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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罚近3亿元“插座一哥”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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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手机回归：希望市场多给一些时间资本投喂不断 网约车大战重燃？

北京商报2021.9.28

二线平台生猛

滴滴接受审查后，二线网约车平台趁

机扩张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各家的明争

暗斗如此激烈。

9月27日，坊间传出曹操出行正洽谈

新一轮融资的消息，曹操出行相关人士并

不向北京商报记者避讳，“我们目前刚刚

完成B轮38亿元融资，也在为下一轮的融

资做充分准备”。

这距离曹操出行官宣B轮融资还不到

一个月。按照曹操出行的官方说法，“B轮融

资是今年以来网约车行业获得的首笔国内

股权投资，也是自2020年以来网约车出行

企业获得的国内最大额度单笔融资”。

根据曹操出行提供的数据，目前该平

台在62个城市运营，累计注册司机超300

万，累计注册用户超6000万。

不过，外界更感兴趣的是订单量和市

场份额。公开数据显示，曹操出行目前每

日订单量在中国网约车市场排名第二，

覆盖62座城市，市场份额为15%-30%。

曹操出行CEO龚昕曾对外表示，该公司9

月的出行订单较3月和4月的平均值翻了

一番。针对上述数据曹操出行相关人士未

予确认，但有内部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

露，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对曹操出行的长

期要求是订单增加10倍。

横向来看，曹操出行的月订单量增长

确实较明显。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1年

6-7月，曹操出行订单分别环比增长4.8%、

32.2%，超过滴滴、美团打车、T3出行。8月

曹操出行订单量环比下降3.4%，但表现优

于美团打车和滴滴。

从侧面看，10倍增长却反映出曹操出

行和头部平台的差距。根据 《晚点

LatePost》了解到的数据，滴滴8月日订单

量在2000万左右，高德打车约500万。业内

人士普遍认为，滴滴之下，高德打车的各项

数据在二线出行平台居首。由于曹操出行

相关人士未对外透露日订单和月订单数

据，目前无法准确对比各家数据，但据可靠

信息称，“曹操出行日需求有数百万单”。

合规扩张和运营平衡是难点

曹操出行动作频频，其他二线网约车

平台也没闲着。上周《晚点LatePost》曝光

了T3出行融资最新消息，即将完成超50亿

元融资，其中股权融资超50亿元，由中信

集团领投，老股东跟投；另获超20亿元授

信额度。T3出行相关人士并未否认，仅向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以公告为准。”8月

初，享道出行首个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享

道1号”成功发行，融资规模为5亿元，获得

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银行在内的多家知名

机构超额认购，优先级认购倍数达3.05倍。

这段时间似乎重现了滴滴和快的合并

前的融资竞赛。“从我个人来看，投资者看好

出行平台，是看中其背后的生态与产业互联网

经济。网约车未来将成为整个交通出行的重要

一环，前端链接用户，网约车是流量入口，后端

是出行生态，这样闭环的出行生态蕴藏巨大的

产业互联网经济。”易观汽车出行行业高级

分析师何奇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谈及二线网约车平台逆袭的难点，第

三方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到运营。文渊智库

创始人王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虽然滴滴

的审查还没结束，用户不能增长，又有用户

换手机后的损失，但滴滴不管在技术上还

是运营上都有相当稳固的护城河，叫车精

准度上的技术经过多年大数据磨合，本地

运营踩过很多坑，积累了不少经验”。

何奇的看法是，“二线网约车平台受限

于车队规模和流量，短期内撼动不了滴滴

的市场，不过它们在合规上有优势。二线平

台的难点是在合规扩大规模的同时降低运

营成本，两者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显然现

在平台都不具备盈利的能力，其本质还是

商业模式不成熟”。 北京商报记者魏蔚

短短一个月，有关曹操出行的融资消息一个接一个。9月27日，有消息

称，曹操出行正与投资商磋商新一轮融资。曹操出行相关人士就此向北京

商报记者回应，曹操出行在为下一轮融资做充分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这

家吉利旗下的网约车平台在9月初刚刚拿到38亿元融资。

整个网约车赛道也不安静，上汽孵化的享道出行正在进行B轮融资，

T3出行被曝即将完成超50亿元融资。真真假假的消息透露出一个信息，二

线网约车平台想逆袭，并已经在准备弹药。但一个现实是，短期内想要改变

目前格局难度不小，如何在合规的基础上做到低成本运营也是个难题。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从5月18日

