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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饭店年少747家 中高端酒店却更多了

产经

分杯即时零售

一张关于“拼多多同城配”的招商截图在

业内流传。据内容显示，拼多多正在招募具备

24小时同城送达能力的水果商家，例如水果连

锁店、前置仓、档口批发商等，品类包括西瓜、

榴莲、果切和进口水果等，重点试水城市在北

上广深。同时，拼多多还提及，因为项目在前期

试运行阶段，配送时效会放宽至48小时。

不仅如此，一款服务拼多多商家的第三方

大数据分析软件多多数聚于近日发布消息称，

礼品鲜花、低温奶和定制蛋糕等行业商家可以

在拼多多设置同城配送，开通该功能后，商品

会被贴上专属的“24小时达”标签，并获得流量

扶持。目前只支持能24小时配送的商家。

“同城配送是商家自行配送的，类似于顺

丰同城上门送货，商家可使用后台工具核销

订单。”一位多多数聚工作人员解释称。资料

显示，多多数聚运营主体为广州小飞驼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0月，经营范围包括

软件开发和服务等。

在随机浏览拼多多页面时，北京商报记者

发现，一些即时需求较高的品类如鲜花已经能

提供同城服务。一位拼多多鲜花商家表示，例

如晚上七点左右下单的鲜花，能在次日早上送

达到指定位置。不过，记者也注意到，目前用户

搜索“同城鲜花”词条后，平台还未对此类时效

商品进行归类贴标，突出时效印象。

对于扩围同城配服务范围一事的原因，

截至发稿，拼多多相关负责人未向北京商报

记者回应。

难敌时效竞争

然而，该功能在上线后一时间引起部分

商家的疑惑。一位拼多多商家表示，因为店铺

售卖的商品客单价较低，若是与同城物流合

作，配送费用可能比商品价格还高，反而会把

用户吓跑。另一位服装商家则认为，平台在此

时推出该功能可能是为了应对当前疫情的影

响，“由于多地快递暂停收发，加之行业淡季，

店铺订单量下滑明显，那平台的盈利也会受

影响”。

无论如何，在淘宝和菜鸟大力推广上门

服务，以及抖音、快手牵手顺丰同城发力本地

生活的背景下，以便宜著称的拼多多也不得

不着急自己的履约时效和服务。较之快递发

货，能比拼时效的多多买菜也只能实现次日

达，还无法做到叮咚买菜、每日优鲜或是京东

成熟的小时达、当日达。

而清明节前夕盒马邻里在北京的一场大

撤退，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次日自提模式盈

利存在瓶颈。彼时，一位生鲜从业人士曾向北

京商报记者指出，从各个企业的经营表现来

看，一线城市用户的自提消费习惯仍未培育

起来，预售自提、到家和到店三种模式需要根

据城市特点进行运作。

另一方面，在政策收紧、监管趋严的大环

境下，今年企业们在社区团购上大规模收缩，

京东、阿里、美团和拼多多无一例外。较之过

去疯狂扩张烧钱，降本增效、稳住基本盘成为

当前企业经营的优先级。

一位多多买菜的某县城的物流商向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多多买菜单量还不错，但配送

费用较低，为了让产品有价格优势，每一个环

节都在压缩费用，很多物流商都在亏钱。

同时，据部分媒体过往报道，一些城市的

多多买菜团长也发现平台佣金缩水明显，补

贴已不如以往。这也意味着，多多买菜要想推

动团长进行送货上门服务并不现实。

送货上门存空白

事实上，拼多多也在想办法提升平台的

物流服务。2021年10月，在顺丰、中国邮政之

后，韵达也成为拼多多上门退换货的物流服

务商。为了布局末端，今年2月，多多买菜还

以3000元补贴和包裹补贴来吸引现有的驿

站老板。不过，由于其未申请快递业务经营

许可，该快递代收业务被厦门市邮政管理局

叫停。

如今，在客户增速变缓和市场竞争压力

下，各大头部平台越来越重视与复购率挂钩

的履约环节。在去年“双11”前夕，京东联手达

达集团打造“小时购”业务来强化时效心智。

阿里为菜鸟驿站老板提供淘系包裹上门补

贴，其天猫App合作的物流商为丹鸟和顺丰，

每笔订单都突出地标明了配送时间、送货上

门、提前电联、退货免运费等内容。

而抖音也在尝试送货上门。据了解，在

今年1月，中通、圆通、韵达已接入抖音的“音

尊达”，当快递公司未按照承诺服务履约且

产生投诉时，由快递公司对商家进行赔付，

为5元/单。

相比之下，末端履约仍是拼多多的软肋。

“多多买菜尝试快递代收是拼多多思考提升

末端服务的一个缩影。”一位快递资深人士向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零售业专家胡春才认为，在电商平

