯奇的营收增长，直接推动了奥

康国际女鞋产品销售增长了8.11个百分点。

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斯凯奇实现营

收2.94亿元，同比上涨22.97%；女鞋业务实

现营收9.92亿元，同比增加8.11%。显然，斯

凯奇成为奥康国际近两年唯一呈正向增长

的品牌。

不可否认，斯凯奇是奥康国际财报的亮

点，但从近几年运营情况来看，奥康国际对于

斯凯奇的运营远未达预期目标。

2015年奥康国际成为斯凯奇在中国大陆

地区代理商时曾表示，计划在五年内开1000

家斯凯奇专卖店。但截至2020年末，斯凯奇门

店总数仅为157家，和千家门店的目标相去甚

远。此外，斯凯奇营收增速一路下降，

2017-2020年增长速度分别是111.69%、

49.72%、25.13%、22.97%。

再 看 彪 马 。2017年 ， 奥 康 国 际 与

INTERSPORT建立长期战略关系，成为

INTERSPORT旗下运动品牌彪马的代理人。

虽然奥康没有披露彪马近几年的营收数据，

但根据披露的门店数量，截至2020年底，彪马

直营和经销门店总量仅有53家。

从财报数据来看，手握斯凯奇、彪马两大

品牌代理的奥康国际没有在业绩上更进一

步。数据显示，2015-2020年，奥康国际营业

收入从33.2亿元降至27.38亿元，净利润从3.9

亿元降至2794.05万元。

转型轻资产

面对困境，奥康国际也曾试图转型，在代

理其他品牌产品的同时，也开始通过对外品

牌授权。2019年12月，奥康国际分别与杭州

康米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温州翔业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授权

以上两家公司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奥康品牌的

男装、童装和童鞋。

在业内人士看来，奥康存在品牌老化、产

品质量下降、过度依赖线下等问题，即使转型

品牌授权，走轻资产模式，也很难收割市场。

对于奥康而言，重要的是要使其产品年轻化，

适应当下消费群体的需求。此外，授权品牌对

于产品质量的把关极其重要，这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其产品安全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奥康国际因产品质量问

题备受质疑。2020年3月20日，市场监管总局

办公厅发布关于2019年第二批玩具等16种

网售产品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情况的通

报，奥康多款童鞋、皮鞋不合格。2020年3月，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纺织服装、

箱包、鞋类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结果的通

报》中，奥康国际女棉鞋不合格。2021年2月，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关于2月份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的通告中，奥康国际

同样位列其中。

其实，近两年老牌上市鞋企都面临着不

同程度的困境。曾经的“女鞋之王”达芙妮，

2020年营收下滑82.89%，亏损2.24亿港元，并

彻底退出中高档品牌的实体零售业务。同样，

曾经的“鞋王”百丽也由于业绩不理想，在

2017年以退市被收购收场；曾红极一时的富

贵鸟也在2019年8月宣告破产。

在业内人士看来，老牌上市鞋企陷入危

机的原因大同小异，几乎走的都是大众路线，

靠价格取胜，并没有在产品品质上下功夫，使

得供给和需求之间出现了错位。对于这些企

业而言，需要改变甚至重塑品牌形象，而不是

简单地改变一下运营模式就能起死回生。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张君花

4月27日收盘，奥康国际盘中涨幅达10.03%。前一天晚上，奥康国际发

布2020年财报称， 实现营业总收入27.38亿元， 同比增长0.42%； 净利润

2794.05万元，同比增长24.2%。业内人士认为，在品牌老化、定位模糊等因

素影响下， 很难适应新消费群体需求的奥康国际希望通过转型品牌授权的

轻资产模式提振业绩，但摆在其面前的首先是产品质量问题。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白杨）国际快
消巨头开始在中国市场拼速度。4月27日，

