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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针”失意
长春高新盯上辅助生殖

小米造车：嘴上不急行动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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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亏损扩大

8月16日，知乎正式发布2021年二季度财

报。在营收层面，知乎在报告期内持续保持增

长，并以总收入6.384亿元较2020年同期的

2.614亿元增长144.2%。

观察各项业务的收入情况，广告收入仍

是知乎第一大收入来源，并在2021年二季度

实现2.483亿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48.4%。与

此同时，内容商业解决方案收入增长幅度则

是知乎增速最为迅猛的业务，并从2020年二

季度的1270万元增长至2021年二季度的

2.074亿元，一跃成为知乎第二大收入来源。

此外，知乎的付费会员业务同比增长123.5%

至1.549亿元，其他收入则从去年同期的1200

万元增长至2780万元。

尽管知乎在2021年二季度保持了收入增

长，然而在利润层面，依旧亏损。

数据显示，2021年二季度，知乎净亏损

3.211亿元，与2020年同期的1.161亿元相比亏

损有所扩大，同时，2021年二季度调整后的净

亏损（非GAAP）则为2.003亿元，较2020年同

期的7020万元扩大了近两倍。

对于净亏损数据扩大的原因，知乎相关

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解释，“主要是成本增

加，主营业务成本从2020年同期的1.35亿元

增加至2021年二季度的2.618亿元，主要由

于知乎广告服务、内容相关成本的增加，以

及用户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云服务和带宽

成本的增加”。

事实上，知乎的持续亏损一直是业内关

注的领域。据知乎此前公布的财报显示，2019

年、2020年，知乎的营收分别是6.71亿元、

13.52亿元，净亏损则分别为10亿元和5.18亿

元，两年亏损超15亿元。而此次2021年二季度

净亏损同比扩大，也不禁令人们再次关注营

收结构逐渐多元化的知乎，究竟该如何推进

自身的商业变现进程。

卖花卖咖啡寻突围

面对亏损，上市后的知乎也在寻求改变。

就在28天前，知乎自有消费品牌知乎知

物正式上新3款花卉，由此从一个贩卖知识的

平台，跨界切入到了鲜花赛道。无独有偶。18

天前，刚开始卖花的知乎又瞄准了咖啡。

知乎作为天然的知识流量池，上线前邀

请咖啡领域优秀答主进行试喝众测，借助用

户优势做市场调研；上线后知乎用户对挂耳

做出测评，并对挂耳的饮用方式、产品、豆种

等做出普及讨论，文章与橱窗产品互为链接

达到引流作用。同时，在包装与Alpha、Bate、

Gamma的取名上与知乎调性相符合。

App将知识流量变现产品消费早有先

例，比如Keep借助健身知识分享引流推出运

动智能手环、体重秤等周边，有效达到流量

变现；抖音在短视频上链接橱窗，通过视频

内容分享为产品引流，为店铺入驻提供平

台，实现双向变现。业内人士分析，知乎瞄准

产品变现虽入场稍晚，但选择咖啡品类定位

精准。

世界咖啡协会认证讲师Jerry认为，“定位

于知识问答的知乎，天然适合推介咖啡等知

识属性强的产品，同时知乎与挂耳客群符合

度较高，热衷于在知乎上讨论咖啡产区、豆

种、风味的存量用户是知乎挂耳的潜在消费

群体。而速溶咖啡、现磨咖啡用户易因为知乎

的品牌影响力可能会转换为单品咖啡购买

者，从而成为知乎挂耳的消费者。基于挂耳产

品本身消费场景在于家庭场景与办公场景，

其与连锁咖啡馆或精品咖啡馆属于平行赛

道，并不产生直接竞争”。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

宏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知乎实现

跨界仍有足够发展空间，知乎着力于围绕用

户跨界推出自有品牌产品，核心点在于用户

黏性与产品特性，发力线上渠道搭建成本较

小。同时，依托于知乎海量用户群体，挂耳或

许仅是知识流量变现的试水产品，未来知乎

或开拓更多衍生产品。

商业化变现矛盾凸显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知识付

费行业图谱》显示，综合类平台包含知乎、百

度App、今日头条、36Kr、豆丁、豆瓣等；垂直

类平台包含短书、真知灼见、混沌大学、千聊

等；音频平台包含流利说、蜻蜓FM、喜马拉雅

等、爱因斯坦FM等。艾媒咨询分析称，74%

受访用户对综合类知识付费平台表示满意，

同时预测2021年知识付费市场规模将达到

675亿元。

从知乎的用户层面数据来看，该公司的

付费会员以及用户活跃度也在保持增长，并

在2021年二季度实现平均月活跃用户

（MAU）9430万，比2020年二季度增长

46.2%，平均月付费会员达到470万，同比增长

121.1%，付费率则由2021年一季度的4.7%提

升至5%。但与哔哩哔哩8.9%的付费比例相比

仍有一定差距，也代表存在着发展空间。

