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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概念失灵 星期六陷亏损泥潭

北京商报2021.7.16

切入运动主题

原来海淀的不夜城，一时间变身运动打

卡地。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位于海淀

区世纪金源大饭店前面广场的地下一层的不

夜城已经被改造成为一个新商场。记者在现

场看到，该项目名为“能量城市”，主要以运动

健身业态为主，覆盖篮球、射箭、攀岩、搏击、

蹦床、壁球、拳击等项目，这也是北京首座运

动主题商场。

北京商报记者在场内看到，该商场引入

了健身房、蹦床公园、室内滑雪场以及VR游

戏等项目，餐饮也多以轻食、茶饮业态为主。

记者发现，该项目在工作日客流并不多，其中

大多数为年轻白领客群。在随机采访中，消费

者王女士对记者表示，能量城市是一个比较

有特色的地方，都是与运动相关的游戏场所，

适合孩子和健身爱好者前来体验。记者向该

商场内部人员了解到，该商场开业已有半年

时间，定位为综合休闲运动商场。

据悉，该项目原为不夜城，以餐饮业态为

主，目前已改造为一座两层楼高的商业体，面

积约3.5万平方米。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天眼查

看到，能量城市所属公司为北京新动空间体

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个新型体育运动

空间综合服务商。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商业

咨询公司戴德梁行也参与了能量城市的前期

规划、设计及招商。

对于为何选择运动主题的定位，上述人

员表示，后疫情时代，商业逐步恢复，健康的

生活方式和运动的休闲体验已经成为新的时

尚和需求，具有巨大的商业潜力。

细分领域成改造热点

其实，越来越多的存量商业改造之后不

再覆盖全业态，而是从一个特性入手，吸引固

定客群。除了上述的能量城市外，前不久刚开

业的北京西单更新场则是从艺术角度的切入

点进行改造。

有商业内部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举例说

明，西单更新场作为一个存量项目改造，属于

目前市场上较为成功的案例。这一项目主要

就是瞄准艺术这一特性，在定位和招商上更

是在如何把品牌和艺术进行融合上下功夫，

注重体验业态的打造。正如目前项目内的

Jetlagbooks文艺体验店、稀奇艺术全新概

念店、芭莎艺术体验空间等，吸引了不少年轻

客群、网红博主前来打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分割了周边项目的客群。

除此之外，北京另一个重量级项目北京

SKP-S也是存量改造而成，该项目开业初期，

以奢侈品的定制门店为主的看点也吸引了不

少消费者前来打卡。同样，经过改造的北京伊

藤洋华堂主打日本商品，也受到不少热衷日

本用品的消费者以及对此方面有需求的消费

者喜爱。

当然，商场切入细分领域不仅只有上述

这些较为成功的案例，还有一些仍身处窘境。

如觅食森林、利生体育、中国儿童用品商城等

项目，目前仍处于亟待改造的状态。

考验运营能力

城市更新项目均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

交通便捷，如果运营得当定能重新走入市

场，若是不当，则会被市场淘汰。上述商业内

部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一般商业运营

方在选择老项目改造时，会更倾向5万至8万

平方米的项目体量，这样能保证投入与收入

在一定的时间内达到平衡状态。而类似于能

量城市这样的小项目改造起来一定会面临

招商难度，所以细分业态是一个好的想法，

但后期运营十分重要，运营不当会导致竞争

力流失。

“创意不等于生意，提前调研也十分重

要。”王牌智库首席专家、董事长上官同君指

出，“城市更新项目破解硬件改造、面积小

等难题，选做运动、艺术方面等细分领域的

创意很好，但在决策前务必做好运动商场

或艺术商场的落地可行性研究，因为创意不

是生意。”

上官同君表示，做商业运营务必要研究

客群分析以及消费行为分析，同时，还要做可

行性投融资测算，才能综合评判该商业项目

究竟是否可行。众所周知，商业单店的起步

难度很大，城市更新中旨在补充硬件空白的

商业招商，建议以连锁品牌为主，兼顾传统

商业和新零售、新经济的结合，这样用专业

来运营城市更新项目中的各种硬件难题，才

会有出路。

“主题化商场是商场未来发展的趋势，如

果商场都是同质化的商业类型，是没有前途

的。”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

出，“商业项目需要尽可能差异化，尤其是同

一区域内的百货、购物中心，需要将定位、主

题区别开来。”