雀巢在山东青岛莱西与莱西市政府举行了

新投资项目的签约仪式。会上，雀巢宣布了

一系列针对中国市场的新举措。

雀巢宣布与青岛莱西共同建立雀巢在

亚洲、非洲、大洋洲范围内唯一一个具有嘉

宝品牌湿产品产能的工厂。新的产品线不

仅符合有机标准，同时全面优化婴幼儿辅

食项目生产线。此次生产线一举推出18种

口味嘉宝果蔬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监委有机

产品认证专家组成员王伟杰看来，相对于

欧美国家，中国有机食品供应链、产业链相

对不如国外健全，雀巢推出的嘉宝有机果

泥将推动这一市场的发展。

另一方面，即饮咖啡作为雀巢咖啡在

华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中国渗透

最广的咖啡系列，雀巢宣布即饮咖啡管理

部入驻青岛，将主要负责管理各地代加工

厂和产品的销售。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雀巢今年以来再

次在华投资。今年3月，在滨海新区举办的

雀巢天津增资扩产项目启动仪式上，雀巢

宣布正式启动宠物干粮和湿粮罐头食品

生产线两期投资项目，并在去年宣布的投

资基础上，再增资2.3亿元，以加强在高端

及超高端宠物食品生产方面的布局。至

此，雀巢过去两年里在天津的总投资已超

10亿元。

2020年5月，雀巢对外宣布在天津投

资7.3亿元，增设其在亚洲的首条植物基产

品生产线，扩大天津现有宠物食品工厂的

产能，引进新的高附加值产品，并将对其

糖果业务增加投资，升级“呈真”威化生产

线，进一步发展天津雀巢质量保证中心的

能力。

同年9月，雀巢宣布在华增资4亿元，用

于谷物能力中心建设、扩建奶牛养殖培训

中心，并加大雀巢在高端化食品加工方面

的投入。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瞄准中

国消费者的不只是雀巢。资料显示，2020年

中国快消品全渠道仍实现增长，增速2.9%。

从品类来看，2020年不同品类的增长差异

较2019年呈扩大趋势，主食、个护和母婴分

别增长11.6%、7%和4.4%，饮料、零食和酒

类则分别下跌6.5%、4%和0.5%。

近日，联合利华旗下植物肉品牌“植

卓肉匠”推出了面向B端的、契合中式餐饮

需求的新品，这是植卓肉匠在中餐赛道的

首次探索，也是对中国市场的又一次重点

布局。

4月6日，COSTA也宣布在中国推出

全新风味冷萃系列即饮咖啡。这是

COSTA继去年首次在中国推出英伦经典

系列即饮咖啡后，再次完善在中国精品即

饮咖啡的版图。2020年3月，COSTA针对

中国市场推出了首款英伦经典系列即饮

咖啡产品。

COSTA方面曾公开表示：“中国已成

为COSTA最重要的国际增长市场之一。为

进一步发展中国市场，COSTA咖世家除继

续优化现有业务外，还将加码布局中国咖

啡多元化渠道，挖掘中国咖啡市场潜力，获

得更多的市场增长。”

2021年是百事进入中国市场的40周

年，在这期间，百事在华建立了食品和饮料

系统，并持续在华投资。2019年，百事成为

中国第二大天然食品公司五谷磨房的第二

大股东。2020年，百事还收购了国内线上休

闲零食龙头企业之———百草味。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所

有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业绩、利润和股价等

方面一定不能忽视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从

雀巢、达能，再到可口可乐，这些国际巨头

都是围绕高科技、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

布局，这也是未来快消品的发展方向。

特斯拉维权事件脉络4月19日

上午，上海车展特斯拉展台
出现车主因“刹车失灵”维
权事件。

下午，特斯拉回应女车主车顶
维权为“非理性行为”，对不合
理诉求“不妥协”。

4月20日

特斯拉向车主致歉：
已成立处理小组。

4月21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督
促指导地方依法处理
特斯拉事件。

4月22日

特斯拉公布事发前1分钟行车数据。

有报道称，维权车主所
持证件为蔚来汽车的天窗
供应商“韦巴斯特”提供。

同时， 有网友爆料称，
维权车主此前发布的一条
视频显示，其是乘坐一辆蔚
来车辆去的展馆。

4月26日

4月27日

蔚来与伟巴斯特相继
发布声明称与特斯拉
女车主维权无关。

“超没超速”“刹车是否失灵”“车辆数据算不算个人隐私”……围绕一“站”成名

的维权车主与特斯拉之间的事件进展每天都能成为新热点。 但蔚来被卷入这场拉

锯战，在预料之中也在预料之外。

从特斯拉维权事件开始，围绕质量、刹车数据真实性等诸多问题，车主和

特斯拉各执一词，尽管特斯拉方面连发道歉声明，但维权事件仍持续发酵。

如今，因为一张参展证和视频让蔚来也卷入其中，“车顶维权”发展正在

偏离事件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