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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收益

“酒店+餐饮”捆绑

今年以来，上海、北京两大城市相继受到

疫情的影响，格林酒店再一次受到了影响。为

了应对疫情造成的收益下降，格林酒店也打

出了“组合拳”：重组鹿港小镇和大娘水饺便

是第一步。

根据格林酒店当时的公告，将从控股股

东格林豪泰酒店管理集团方面重组大娘水

饺全部股权和鹿港小镇83.9%股权，重组对

价合计3.998亿元，这两宗收购将在今年下半

年发生。

“格林酒店此次重组大娘水饺和鹿港小

镇也是意在打组合拳，弥补上市公司因疫情

而损失的现金流的同时，进一步扩大酒店的

业态，服务社区，同时帮助解决就业。”对于外

界一度不解的此次动作，徐曙光首次披露了

重组整合背后的目的：格林总公司和上市公

司的业务有90%以上都是重叠的。如果酒店

和餐饮之间的合作能够合并成一家公司的

话，双方的资源就能够实现共享，更加容易、

方便地互相支持。

“从去年下半年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觉

到，酒店想做好经营管理，特别是要做好营

收，就要更加地面向社区服务，其中就包括餐

饮、娱乐等。客人对具有周边设计消费属性服

务元素的酒店的需求增长得非常快。”徐曙光

坦言，疫情让他们发现必须要加快发展酒店+

餐饮、酒店+娱乐的建设，增加酒店多元化经

营，提升创收能力。

餐饮加盟门槛低也会从另一面帮助格林

酒店扩展加盟。

以大娘水饺为例，据徐曙光介绍，由于都

是小微的店面，投资15万-20万元后，8-9个

月就能够全部回收，这对于当下的就业创业

市场来说，给了年轻人一次机会。“随着市场

逐渐年轻化，格林也需要更加贴近现在的年

轻人，应迎合年轻人的喜好。”

应对疫情

“动用能用的资金支持加盟商”

回望过去的两年，由于疫情的不断变化，

国内国际的旅游市场可谓是历经了一场寒

冬。各行业也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商旅客人的大幅减少，无疑让酒店业面

临着更大的压力，而格林酒店也不例外。根据

格林酒店发布的2020年全年业绩，格林酒店

全年总营收为9.3亿元，2019年同期为10.92亿

元；净利润为2.45亿元，上年同期为4.38亿元。

另据2021年业绩数据，格林酒店实现净利润

1.17亿元，同比下降55.06%；营业收入为12.06

亿元，同比上涨29.69%。

虽然业绩仍为盈利状态，但与疫前业绩

相比，净利润依旧存在较大差距。

“从2020年开始，疫情的变化使我们的加

盟商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当时，集团便把能调

动的资金都调动出来给加盟商进行贷款，总

共调动的资金大概得有数亿元，支持加盟商，

帮助他们度过最困难的时刻。”据徐曙光介

绍，在酒店业最困难的时期，格林酒店全力支

持加盟商，把能够提供的全部提供给正在“扛

压”的加盟商，让加盟商在不好过的日子里过

上比较好过的日子。

徐曙光还谈道：“基于前几年的基础，在

疫情之下，我们遭受的损失在行业中相对来

讲比较轻，目前我们每个月还会新增大概

30-40家酒店。截至目前，共有4626家酒店。

在抗疫的同时，也给加盟商们交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

回应私有化

传闻不实会给股东更优回报

疫情的变化加上全球经济疲软，使得格

林酒店中概股股价持续呈低迷状态。

截至美国时间5月27日收盘，格林酒店

股价为4.04美元/ 股，总市值为4.16亿美

元。相比于四年前上市时，股价以及市值均

大幅缩水。据了解，格林酒店于2018年3月

在纽交所上市，当时发行价为14美元/ 股，

总市值约为14.42亿美元。不仅如此，就在5

月20日，格林酒店还被美国SEC列入了预

摘牌名单。

然而，格林酒店在资本市场低迷的表现，

也让部分业者对其未来的资本运作进行猜

测。4月中旬，有消息指出，格林酒店管理层

正在考虑与并购公司合作，将从美股私有化

退市。中金资本正在与格林酒店管理层商量

潜在的私有化方案，双方可能将以高于格林

酒店目前股价30%的溢价收购格林酒店的

股票。

针对此消息，徐曙光也给出了正面的回

应：公司要私有化的传闻是不实的。

此外，徐曙光还在谈到资本市场信心时

表示：“针对未来，我们也会聘请相关资讯专

家、顾问，就公司在其他的资本市场运作方面

来进行商议，给股东以及投资者一个更优质

的回报。”