台，一个较小的价格差别会形成较大的销

售波动，拼多多上大部分为价格敏感型用

户，因此其同城配服务需要围绕客群的特

性来构建。

电商分析师鲁振旺则表示，京东到家、美

团和饿了么在即时零售领域已经做得较为完

善，拼多多此时发力同城配如同赶了晚集，整

合商家资源会有较大难度，因此其扩展这块

业务的主要优势便是主站的流量。

北京商报记者何倩

在即时零售市场，拼多多也想分一杯羹。近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拼多多开始在北上广深招募有能力24小时内配

送的商家，以水果品类为主。与此同时，鲜花、低温奶、蛋糕品类商家也可以在拼多多申请同城配，平台将为其贴标引流。

然而，在小时达已杀成红海的末端市场，赶了个晚集的拼多多能抢到“肉”吃？

酒店业“寒冬”之下，中高端酒店似乎成为行

业的“黑马”。4月17日，北京商报记者从文旅部最

新发布的《2021年度全国星级饭店统计调查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获悉，星级饭店整体下降

747家，不过三四星级饭店占比相比2020年却有

小幅度提升。《报告》指出，2021年度三四星级饭

店数量为6010家，占比78.3%；而2020年，这一数

据则为76.85%。

中高端酒店占比的提升，也反映在国内大型

酒店集团上。据国内最大酒店集团锦江发布的财

报显示，截至2020年底，在已经开业的有限服务

型连锁酒店中，中端酒店4422家，占比47.01%；

而截至2021年底，在锦江已经开业的有限服务型

连锁酒店中，中端酒店开业酒店家数达到5517

家，占比提升至51.98%。

另一边，华住财报数据也显示，2021年华住

酒店净增长达到1041家，而在这其中，中高端酒

店增加了616家，占比近六成。

不仅仅是“龙头”集团，近期，连锁酒店集团

尚美生活也正大踏步往中高端市场进军。北京商

报记者了解到，尚美生活宣布的新战略将原新享

事业部升格为“新享事成酒店管理公司”，专注三

四线城市中高端酒店事业发展。

疫情之下酒店市场表现低迷，又是什么原因

让各家酒店集团向中高端酒店进发呢？

广州一家酒店加盟商吴女士表示：“这几年

租金一直在涨，2014年的时候每平方米30元，现

在每平方米50元，八年间租金上涨了将近一倍。

同时，人力的成本也在增加，工资从之前的

2500-3000元已经涨到5000-6000元，这也让加

盟商倍感压力。”

“我原来加盟的就是经济型酒店，但最近不

得已选择了更高端一些的酒店品牌，原来酒店

的房价在250元左右，但现在的房价可以达到

400多元，虽然成本也会相应提升，但相比之下

利润也有所增加。”另一位加盟商也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

在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高级经济

师赵焕焱看来，近两年来，国内酒店集团纷纷发

力中高端酒店市场，一方面原因是经济型酒店的

房价难以覆盖租赁成本和人工成本；其次，消费

者的消费能力逐渐提高，也使得不少加盟商不得

不去思考是否要进行品牌的更换，以谋求更高的

收益率。

“加盟商重点考虑的是投资回报率，当下一

些地区物业条件越来越好，因此也促使酒店市场

向中高端发展。”华住集团旗下汉庭酒店CEO徐

皓淳也谈道。

另外，加盟商更加青睐于投资中高端酒店与

当下市场环境也不无关系。“近两年因为疫情的

关系，我们更倾向于到人群不密集的小城市、小

众景点旅游，而在入住酒店方面，我们会考虑住

进更安全、更卫生、服务更好的酒店。相比大城市

来说，在三四线城市这类的酒店价格也不是非常

高，住得也更踏实一些。”旅行爱好者张女士称。

而伴随中高端酒店品牌与日俱增，部分地区

酒店加盟商对于品牌的忠诚度也在下降。

“酒店行业的竞争从来就没停止过，一会儿

这家酒店集团冒出一个新品牌，一会儿那家酒

店集团又冒出一个竞品品牌。在中高端酒店市

场，目前每家都有好几个品牌，而一些存量酒店

也在这些品牌之间变化。”有酒店加盟商谈道，

“这背后的原因与酒店收益率、加盟政策都有着

密切关系。”

“最近一两年，由于疫情变化带来的商旅需

求的减少，一些城市中高端酒店收益率也出现下

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等因素，人们办公更多在

线上，由此也出现个别地区酒店业供大于求的现

象。加上市场上中高端酒店数量不断增多，一些

城市的酒店投资早已不再景气。”上述加盟商吴

女士还说道。

根据浩华发布的《2021年中国大陆地区中档

及以上品牌酒店签约报告》，2021年中国内地中

档及以上品牌酒店签约同比增长23%。虽然现如

今国内的中高端酒店数量呈持续上涨的趋势，但

竞争也愈发激烈。国内酒店市场“内卷化”程度越

来越高，也逼迫着各家集团不断推出新的酒店品

牌来维持创新性。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谷

慧敏还分析指出，除了本地酒店品牌，国际品牌

也在联合本土品牌共同打造中高端品牌。

赵焕焱还表示，酒店主战场从过去的增量市

场到如今的存量市场，也可以看出酒店市场景气

程度在降低。客房出租率和平均房价的变化是反

映酒店市场收益情况的重要指标，在市场不景气

的时候，有时候做减法未必是坏事。未来各家酒

店集团还会在细分市场下功夫，来吸引加盟商。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吴其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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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近乎腰斩 中恒走到转型十字路口