现阶段，知乎也在持续发力旗下业务的

发展。据知乎平台显示，目前知乎会员连续包

月为25元、连续包季68元，连续包年238元，

在功能特权上，知乎付费会员具备评论发

图、评论表情、改名加速等7项特权，内容特

权方面汇集了专栏、live、漫画、杂志期刊、论

文等资源。

业内人士表示，平台变现重点在于引导

用户付费、打造优质内容、强化客户服务。参

照视频与音乐平台的特性，版权或许是知识

付费下一步决胜点，否则易发生客户转移度

高、黏性不强、付费概率较低的情况。同时，借

助知乎长尾效应，除第三方内容外，打造知乎

自有内容池也是发力点。

“在广告营收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知乎把

重点放在内容商业解决方案上，是在提前做

结构调整。按现在的趋势看，未来内容商业

解决方案很有可能会超过广告，成为知乎最

大的营收来源，这给泛知识内容类企业提供

了一个变现新方向。但是用户的黏性、用户

规模的再突破还是知乎的老问题，这就又回

到了知乎到底要小而美还是大而全的选择

题。”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魏蔚 实习记者 罗帆

落户北京？
关于小米汽车总部和首座工厂基本确定

落户北京的说法，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小米

方面，不过对方并未予以确认。

此前，业内已经有多个版本的说法。上个

月，有报道称，从安徽高新技术产投消息人士

等多方独立信源获悉，安徽省国资委正在和

小米汽车接触，有意将小米汽车引入合肥。但

据后来的报道，这个消息被安徽省国资委的

工作人员否认了。

几天前，武汉市商务局通过“武汉市留言

板”渠道回应用户提问时表示，武汉市招商

部门前期已与小米公司进行了交流，目前正

在与该公司积极对接和推进汽车项目落户

武汉。

小米集团公关部总经理王化发文回应

称：“近段时间关于我司造车的部分信息已经

越传越离谱，一会儿落地北京了、一会儿落地

上海了、还刻意地强调武汉没引入成功。”“一

切以官方披露信息为准，大家转而告知切勿

轻信。”

除了落户地址，小米造车是否采用代工

形式、谁来代工也是业内非常关心的话题。

最早有消息称，江淮汽车未来可能将会

为小米汽车代工。但很快，江淮汽车对外发

布公告称，江淮或为小米代工的报道内容不

属实，截至目前，江淮汽车未与小米就合作

造车进行过商议，也未达成任何合作造车的

意向。

8月2日，上汽集团通过互动平台表示，公

司积极通过跨界合作方式与多家互联网企业

共建产业新生态，其中，上汽通用五菱已与小

米在互联网生态方面开展合作。

据了解，今年的上海车展上，上汽通用五

菱宝骏E300车型就接入了小米生态，可实现

儿童娱乐、车内续播、智能电话、车家互联等

功能。这为双方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但

最终小米是否会选择五菱为自己代工，目前

还不知晓。

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找汽车厂商来代

工，小米的造车预算或许足以支撑到其产品

上市，如果选择自己建工厂造车，小米还需要

持续不断地投入资金。

准备工作

今年3月，小米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拟

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负责智能电动汽车业

务，首期投资为100亿元，预计未来十年投资

额100亿美元，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兼任智

能电动汽车业务的首席执行官。“这是我人生

中最后一次重大的创业项目，我将亲自带队，

相信总有一天小米汽车会成功。”雷军当时动

情说道。

之后这4个多月里，雷军确实不遗余力地

为造车事业开疆拓土，频繁走访长安、广汽、

上汽通用五菱、长城、上汽、东风、博世、宁德

时代等厂商，并开始陆续招聘与汽车行业有

关的人才。

日前，小米官网发布了上百条与汽车行

业相关岗位的招聘信息，包括工程师、架构师

等，且都在前方加上了“急”字的图标，工作

地址包括北京海淀区和上海徐汇区；7月28

日，雷军通过其个人微博发布招聘广告，小

米汽车自动驾驶部门首批招募500位自动

驾驶技术人才，自研行业领先的L4级智能

驾驶能力。

此外，小米还参与投资了多家自动驾驶

公司和激光雷达制造商等汽车供应链上的企

业。6月，国内自动驾驶初创企业纵目科技完

成D++轮融资，由小米长江产业基金领投，纵

目科技是自动驾驶（AD）和高级汽车辅助驾

驶（ADAS）产品及技术供应商；激光雷达企

业禾赛科技也获得小米集团的投资。

虽然在上周的演讲中，雷军未提及关于

造车项目的进展，但可以从上述信息中看出，

小米并不打算打“无准备之仗”，技术、人才、

合作，都是小米正式开启造车的准备要素。

汽车分析师张翔认为，小米的软硬件生

态链系统已经比较完善，一些软件和硬件都

可以拓展到汽车上去，和智能汽车打通，这也

是物联网的发展方向。这也是造车之外，小米

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最想达到的目的，将自己

的生态系统应用到越来越多的终端上去。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继合肥和武汉之后，小米汽车总部的落户地址又多了一个猜测———北京。8