未来发展

扩充向多元化经营转变

对于酒店市场的未来，徐曙光仍然信心

满满。“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超经济型、中端以

及中高端三个领域同时发力。”徐曙光在回忆

17年前部分酒店品牌发展历程时谈道，虽然

现在剩下的老品牌较少，但是这些品牌依旧

能赢得大众的“欢心”，基于此，有不少加盟商

也在“坚守”着这些老牌酒店。

“但当下，我们也需要把品牌盈利进行平

衡，让一些还在高盈利的‘老酒店’进行翻新，

使其盈利更高。目前，200-250元左右的房间

对于大部分的商旅客人来说仍是首选，所以

未来格林酒店还会继续强化中端酒店的发

展。”徐曙光还表示，“而对于中高端酒店来

说，我们也在积极布局，到目前为止，中高端

酒店已开业的有518家，加上筹建的项目一

共912家左右。”此外，格林酒店也在四线以

下等城市“植入”了像贝壳、青皮树等超经济

型酒店。

除了国内市场，格林酒店在国外也有着

“一席之地”。徐曙光表示，格林酒店在海外十

几个国家都有布局，东南亚、中东、日本等地

区的海边都坐落着格林酒店旗下的五星级度

假村。

“目前，酒店正在从单一的产品向多元化

转变，消费者对于品质的追求也在不断提升，

这也促使各酒店集团开始思考该如何进行升

级。未来，格林酒店也将进一步去探索酒店的

生存之道，提供给消费者最真实、最舒适的体

验。”徐曙光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吴其芸

接连重组鹿港小镇与大娘水饺，让疫情下的格林酒店备受关注。“面对疫情困境，

一方面集团拿出了数亿资金支持加盟商，另一方面，也打出‘酒店+餐饮+娱乐’的组合

拳创收，通过布局社区来提升多元化经营能力。”格林酒店董事长兼CEO徐曙光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谈道，超经济型、中端以及中高端酒店依然是未来发展的三

个领域，除了下沉市场，未来格林酒店还要“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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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店仅两年零三个月

6月13日，宜家中国通过微信公众号宣

布，将在7月初开始关闭上海杨浦商场，此时

距其2020年3月开业仅过去了两年零三个月。

宜家上海杨浦商场位于国华广场一、二

层，总面积约8500平方米，是宜家在国内首次

进入购物中心开店。之后这家店进行过一次

重装升级，在2021年7月23日重新开业。宜家

杨浦商场关闭后，不再承担别的角色。杨浦商

场服务范围内的顾客仍可以通过线上的宜家

渠道，或者宜家在上海的其他商场享受宜家

服务。

对于关闭杨浦商场，宜家中国解释称，“经

过对宜家杨浦商场的全面评估，结合该商场服

务商圈内顾客持续变化的消费行为偏好和宜

家在上海市场总体布局的考量，宜家中国对杨

浦商场的长期可行性进行了综合分析”。

今年4月1日，宜家关闭了贵州唯一一家

门店。彼时宜家贵阳店总营业时间不到3年。

“宜家从全渠道的角度评估了在贵阳市场的

业务，并作出在贵阳市场专注于线上渠道，不

再保留线下顾客触点的调整。”宜家中国相关

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这两次渠道布

局调整各自的具体原因是基于对其所处本地

市场和消费者偏好的分析，这是宜家中国转

型的一部分，也是零售行业日常商业运营管

理的举措之一。”

在上海杨浦商场关闭后，宜家中国还运

营着33家标准商场、1家城市店、2个体验店和

6家荟聚中心。

焕新后经营效果不佳

如果说关闭贵阳店是为线上渠道让路，

关闭杨浦商场则宣告宜家在中国探索“小型

商场”本土化的失败。

1998年和1999年，宜家分别在上海和北

京开设首批商场，标志着宜家与中国消费者

开始建立直接的互动和纽带。近年来，从选址

到面积，宜家却在努力打破人们印象中“郊区

大仓库”的形象：郊区不再吸引年轻人，那就

将门店搬往市中心；大仓库显得笨重土气，那

就开更小巧的门店。与宜家上海徐汇商场

30223平方米的经营面积相比，杨浦商场不仅

开进了购物中心，其8500平方米的经营面积

也小了超过三分之二。

“宜家在业务拓展的过程中会探讨门店

间的关系，不同商场之间不是内部竞争，而是

能提供给消费者一个多样化选择的方案。归

根结底，想去哪里还是由消费者来决定。”宜

家中国区业务拓展副总裁FrancoisBrenti在

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宜家更多是看重全局，

把所有的模式集合在一起，给消费者提供一

个完整的选择。”