“官宣”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经

过漫长的等待，乐视手机终于回归。9月27

日，乐视展示了回归后的首发新品S1，并介

绍了一些卖点，出乎意料的是，乐视并没有

和友商拼“跑分”、拼速度、拼外观，新品看起

来反而有些过时。对此，乐视方面解释称，芯

片供应短缺等问题给乐视手机的回归造成

了很大的困难，希望市场多给品牌一些时

间。只不过，在智能手机市场本就步入创新

瓶颈期的情况下，乐视这样的市场定位，会

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买单，将是考验乐视手机

的一大难题。

这款新品被命名为乐视S1，值得注意的

是，这款产品在配置和设计上都很像一款过时

的产品，和目前市面上的主流手机相去甚远。

“S1是基于乐视目前手机研发和供应链、

生产能力下，能保证其目标用户群体验和质

量保证的一款产品。比如像网约车司机、外卖

小哥以及我们的父母一辈等，他们对手机的

要求是续航时间长、系统可靠、大存储、屏幕

尺寸大，而对屏幕分辨率、屏下指纹等发烧友

喜欢的参数反倒不敏感，而乐视S1诞生的背

景正是如此。并且，乐视S1并不是毫无看点，

S1是乐视首款‘全国产’手机，芯片、内存、屏

幕、制造均由国内供应商提供。”李晓伟说。

也就是说，乐视第一款回归新品将更加

侧重于“质量”“实用性”，而不是精细程度和

科技感，偏向低端市场。

但这是为何呢？要知道，市面上随便一款

新品手机，甚至近一两年的产品，都比这款乐

视S1的性能好。对此，李晓伟坦言：“乐视手机

业务时隔多年后重启，特别是受国内外疫情

影响的手机原材料，尤其是芯片供应短缺影

响，乐视回归遇到的各种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能回来，比什么都好，也希望市场能给我

们一些时间，我们在努力中。”

乐视智能生态高级市场总监吴国平补

充，乐视手机业务在今年正式回归，接下来，

乐视会陆续推出适合不同用户、不同消费人

群的手机产品，“希望回归后的乐视手机依然

能赢得大家的喜爱”。

乐视手机曾经也是有过短暂辉煌的。

2015年4月14日，乐视在北京和硅谷同步首发

双旗舰系列三款产品：乐视超级手机1、乐视

超级手机1Pro和乐视超级手机Max，分别定

位为高中低三个档次，从此在国产手机品牌

中崭露头角。

因为性价比高，乐视手机一经发布就遭

到“哄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销售量就已

经突破了500万部，截至2016年底，乐视超级

手机累计销量突破2000万部，创下当时新晋

品牌最快突破2000万部销量的纪录。

但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资金危机，乐视

“倒塌”了，乐视手机也按下了“暂停键”。

和原来的乐视做切分后，乐视品牌这两年

动作不少。5月18日，乐视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

智能生态，一口气发布了一系列的新品，除电视

外，还有智能数码如蓝牙耳机、智能电动牙刷、

移动电源，甚至还有产品线齐全的厨房烟机灶

具和卫浴热水器等产品。也是在这场发布会上，

乐视正式公布了要重回手机行业的消息。

乐视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随着智

能生态业务的推进，未来乐视将围绕个人和

家庭的智能生活服务，打造以电视、手机为双

中心的智能生态圈，推出更多让消费者买得

起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基于业务和品牌发展

需要，乐视手机业务回归是智能生态业务向

前推进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通信专家马继华看来，乐视手机谈不

上回归，即使重启，也还要解决负品牌资产影

响，难度自然很大。“乐视倒是可以走现在这

个路线，定位为‘全聚合’的低端机，整合市场

资源进行融合打通，也许有部分市场空间。当

然，这其实已经完全是新的市场开拓，只是用

了乐视的一个品牌壳子。”

收3亿元罚单

根据公牛集团公告，该集团于9月27日收

到浙江市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

牛集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

十四条“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

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

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的规定，构成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垄断

协议的行为。

浙江市监局责令公牛集团停止违法行

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2020年度中国境内

销售额98.27亿元3%的罚款，计2.95亿元。

虽然公牛集团并未在公告中披露细节，

但北京商报记者从浙江市监局发布的处罚公

告中了解到，公牛集团自2014-2020年，在全

国范围内（不含港澳台地区）在转换器、墙壁

开关插座、LED照明、数码配件等电源连接和

用电延伸性产品销售渠道与交易相对人（经

销商）达成并实施固定和限定价格的垄断协

议，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

益。

据了解，垄断大致分为纵向垄断和横向

垄断，横向垄断是多个厂家联合，纵向垄断又

被称作价格垄断，是单个厂家内部统一价格

的行为，公牛集团就是触犯了纵向垄断情形。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表示，公牛集团的控价垄断抑制了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应当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价格应

该取决于供需双方平等博弈、理性谈判，而不

是生产商单方决定。固定转售商品的价格，违

反了契约自由原则，价格应当由买卖双方确

定，公牛集团单方无权固定价格。

关于此次违反反垄断法及控价行为，北

京商报记者对公牛集团进行电话采访，但截

至发稿电话并未接通。

事实上，公牛集团被反垄断调查源于今

年上半年。5月12日，公牛集团公告称，公司在

5月11日收到浙江市监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上报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嫌与

