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量120.5万辆
同比下滑46.1%

销量118.1万辆
同比下滑47.6%

产量99.6万辆
同比下滑41.9%

销量96.5万辆
同比下滑43.4%

产量21万辆
同比下滑59.8%

销量21.6万辆
同比下滑60.7%

3

回港首日跌破发行价 贝壳梅开二度命运几何

产经北京商报2022.5.12

责编刘洋 编辑谷雨欣 美编白杨 责校李爽 电话：64101880kuaijiaogao@163.com

“首个”标签未出圈

身背中概股首个“双重主要＋介绍”标

签，贝壳回港上市首日并不惊艳。5月11日，贝

壳“破发”开场，此后其股价波动上扬，最

高点曾达到32.45元/股，截至晚间收盘，贝壳

股价上涨2.5%，报30.75港元/ 股，但仍低于

30.854港元/ 股的发行价。

截至晚间收盘，贝壳－W的总市值为1166

亿港元，成交额1598万港元，换手率仅0.01%。

据了解，贝壳此次回港采用“双重主要上

市＋介绍上市”方式，赴港上市同时保持纽交

所主要上市地位和交易，且不涉及新股融资，

无发售环节。

如果说返港首日不尽如人意的成绩单让

贝壳略显尴尬，那么不甚理想的业绩则让这

家企业有些透不过气。据上市文件显示，

2019－2021年，贝壳找房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60.01亿元、704.81亿元和807.52亿元，净利

润分别为－21.8亿元、27.78亿元和－5.25亿

元，上市后的第二年便由盈转亏。

低迷业绩的背后是业务的疲态。北京商

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21年贝壳存量房交

易、新房交易营业收入分别为319.48亿元和

464.72亿元，二者占到贝壳收入构成的

97.1%；而新兴业务及其他仅为23.32亿元，占

比2.9%。在老业务遇阻的情况下，贝壳新兴业

务尚贡献不足。

抵抗低谷期

短时间内迅速完成赴港上市，这源于贝

壳强劲的基本面。据灼识咨询报告，2021年

中国居住行业中前五名公司的总交易额占

比约为14.6%，其中贝壳以9.7%的市场份额

排名第一。

但稳坐市场份额第一把交椅的同时，贝

壳依然不能规避现在的艰难时刻。房地产市

场持续降温，贝壳又先后经历裁员、被做空等

一系列风波。巧合的是，就在上市前一日，贝

壳被曝出裁员消息，这也是其裁员风波的第

三轮。

据媒体报道，此次新一轮裁员涉及产研、

运营、中后台等，大部分员工拿到的赔偿金额

为N＋1。北京商报记者向贝壳方面了解上述

消息，截至发稿，贝壳尚未给出官方回应。

虽然关于新一轮裁员贝壳并未给出具体

回应，但从企业财报依然可以看出端倪。据贝

壳财报显示，截至2021年9月30日，贝壳共连

接5.39万家门店、51.55万名经纪人，而到了

2021年12月31日，贝壳共连接5.1万家门店、

45.45万名经纪人。门店和经纪人数量都有了

不同程度上的压缩。

人员“矩阵”收缩，是贝壳应对行业寒冬的

侧面之举，而资本市场的“出入”则更为直观。

从贝壳最新披露股权架构来看，介绍上

市完成后，贝壳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彭

永东持股占比4.8%，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单一刚持股2.7%，腾讯持股10.8%，荣誉董事

