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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并购天虹微喔 罗森急行扩店
罗森或将借助并购加速扩张。近日，天虹股份发布公告称，拟挂牌转让

全资子公司天虹微喔便利店100%股权，罗森中国有意受让天虹微喔股权，

并与罗森中国达成意向并拟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若此次竞购成功，

罗森也实现了借助天虹进入到深圳、厦门等市场。从区域加盟、单店加盟、

特许加盟，再到如今的并购扩张……罗森本土化探索的背后足以证明其扩

张的野心和积极性。

扩张提速 罗森欲并购微喔

根据天虹股份发布公告称，拟挂牌转

让全资子公司天虹微喔便利店100%股权，

罗森中国有意受让天虹微喔股权。该公司

与中国罗森达成意向并拟签署《股权转让

意向协议》。

公告显示，本次股权转让将在产权交

易所以公开挂牌及网络竞价方式进行，公

司不承诺中国罗森一定可以被确定为受让

人。本次拟签署的意向协议属于双方的意

向性约定，有利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顺

利推进。

虽然天虹与罗森的合作并没有敲定，

但双向奔赴也为事情的可行性增添了一

笔。对于此次交易，罗森中国相关负责人对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此次罗森参与天虹微

喔的竞购，主要还是想借此进入到华南地

区开展业务。

而在此之前，罗森并没有涉足华南

市场。

清理“不良”资产

据了解，天虹微喔便利店是天虹旗下

的便利店品牌，以华南、东南为核心发展，

主要布局深圳、厦门等城市。对于微喔的出

售，天虹方面表示，本次转让将有利于公司

优化资源配置，聚焦重点战略的发展，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主营业务发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天虹微喔目前经

营状况并不理想。据公告披露，天虹微喔在

2020年和2021年1-6月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07亿元和1.33亿元，分别实现净利润

1179.12万元和-614.33万元。截至2021年

6月底，天虹微喔的净资产为7.8万元。

和君咨询零售连锁专家、和弘咨询总

经理文志宏认为，当前，便利店仍旧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但市场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

正是因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就更加强

调了便利店经营企业的专业能力。尽管天

虹也是零售企业，但是其优势和强项更加

倾向于购物中心、百货等零售业态。所以天

虹此时选择出售便利店业务是比较理想的

战略选择。

野心渐显 立下万店目标

北京商报记者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

布的《2021年中国便利店TOP100》榜单中

看到，截至2020年12月31日，微喔便利店

以210家门店排在75位。此次罗森如果此

次能够成功拿下微喔，那么罗森也将借此

进入深圳、厦门等城市。同时，该榜单指出，

罗森的门店数为3256家，是在华数量最多

的日资便利店品牌。

即便成为在华数量最多的日资便利店

后，罗森依然没有放慢脚步。今年8月，罗森

便利店正式进驻河北石家庄，同时，罗森还

成功进驻北京地铁站。还有媒体报道称，罗

森计划到2025年在中国达到1万家店。除

了在已有地区大幅增加门店数量外，在尚

未进驻的地区，也计划开1300家店，并还

考虑收购。

不过，就日资便利店而言，主要以区域

加盟、特许加盟等方式来扩张，而并购的方

式并不多见。但罗森在此前就曾接盘部分

全时门店，此次再参与竞购天虹微喔，足以

证明其扩张的野心和积极性。

罗森中国相关负责人表示，并购扩张

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便利店业态规模

是非常重要的。对罗森来说，天虹微喔的规

模是罗森看重的。接下来罗森还会进行更

详细的研究。

借壳加速扩张

在文志宏看来，罗森作为连锁便利店

的头部玩家，通过竞购的方式来获得天虹

微喔有利于加快罗森规模连锁的快速扩

张，尤其是提升罗森在华南、东南地区的市

场份额。

但他同时指出，罗森的便利店运营能

力毋庸置疑。不过在便利店遍地开花的华

南市场，罗森还是需要先确定好在华南地

区的竞争策略。“即便罗森能顺利接手天虹

微喔，但要面对华南市场的便利店竞争并

没有那么轻松。要知道，除了7-11等老对

手之外，华南市场还有美宜家、天福等便利

店领域的巨头坐阵。”

在精益零售理论创始人龚胤全看来，

当前是便利店发展的黄金时代，罗森可以

借助天虹微喔快速进入广东地区，扩大在

中国经营的版图。但同时也将面临一定的

挑战。

“广东地区有其独特的消费习惯，罗森

要根据广东消费习惯定制广东的商品口味

需要一些时间研究并试错，此外，广东便利

店市场竞争也十分激烈，尤其是本土连锁

便利店品牌及7-11经营得都十分不错，最

大的挑战是广东地区对食材的新鲜度是全

国最为挑剔的，当地早餐、小吃、宵夜市场

就是鲜食便利店的最大敌人，这也是为什

么广东7-11鲜食经营并不丰富的原因，罗

森作为鲜食便利店经营的代表，会遇到同

样的问题。”龚胤全表示。

“当前便利店市场呈现三股势力，第

一股势力是日系便利店为代表或从日系

便利店聘请专业人才开发的中国本土的

新型鲜食便利店；第二股势力是传统香烟

杂货起家的便利店；第三股势力是以便利

蜂为代表的数字化驱动的新型便利店。”