不过，与宜家在上海的其他4家门店相

比，杨浦商场的存在感十分低。在杨浦商场即

将闭店的消息传出后，有微博网友表示才知

道杨浦有宜家，“宜家在上海太多了，一个城

市1、2家就够了”。更有网友对杨浦商场的选

址表示质疑，“（宜家杨浦商场）这家店地理位

置有问题，五角场到新江湾城之间无数地铁

站，这家愣是一个地铁站都不靠，而且开车也

不方便，那个位置一直没搞清转弯怎么转”。

2021年7月，宜家在杨浦商场开业一年左

右进行了焕新升级，并尝试了多项提振门店

的举措，如深入洞察本地市场偏好及需求，提

供更本地相关的产品组合及服务，增强员工

服务顾客的能力，提升顾客满意度等。“可能

是焕新后经营效果仍不佳，宜家中国才选择

关闭杨浦商场。”中国家居/设计产业互联网

战略专家王建国表示。

能否跟上中国消费者步伐

据艾媒咨询报告显示，在2015财年销售

额增速达到27.9%的顶峰后，2017财年至

2019财年，宜家中国的零售额增速分别为

14%、9.6%与8.01%。中国是宜家最重要的

市场之一，业绩表现却呈现增长乏力趋

势，让人不仅提出疑问：宜家还能否继续

玩转中国市场？

近年来，为了顺应国内网购的趋势，宜

家中国加快对线上渠道布局，弥补电商短

板。2019年，宜家中国推出“未来+”本土发展

战略，宣布投资100亿元针对渠道拓展、数字

化体验和居家生活专家服务三个方面的转

型。2021年3月，宜家测试上线宜家可购物微

信小程序；5月，宜家天猫旗舰店扩大覆盖范

围，由之前的江浙沪皖地区拓展至301个城

市和地区。

线上的快速拓展，并没有让宜家松口气。

宜家的两大国内竞争对手居然之家和红星美

凯龙，早在2013年左右就已经开始试水线上

渠道。当宜家中国还在每年缓慢拓店的时候，

居然之家、红星美凯龙的线上业务已经开始

反哺线下。2021年，居然之家同城站日均访客

19.2万人，线上获客75.8万人，引导成交133亿

元。直播电商方面，243家门店开展2.9万场直

播，获客总人数20.9万人，引导成交33.5亿元。

2021年，红星美凯龙在“家装家居一体化、线

上线下一体化”战略下，实现营收155.13亿

元，同比增长8.97%，净利润20.47亿元，同比

增长18.31%。

“宜家在中国的电商战略，一直没有

做太大的、颠覆性动作，这跟宜家的线下

成熟运营模式有关。”王建国表示，“中国

电商发展太快，‘宜家’这样的国际家居巨

头们无法像国内企业那样做出快速战略

性反应。”

中国市场增长乏力的同时，宜家屡屡被

市场监管部门处罚。2020年3月12日，宜家（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因“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

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产品”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处以“没收违法所得2.450495万元，罚款

47.342802万元 ”行政处罚；2021年7月23日，

又因“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

规定，发布虚假广告”被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处以“罚款172.51791万元，责令停止发布”

行政处罚。

“目前宜家面临两大困境，一是产品与

国产商品相比并没有特别强的性价比；二

是全屋定制的快速普及，使得宜家的设计

优势在弱化。”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

委员赖阳表示，“宜家在国外家居产品中，

是以性价比高、可以DIY为主要特色，但是

这在中国恰恰并不是绝对的优势，很多国产

品牌价格非常便宜，宜家是被中产阶级家庭

当做一种高端的产品来选择。随着消费者购

买力的提升和国际化程度加深，真正的国

际高端品牌逐渐进入中国市场，而国产品

牌也在向高端化迈进，对宜家的市场形成

分流。”

王建国也认为，“年轻人购买国货精品、

国潮产品的比例越来越高，中国的消费者的

审美、环保、性能要求等也是在不断升级的，

如果宜家在研发创新、深化服务、品牌美誉、

文化融合等方面不能跟上‘中国速度’‘中国

自信’，也是迟早会被甩远的”。

北京商报记者孔文燮

图片来源：宜家家居

宜家店面情况

上海杨浦商场

2020年3月

2022年7月初

约8500平方米

小型商场

贵州贵阳店

2019年10月

2022年4月1日

约3.3万平方米

标准商场

即将步入耄耋的“北欧巨人”宜家，正经历转型的阵

痛。6月13日，宜家中国宣布，将于7月初开始关闭上海杨

浦商场，意味着宜家中国试水“小型商场”模式的失败。两

个月前的4月1日，宜家才关闭了贵阳店。从1998年进入中

国市场以来，宜家中国年均扩店数量不到2家，杨浦商场

关闭后在中国还继续运营着33家标准商场、1家城市店、2

个体验店和6家荟聚中心店。然而，这家老牌企业不得不

面临拓店不顺、电商掉队的境况，至此，宜家还能玩转中

国市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