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行为立案报

备的函》，浙江市监局“决定对公牛集团涉嫌

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行为进行

立案调查。”

不过在公牛集团此前发布的招股说明书

中，其披露称“公司综合考虑产品的市场定

位、所属品牌定位及影响力、同类产品过往价

格和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等因素确定价格指导

体系，并根据产品竞争力评估、流通环节的合

理利润等确定公司对经销商的供货价格”。

除控价垄断外，公牛集团还存在着专营

专销的情况。在其招股说明书中，公牛集团曾

披露在最核心的转换器业务方面，要求经销

商专营专销，即经销商不可再售卖其他品牌

的插座；墙开方面，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

城市的经销商也均为专营专销。同时，在公牛

集团官方加盟条件中也要求加盟方“高度认

可公牛经营理念，愿意遵守专营专销规则”。

竞争加剧

虽然公牛集团在公告中表示，此次处罚

不会对公司造成较大影响。但根据其公告来

看，此次处罚金额预计会减少公牛集团2021

年度利润2.95亿元。在快消行业新零售专家鲍

跃忠看来，巨额处罚，对于企业而言带来的较

大的警示作用，在此后的行业发展中将会大

大减少这种大企业垄断行为。

在刘俊海看来，这种垄断行为可以让一

些企业在不注重产品研发、竞争力弱的情况

下依然获利。

垄断行为持续多久，对公牛集团经营的具

体影响尚未可知，但已经有声音传出近年来公

牛集团的发展与其垄断行为有着一定的关系。

2020年2月6日，公牛集团在A股上市，仅用9天

时间，其市值就从500亿元左右突破至千亿，市

值最高时超过1500亿元。此外，疫情影响下，公

牛集团2020年整年业绩也较为平稳，报告显

示，公司全年营收100.51亿元，同比增长

0.11%；净利润23.12亿元，同比增长0.42%。

在业内看来，此次因垄断被罚之后，这种

控价、专营专销模式将走不通，公牛集团的业

绩或将受到一定影响。

据了解，目前公牛集团在插座市场面临

着不少的挑战。在公牛集团的招股书中，其将

跨界入局的小米和老牌厂商飞利浦列为竞争

对手。据了解，目前小米产品销售渠道已经全

面覆盖线上线下，获利于自身渠道优势，小米

插座随处可见。有数据显示，2015年小米推出

的第一款带USB快充的插排，一上市就成为

爆款。与此同时，得利、飞利浦也都不断布局

插座市场，对公牛集团形成一定的挑战。

受多方竞争挤压，公牛集团2017-2020

年的营收增速连续下滑。数据显示，

2017-2020年，公牛集团营收分别为72.4亿

元，90.65亿元，100.4亿元、100.5亿元，增速分

别为34.91%、25.21%、10.76%、0.11%。

在2020年报中，公牛集团方面表示，公司

预计民用电工及照明行业将保持较为激烈的

竞争状态，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存在不确定

性，如公司不能适应新的竞争形势，不能巩固

和扩大原有竞争优势，将会面临市场份额损

失的风险。

而在股价方面，自今年5月12日公告遭到

反垄断调查后，公牛集团的股价一度震荡上

涨。不过，自7月中旬开始公牛集团股价开始

一路下滑，截至9月27日收盘，每股报163.99

元，较遭反垄断调查前下跌13%，目前公司总

市值为986亿元。

鲍跃忠表示，随着垄断现象的打破，公牛

集团所谓的控价获利优势不在，插座市场竞

争逐渐激烈，公牛集团想要在市场中依旧保

持领先地位，显然存在不小的挑战，同时也将

需要加大产品研发质量管控。

北京商报记者郭秀娟张君花

历时4个月有余，“插座一哥”公牛集团涉反垄断案终于尘埃落定。9月27日，公牛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因违反反

垄断法被处罚约2.95亿元。据悉，此案为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市监局”）自机构改革以来，开出的金额最

大的反垄断“罚单”。在业内人士看来，公牛集团违法被罚，打破其价格层面的垄断现象，其控价获利优势消失，随着

插座市场竞争的加剧，公牛集团将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公牛集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处2020

年度中国境内销售额98.27亿元3%的罚

款，计2.9481亿元。

公牛集团被罚情况

公牛集团市场占有率

公牛集团业绩概况

2.9481亿元

排名第一

2019年、2020年，公牛集团的转换器、墙壁开关插

座产品在天猫市场线上销售排名均为第一

转换器产品天猫市场占有率

2019年

65.27%

2020年

62.4%

公牛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00.51亿元
同比增长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7亿元
同比增长25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23.13亿元
同比增长0.42%

公牛集团实现营收25.74亿元
同比增长86.57%

2020年 2021年一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