不过，赖阳表示，企业在打造主题化上仍

然存在很大难度，包括品牌的组合能否被消

费者所喜爱、品牌的级别是否为最新潮。而不

仅仅是作为代理商去卖随处可见的商品类

型。“正如利生体育业绩欠佳，但迪卡侬却做

得很好，所以企业做得好坏与主题无关，而是

和企业的运营能力、品牌的整合能力等有

关。”赖阳举例说。

北京商报记者刘卓澜实习记者刘俊群/文并摄

北京万科时代中心

网红光环消失

7月15日，星期六开盘跌幅达5%，前一天

晚上，星期六发布2021年上半年业绩预告，预

计净亏损4000万-6000万元。

就业绩亏损一事，星期六董秘办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业绩

亏损更多还是基于去年疫情的影响，但随着

公司对于互联网业务的不断投入，互联网业

务营收增长，今年半年度亏损相比去年同期

有所收窄。

曾凭借网红概念风光无限的星期六，在

转型不足三年后再次亏损，不免被外界猜测

星期六的网红概念是否已经失灵。其实网红

概念失灵一说，在2020年就已经出现。财报数

据显示，2020年，星期六营收约为22.57亿元，

同比增长9.01%；净利润约为2437.95万元，同

比下降83.8%。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表示，星期六当初

收购互联网公司推动转型缺少足够的产

业基础，更多是为了短期炒作概念，而一

旦结束对赌，可能业绩就会快速下滑，因

为没有强制约束，自己又没有相关的资源

维持成长。

2017年之前，星期六主营业务主要为

中高端时尚皮鞋的生产和销售。由于主业

发展不振，2017年，星期六亏损达3.52亿

元。2018年，星期六斥资17.88亿元收购遥

望网络89.3979%股权，开始转型互联网广

告行业。

搭上互联网业务后，星期六一路高歌猛

进。2018年扭亏为盈，归属净利润为447.7万

元，同比增长1010.27%。2019年，实现归属净

利润为1.51亿元，同比增长3260.82%。与此同

时，凭借网红概念，星期六曾在24个交易日内

创造了16次涨停纪录。

剥离鞋履业务

从目前来看，星期六对互联网广告业

务大力布局及对鞋履业务的削弱依然是

主线。

2019年12月底，星期六以1385万元出售

了全资子公司佛山星期六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不再保留鞋履业务的生产产能。

与此相伴的是，星期六在2020年4月期间，募

集不超过29.7亿元投入YOWANT数字营销

云平台建设项目、社交电商生态圈建设项目

等的建设。

对此，星期六董秘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鞋

履业务受疫情影响不断下滑，在业务占比上

的减少是很正常的现象。反观互联网业务，不

仅完成当时的对赌协议，而且还推动公司业

绩实现增长，所以公司将不断加大对该业务

的布局。

鞋服行业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伟雄表示，随着星期

六在电商业务的持续投入与持续做大，鞋履

业务将在很大概率上逐步边缘化，最终被剥

离出上市公司。

从2020年年报信息来看，星期六鞋履业

务确实在被逐渐边缘化。2019年，星期六鞋履

业务营收占比为59.05%；2020年，该业务营收

占比下降为30.11%。而互联网广告业务营收

占比则在2020年上升为69.1%。

批量造网红

在削弱鞋履加大互联网业务布局战略

中，星期六将重点放在了批量制造网红深耕

直播带货这一领域。

2020年5月期间，星期六对外表示要批量

化生产带货主播。同时，星期六在年报中披露

称，公司社交电商业务继续快速发展，公司进

一步加大艺人与主播矩阵的建设。公司在加

大主播孵化、签约力度的同时，亦不断加强供

应链的建设力度。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3月31日，遥

望网络签约包含王祖蓝、王耀庆、张柏芝等明

星艺人及瑜大公子、李宣卓等主播/ 达人共

156位，其中短视频达人46位，直播电商艺人/

主播/达人共110位。

此外，星期六商品库合作品牌超2000个，

涉及SKU约30万个。同时，星期六于2020年9月

上线了自研的服务于直播电商业务的“遥望云”

中台服务系统，该系统囊括电商云、直播云、数

据云、工具云、营销云等多个板块，实现了直播

前、直播中、直播后各环节的线上化运营。

值得一提的是，批量造网红发力直播带

货领域，虽然能带来较高的收益，但投入成本

同样居高不下。数据显示，2020年星期六社交

电商业务实现营收10.12亿元，同比增长

447.05%。但成本投入方面的增长远高于营收

的增长。2020年，星期六社交电商服务成本为

7.6亿元，同比增长693.31%。

沈萌表示，网红直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所以对业绩的摊薄效应不断增加，不能长期

支撑企业发展。

据悉，目前直播电商行业正热，除了李佳

琦、薇娅等头部网红主播外，不少行业大佬、

明星也参与到直播卖货中来。对于星期六而

言，这都将是其深耕直播带货领域所要面临

的竞争对手。

“网红概念股爆火只是短暂的现象，并不能

持久。而直播带货的发展需要头部网红，但头部

网红培养成本及时间成本远大于其所带来的利

润。此外，目前，社交电商以及互联网营销已经

巨头林立，星期六想要立足，并非易事。”业内人

士分析称。 北京商报记者郭秀娟 张君花

转型扭亏不足三年，星期六再陷亏损泥潭。2021年上半年，星期六预计亏损4000

万-6000万元，加上2020年净利的大幅下滑，当初搭载网红概念实现3260.82%净利

增长的星期六似乎正在失去网红概念股的光环。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星期六对互联网

业务投入的不断加大，以及鞋履业务不断下滑，星期六剥离鞋履业务

是早晚的事。但转型进入互联网业务甚至押注直播带货

领域的星期六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譬如成本过高、头

部网红稀缺等。

旧改项目的发展阻碍重重，如何定位一直

是运营方最苦恼的问题。7月15日，北京商报记

者走访海淀区看到，老商场不夜城已经改造成

为运动主题的购物中心，并更名为KALCITY能

量城市。 业态从以餐饮为主变为以潮流运动、

青少年培训等贴合运动细分领域业态为主。有

分析指出，老项目改造面临各种硬件难改的问

题，面积小也难以囊括全业态，细分领域的定

位会让商场更能吸引消费客群。不过，这类购

物中心对物业方运营能力考验十分严格，如果

运营能力跟不上，就会走向下坡路。

星期六历年业绩数据

北京城市更新改造项目
开业时间表

2021年6月18日
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

2021年4月27日
北京更新场

2019年12月12日
北京SKP-S

2018年7月28日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单位：亿元）

上半年预计亏损4000万-6000万元

21.51

0.24

20.7

1.51

15.12

0.045

15.04

-3.52

1.3%

-1789.31%

0.54% 36.95% 3.89%

-83.85%

3260.82%101.27%

营收 净利 同比

能量城市引入了健身房、蹦床公园、室内滑雪场以及VR游戏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