长左晖的直系亲属通过Z&ZTrust持股

23.3%。这份新的股权架构，已经看不到软银、

高瓴资本等身影。

据公开资料，融创先后两次抛售约

4535.2万股贝壳ADS，合计套现10.84亿美元；

软银旗下机构减持贝壳约3200万股；高瓴资

本减持约8700万股，持股比例降至3.3%。软

银、高瓴资本、融创中国接连减持离场，如今

唯留腾讯还在坚守。

“新老”对手交锋

贝壳开启二次上市之路，但其艰难时期

仍未过去，2022年，贝壳又该如何给予市场

信心？

受内外部压力驱使，2021年末，贝壳宣布

进行“一体两翼”战略升级，以应对不断涌来的

压力。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这里的“一体”即

房产经纪事业群，“两翼”分别为整装大家居事

业群与惠居事业群，是老与新的战略结合。

可以看到的是，此次贝壳在港交所上市

敲钟，除代表房产交易的经纪人代表外，还有

一位整装家居的代表，是来自圣都一线的水

电装修工人。

彭永东在贝壳2021年度业绩会上表示，

“贝壳在家装业务上已经度过了从0到1的过

程，而圣都将让贝壳更快速地实现从1到100

的规模化复制”。今年4月20日，贝壳宣布已完

成对圣都家装的收购，收购完成后，贝壳拥有

圣都100%已发行和流通的股权，而圣都将成

为贝壳的子公司。

据了解，贝壳所提到的另一翼“普惠居住

事业群”，目前也有所动作。贝壳于2021年底

成立“贝壳惠居事业群”，并全新推出“贝壳租

房”，正式进军长租公寓市场。2022年2月10

日，贝壳租房与乐湾公寓合作签约仪式在上

海举行，双方投资共建的首个青年公寓项目

在上海徐汇区正式落地。该项目由老旧厂房

改造而来，总体量达2978套。

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表示，贝壳“一体两

翼”战略目前主要核心还是“一体”，“两翼”发

力尚需时日，也就是说，贝壳虽为应对市场提

出“一体两翼”战略，但短期内还不能应对不

断涌来的压力。

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则指

出，在老业务遇阻的情况下，贝壳开辟新业务

是果断之举，但新业务融入需要一个时间过

程，而老业务恢复也面临竞争压力，未来贝壳

要同时面临“新老”对手的挑战。

事实上，房地产市场虽然持续下行，但贝

壳所在的“中介”生意却格外受追捧，各路玩

家纷至沓来。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京东上线“自营房

产”，字节跳动推出“幸福里”，阿里携手易居

成立天猫好房，近日快手也宣布成立房产业

务中心，探索直播卖房业务。开发商层面，更

是有碧桂园的有瓦、万科的朴邻、龙湖的塘

鹅，以及恒大的房车宝。诸如此类新的尝试，

无不在挑动贝壳的神经。

“一体两翼”如何PK新对手，贝壳还需时

日证明。 北京商报记者王寅浩

5月11日，贝壳正式登陆港交所，首日交易开盘报30港元/股，较发

行价30.854港元/股有所下挫。截至晚间收盘，贝壳股价上涨2.5%，报

30.75港元/股，但仍低于发行价。巧合的是，就在上市前一日，贝壳被曝

出裁员消息，这也是其裁员风波的第三轮。软银、高瓴、融创接连减持离

场，如今唯留腾讯还在坚守。贝壳开启二次上市之路，2022年贝壳又该

如何给予市场信心？

产销环比下滑近五成

受多重因素影响，今年4月国内汽车产销

创近十年来同期月度新低。

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内汽车产销分别为

120.5万辆和118.1万辆，环比分别下降46.2%

和47.1%，同比分别下降46.1%和47.6%。其

中，乘用车产销分别为99.6万辆和96.5万辆，

环比分别下降47.1%和48.2%，同比分别下降

41.9%和43.4%；商用车产销分别为21万辆和

21.6万辆，环比分别下降41.8%和41.6%，同比

分别下降59.8%和60.7%。

在乘用车主要品类中，四大类乘用车品

种产销环比及同比均出现明显下降，其中交

叉型乘用车降幅更为明显。数据显示，今年

4月轿车产销分别为45.8万辆和46.1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38.6%和39.1%；SUV产销分别

为47.3万辆和44.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3.9%

和45.6%；MPV产销分别为4.7万辆和3.9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42.1%和54.6%；交叉型乘

用车产销均为1.8万辆，同比分别下降59.6%

和55.7%。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乘用车销量整

体下滑中，国内生产的高端品牌乘用车下滑

最为明显。今年4月，国内生产的高端品牌乘

用车销量为11.4万辆，同比下滑达61.5%，降

幅高于乘用车整体。此外，商用车主要品种

中，货车和客车产销环比和同比均呈较快下

降，其中货车降幅显著。

相比一季度，今年4月低迷的产销量，成为

拖慢车市脚步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今年前4

个月，国内汽车累计销量出现负增长。汽车产

销分别为769万辆和769.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0.5%和12.1%。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为649.4