龚胤全认为，短期来看三股势力不分上

下，彼此都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及生存资

本。长期来看，日系便利店及本土鲜食便

利店和数字化驱动的新型科技便利店更

有竞争优势，传统香烟杂货便利店依靠加

盟商夫妻店构建的低成本优势胜算不大。

未来不管是任何行业的竞争，一定是管理

效率及科技驱动的竞争。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赵驰/文 刘卓澜/摄

侵权现象频生

一面是时尚市场规模壮大，另一面

品牌设计的侵权问题逐渐显现。北京商

报记者从2021中国时尚知识产权大会上

了解到，Diesel母 公 司OTB曾起诉

ZARA母公司Inditex集团抄袭OTB旗

下Diesel牛仔裤、Marni凉鞋设计，并于

2018年胜诉，这也是ZARA首次被判抄

袭成立。

在直播带货、各类电商逐渐占据主

流的时代，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也变得愈

加明显。今年5月，作为头部电商主播的

薇娅就因售卖山寨Supreme联名商品，

引发全网热议。随后薇娅经纪公司回应

称主要争议点在于联名授权方（古姿

GUZI）涉及的商标和版权存在争议，薇

娅也对该事件进行了道歉。可见当“山

寨”遇到“流量”，侵权的法律风险也在被

放大。

中国美国商会知识产权论坛主席彭

明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

年来随着快时尚市场规模的扩大，实际

上抄袭现象仍旧明显。“快时尚品牌的买

手们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时装发布会上，

第一时间记录款式。但因服装行业借鉴

和抄袭之间难以判定，所以这也一直是

行业内的痛点。”

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

中国快时尚行业竞争战略分析及投资前

景规划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快时

尚市场规模为2735.4亿元，同比增长

16.9%。但快时尚行业内产品设计也存在

原创性尚待提高，行业内相互仿制的现

象严重，缺乏设计创意致使商品吸引力

不足等问题。

设计师品牌YIHANGYIXIAN主理

人刘一行也表达了作为原创品牌的无

奈，大部分拥有高流量的电商品牌，对于

独立设计师款式的借鉴和抄袭现象比较

严重。“我们曾经历过，一款在阿里巴巴

里的电商工厂衣服和我们的款式一模一

样，销量高达上千件。但是因为上诉成本

很高就选择了沉默。”

从源头阻隔抄袭

销量高达上千件，但是因在服装领

域这个侵权现象频发的行业，或许只有

追溯到问题源头，才能更好地保护原创

设计，然而当下中国企业预先保护的意

识仍有所欠缺。

北京商报记者在2021中国时尚知识

产权大会中获悉，我国大型服装企业已

经具备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和体系。从国内市场来看，虽然和国外知

名品牌相比在保护策略和路径选择上有

所不同，但是在国内知识产权的布局和

维权投入上已经没有明显差距。

然而，我国大型服装企业的知识产

权海外布局上与国外知名品牌差距明

显。分析指出，中小型服装企业在国内的

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意识上，与中国大

型服装企业以及国外知名品牌也存在较

大差距。

快手集团商标总监娄丽进一步指

出：“中国时尚企业布局海外的前提，是

具备强烈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另外在

海外布局方面，企业还应当讲求重点，适

当前瞻，注重全周期、全方位，强调内外

协同。

据了解，2020年纺织服装行业外观

设计专利占到全国所有外观设计专利的

5.9%。“然而这个数字在近五年来是呈下

降趋势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

长、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李

陵申表示。

借助科技手段

电商是一把双刃剑，对权利人来说

是很好的商业平台，而对于侵权产品，也

是更加容易传播假冒伪劣商品的途径。

“但互联网是可追踪的、有迹可循的。实

际上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来看，更容易

追查。但互联网参与者众多，相比之下更

难的是发现侵权行为。不过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的发展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未来会寻找到更好的办法。”中华商标协

会会长马夫表示。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

透露，“我们接下来会逐步为设计师去

建立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时间戳，

能够更好地从体制和机制上为设计师

起到保护原创的作用。”未来时尚知识

产权保护是持续的、广泛受关注的话

题，还需要更多的行业资源、更多的利

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才会更好

的起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原创设计的

作用。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知识

产权部部长山本英一表示，目前日本品

牌商标保护有三个严峻问题，首先是仿

造，日本已在打击这种行为。此外，还有

设计者名字的保护问题，在现在的法律

状态下，如果姓名一样必须取得姓名一

致者的同意才可以注册。

他进一步指出，恶意商标注册问题

也十分显著。如果申请的商标与日本境

内境外知名商标相同而用于不正当的需

求是不予以注册的。“因此，当企业进入

日本市场发展时，应当尽快注册公司商

标，避免被恶意商标注册侵害。”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蔺雨薇

每一次“撞衫”，或是意味着原创设计师们创

意被盗取。近日，北京商报记者在2021中国时尚知

识产权大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快时尚品牌队伍正

在不断壮大，而快时尚基于产品开发周期短、价格

低、款式多的特点，是知识产权侵权现象的高发领

域。“未来时尚知识产权保护是持续的、广泛受关

注的话题，还需要更多的行业资源、更多的利益相

关方参与进来，只有这样

才会更好地起到保护知

识产权和原创设计的作

用。”业内人士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