月16日，有报道称，小米汽车总部和首座工厂已经基本确定落户北京，不过，截

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小米方面并未确认这个消息。自3月底宣布造车后，关于

小米汽车总部及工厂选址、代工与否、代工企业都备受业内关注，并传出数个版

本的传闻。在业内人士看来，无论小米最终的选择如何，其真正的目的还是通过

汽车这个“硬件产品”，布局基于自身生态的车联网市场。

“有问题，就会有答案”，上市近半年时间的知乎，如今得到了怎样的答案？8月16日，知乎正式发布2021年二季度

财报，虽然营收继续保持增长，但亏损也在扩大。在知识付费的浪潮下，知乎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开拓旗下业务，跨界卖

花、卖咖啡，持续发力会员业务，完善内容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商业化是该公司一直以来面临的问

题，知乎想尝到盈利的味道似乎还需要时间。

北京商报讯（记者 姚倩 实习记者 胡
悦莹）一年售出50亿元“增高针”的长春高
新不满足于此。8月16日，长春高新披露《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称，公司将积极推进

成人生长激素缺乏适应症相应销售工作，

公司后续也将积极推进生长激素产品未来

在大龄女性备孕等方面的合规应用。

据了解，促卵泡激素是一种重要的辅

助生殖用药，由脑垂体前叶嗜喊性细胞合

成与分泌的高度糖基化蛋白，通过与受体

结合，促进卵泡生长和发育，刺激卵巢合

成和分泌雌性激素，从而产生成熟卵泡。

作为促排卵药物的其中一种，促卵泡激素

应用于治疗不排卵或超排卵等适应症。

作为我国首款国产重组型促卵泡素

产品，金赛药业的重组促卵泡素2015年5

月获批上市。长春高新董秘办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

外更多地将生长激素面向人群集中于成

人，而国内市场更多面向儿童，公司积极

推进成人生长激素缺乏适应症相应销售

工作也可进一步提升市场覆盖率。

据长春高新最新半年报消息显示，其

子公司金赛药业实现收入37.88亿元，实

现净利润18.59亿元。其中生长激素产品

销售收入35.7亿元，同比增长近50%；而辅

助生殖领域的促卵泡素销售收入仅1.7亿

元，虽占比较小，但同比增速高达80%。

在业内人士看来，推进成人生长激素

缺乏适应症销售的背后或是“增高针”生

长激素的舆论风波不断。日前，新华社点名

“增高针”滥用，且存一定健康风险影响。随

后，生长激素龙头长春高新早盘“一”字跌

停，一日之内市值“蒸发”124亿元。

近年来，业界对重组人生长激素滥用

的争论从未停止过。除了高昂的治疗费

用，专家认为，重组人生长激素有被滥用

的苗头，可能带给使用者内分泌紊乱、股

骨头滑脱、脊柱侧弯等健康风险。此外，重

组人生长激素并不适用于所有出现身材

矮小状况的孩子，只有因重组人生长激素

分泌不足引发的矮小症才可适用，同时一

些常见的副作用也值得关注。

长春高新董秘办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重组人生长激素产品属于处方

药，因此在产品宣传和诊疗过程中存在一系

列的限制，这也使得大家目前对这款产品的

认知、对人体生长激素缺乏病症的认知率和

诊疗率是极低，从而导致了大家对公司合规

性、产品安全有效性的一些疑虑。

然而，在重组人生长激素有望纳入集

采可能的前提下，长春高新也不得不提早

布局。2020年，金赛药业实现营业收入

58.03亿元，同比增长20.34%；净利润为

27.6亿元，同比增长39.66%，占长春高新总

营收的68%，净利润的91%。仅靠卖重组人

生长激素，长春高新一年入账超50亿元。

今年5月，一份《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

于共同开展省级药品和耗材超声刀头联

盟采购工作的函》在业内流传，涉及到重

组人生长激素或将被纳入集采。在北京鼎

臣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知名战

略营销专家史立臣看来，重组人生长激素

纳入集采只是时间问题。

长春高新董秘办相关负责人称，就现

有情况来看，公司预计短期内生长激素产品

不会进入国家集采，目前只有个别省份拟进

行集采事项，相对来说影响较小。假设集采

政策落地、产品价格下降，公司将努力通过

提升用户体量等方式确保公司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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