万辆和65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6%和4.2%；

商用车产销分别为119.5万辆和118.1万辆，同

比分别下降37.9%和39.8%。

供应链遇考

4月产销低迷的背后，是由于疫情导致的

部分地区车企工厂停产及供应链受阻，使车

市压力倍增。

今年3月开始，受供应链紧张和疫情影

响，国内车企的产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

部分车企出现减产或停产情况，并一直延续

至4月。3月13日，一汽集团位于长春的五大整

车工厂有计划的全部停产。

不仅是长春，受疫情影响，上海有超过千

家的汽车产业链企业不同程度停产减产，而

这些企业的“停摆”严重影响到整车生产。3月

28日，特斯拉暂停上海超级工厂的生产，并相

继取消原定于4月1日与2日的复工计划。而上

海大众相关人士透露，今年3月下旬起，疫情

影响到整车厂和供应链的正常运作，安亭工

厂的生产班次被迫做出调整。

除整车企业外，供应链的稳定也受到波

及。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

几乎均在上海及周边设厂，规模较大的供应

商约千家，微型供应商达2万多家。受波及的

供应链直接影响到全国多家整车生产企业，4

月开始，蔚来、长城等多家企业相继表示停产

或生产受阻。

中汽协相关人士表示，今年4月国内疫情

总体呈现多发态势，形势严峻复杂。汽车行业

产业链供应链也经历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考

验，部分企业停工停产，物流运输受到较大阻

碍，生产供给能力急剧下滑。

提速回暖

虽然今年4月国内汽车销量低迷，但对于

今年车市整体增长态势，中汽协方面保持乐

观。上述中汽协相关人士表示，汽车行业相关

企业正克服疫情影响，加快复工复产，并纷纷

推出新车型，进一步活跃市场。

4月16日，上海市经信委制定并发布《上

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一

版）》，旨在有力有序有效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同时，工信部前

方工作组研究建立产业链供应链诉求应急协

调机制，设立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保运转重点

企业“白名单”，集中资源优先保障集成电路、

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

666家重点企业复工复产。

随后，上汽集团旗下企业、特斯拉及零部

件供应商相继复产，并逐步恢复生产能力。特

斯拉方面表示，预计在5月中旬左右，产能有

望提升至疫情前水平。除上海外，此前受疫情

影响的长春相关汽车产业也正加快恢复，目

前一汽集团长春五大主机厂已全部复工。

陈士华表示：“汽车产业发展形势正逐步

好转，企业将奋力抢抓5月和6月关键窗口期，

弥补损失的产销量。我们相信，汽车行业将有

望力稳全年预期，成为稳定宏观经济增长的

积极力量。”

事实上，中汽协对车市的信心不仅来自

车企产能的逐步恢复，更来源于新能源汽车

市场的增长表现。数据显示，虽然今年4月整

体车市进入下行区间，但今年4月新能源汽车

产销分别达到31.2万辆和29.9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43.9%和44.6%，市场占有率达到25.3%。

同时，今年前4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160.5万辆和155.6万辆，同比增长均为1.1倍，

市场占有率达20.2%。陈士华认为，相较而言，

虽然新能源汽车也受到疫情影响，但依然高

于去年同期水平，总体表现较好。“目前很多

车企手中都积攒了大量新能源汽车订单，这

些订单逐步释放还将推动市场进一步增长。”

北京商报记者刘洋刘晓梦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今年国内车市5%的增长预期在4月遭遇挑

战。5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

协”）发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内汽车产销同比分别

下降46.1%和47.6%。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汽车产

业链遭遇考验，部分车企和供应商停工停产，让汽车行业

在短期内站上“利空”关口。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今

年4月汽车生产和销售受到冲击，汽车产销明显下降，创近十

年来同期月度新低。不过，目前正积极推进复工复产，上海、长春

等地工厂相继复工，同时新能源汽车市场依旧保持增长趋势，这

也将推动国内汽车市场回暖。

近十年同期最低点 4月国内车市销售承压

>>4月国内汽车产销量一览 <<

车企成本迎考 上汽大众跟涨

北京商报讯（记者刘洋刘晓梦）全球供

应链紧张叠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传导效应，

开始在车企销量巨头上显现。5月11日，上

汽大众宣布，即日起旗下大众品牌上调所

属车型的厂商建议零售价，其中不仅涉及新

能源车型，也包括燃油车型。

根据上汽大众发布的价格调整表来看，

此次提价涉及大众品牌旗下所有车型，包括

纯电与燃油汽车。其中，大众品牌新能源车

型（含ID.纯电系列、PHEV插电混动系列）

上调幅度为3000－5000元，燃油车型上调幅

度为1000－3000元。

事实上，本次上汽大众调价前，国内汽

车市场已处涨价期。此前，奔驰宣布上涨部

分车型售价，涨价幅度为3000－12.1万元；小

鹏汽车涨价幅度达1.9万－3.8万元。进入5月，

极氪、荣威、飞凡、福特等品牌相继发布提价

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提价，但与此前新

能源车企动辄万元的涨价幅度相比，本次上

汽大众对旗下车型的价格调整主要集中在

1000－3000元，最高仅5000元，提价幅度并

不明显。业内人士认为，短期来看，在现有经

销商模式下汽车价格本就会出现浮动，相比

采用直营模式的车企来说，本次上汽大众的

价格涨幅在短期内对用户的感知性并不强，

不过终端优惠可能会进一步收窄。

事实上，让国内车企选择提价的背后，

是不断攀升的原材料成本与不稳的供应链。

以氢氧化锂为例，去年1月价格为4.64万元/

吨，今年4月已涨至41.16万元/ 吨，涨幅高

达887%。

“对于车企价格调整还需理性看待，车

型价格不仅关系到车企本身，更折射出整个

汽车产业链的现状。车企涨价有助于整个汽

车产业链度过经营压力期，也有助于市场长

期稳定发展。”一位汽车行业资深人士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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