业绩两连降

4月17日，中恒集团发布年度业绩

报告称，中恒集团实现营业收入约

31.62亿元，同比减少14%；实现净利润

约3.07亿元，同比减少45.47%。

这已是中恒集团业绩二度下滑。

目前中恒集团以医药制造为核心主导

产业，旗下控股11家重要子企业，业务

涵盖医疗防护、食品制造、医药研发、

医药流通、中药材产业等领域。2020

年，中恒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6.76亿元，

同比下滑3.61%；实现净利5.63亿元，

同比下滑24.45%。

早期的中恒集团以房地产业务起

家，2006年，中恒集团确立了大力发展

医药的经营思路，医药产业中的核心

产品就是血栓通。自2006年开始，血栓

通在中恒集团营收中的比重逐年提

高，2011年之后，血栓通在中恒集团每

年的营收占比一直在70%以上。2021

年财报显示，中恒集团医药板块实现

营收28.61亿元，占比超九成，食品板块

实现营收约1.99亿元。以注射用血栓通

（冻干）为主的心脑血管领域用药仍是

中恒集团医药业务的核心支柱，该板

块实现营收14.71亿元，占比约46%。

针对2021年业绩下滑的原因，中

恒集团在业绩预减公告中表示，业绩

下滑主要是受主营业务影响。一方面，

疫情反复，部分区域医疗机构医院住

院人数减少，处方药用药量下降；药店

限售退热止咳用药，公司与之相关的

OTC品种限制售卖。另一方面，公司主

打产品血栓通受湖北、广东等跨省联

合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影响，且医疗机

构与适应症受限，致使产品销售工作

进展缓慢。此外，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

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

美药业”）主打产品莱美舒产品未能进

入国家医保局带量采购名单，收入呈

一定幅度下滑。莱美药业业绩未达并

购时预期，预计2021年商誉减值在1.5

亿-2.5亿元之间。

针对公司连续两年业绩下滑的原

因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等问题，北京商

报记者致电中恒集团，但截至发稿未

接通。

转型困局

为改变对单品血栓通产品的依

赖，中恒集团通过并购的模式来培育

新的增长点。不过从目前来看，新业务

尚未给公司带来较大的业绩贡献。

2019年11月，中恒集团与莱美药

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取得莱

美药业大股东22.71%股份对应的表决

权，最终取得实控权。中恒集团彼时计

划，未来将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与莱

美药业进行深度合作，将莱美药业作

为中恒集团体系内的创新生物医药技

术及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平台，有利

于提升中恒集团未来盈利能力以及在

生物医药行业的地位等。然而，莱美药

业本身业绩不算乐观，2019年和2020

年的亏损总额接近5亿元。莱美药业也

成为拖累中恒集团2021年业绩的因素

之一。

重整投资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

公司，布局日化领域也是中恒集团的

尝试。2020年7月，中恒集团发布公告

称，公司拟参与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整投资，若重整完成，公司

将持有奥奇丽全资子公司田七化妆

品公司不低于55%的股权，将对田七

化妆品公司实现控制。中恒集团在

2021年财报中称，公司加快开拓日化

行业，依托“田七”系列产品进军日化

市场，实现产业链延伸，逐步形成田

七品牌口腔护理、家居洗化两大核心

产品系列等。

不过，在一众药企里面，中恒集团

对日化领域的布局不算太早。在牙膏

市场，目前已有云南白药、片仔癀、哈

药集团等企业布局，其中片仔癀在

2012年进入牙膏市场。曾深陷债务风

波并逐步停产的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

公司能为中恒集团的日化布局带来多

大的助力仍是未知。

在医药行业投资分析人士李顼看

来，国家药品带量采购未来将延伸到

中成药和生物类似药，集采品种量增

价跌趋势明显。中恒集团核心产品血

栓通在中药注射剂临床使用政策环境

调整、医保支付改革下，增长有限。依

靠短平快的优势，并购可以迅速丰富

业务线，但收购是否具有协同以及后

续的整合能力都考验着上市公司。

北京商报记者姚倩

营收净利双降，中恒集团业绩再下滑，净利更是近乎腰斩。处方药

用药量下降以及主打产品血栓通受湖北、广东等跨省联合集中带量采

购政策影响，且医疗机构与适应症受限，致使产品销售工作进展缓慢

等情况是中恒集团给出的业绩下滑理由。近年来，受中药注射剂临床

使用政策环境调整、医保支付改革、临床重点监控目录等因素影响，中

恒集团正在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

交易用户数6.9亿

活跃商家数量880万

骑手数量量27万

美团

年度活跃消费者

同比增长20%

骑手数量11量万

饿了么

活跃用户数62数0万

京东到家接入全国

超1量万家实体门店

达达集团

活跃用户数1060万

合作商家数量2量.8万家

骑手数量60.6万

顺丰同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