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仍在推进重组

北京商报记者从多位用户处了解到，目
前每日优鲜仍未退还余额， 平台也无法打开
了。一位前每日优鲜站长则表示，公司仍拖欠
他两个月的社保和一个月的工资， 并且未有
任何反馈。

那么，每日优鲜现在已经进展到哪一步？
对此， 每日优鲜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
回应称， 现阶段公司高层都在积极推进重组
的工作。

但从近日每日优鲜公布的2021年财报来
看，其压力依然巨大。数据显示，每日优鲜总
营收69.65亿元，同比增长13.3%，但净亏损达
到了38.49亿元。据了解，在今年7月，每日优

鲜在全国范围内关停了其前置仓模式下的极
速达业务。 根据财报， 极速达业务贡献了约
2021年总净收入的九成。 这也意味着该业务
关停后，每日优鲜未来营收将出现大幅下降。
而来自山西东辉集团的2亿元股权投资仍未
有影子。

不仅如此， 每日优鲜也在短期内经历大
幅裁员的情形， 全职员工从2021年底的1925
人缩减至截至报告日的55名。同时，截至2022
年10月31日，每日优鲜收到供应商诉讼约616
起， 由员工或前员工提起的劳资纠纷约765
起，总计金额约8.127亿元。

在其他业务方面，财报提及，2022年8月，
每日优鲜签订业务及资产转让协议， 将便利
购相关的业务和资产，包括北京便利购、济南
便利购及其他相关子公司拥有的所有资产和

专利， 以总价1800万元现金的方式出售给第
三方。而截至本年度报告日，本次交易的购买
方已向每日优鲜支付现金460万元，另向公司
供应商和员工支付320万元，但1800万元现金
并未完全到账。

智慧菜场业务方面，财报显示，截至2021
年12月31日， 每日优鲜实际运营的生鲜菜场
数量为64个。

撤城断臂求生

较之身陷困境的每日优鲜， 今年生鲜电
商们均在收缩市场，并大幅缩减营销、人力等
开支。在5月，叮咚买菜相继撤出了安徽宣城、
滁州，河北唐山，广东中山、珠海以及天津。到
了10月，叮咚买菜又关闭了厦门市场。

一连串撤城或许是有效的， 至少使叮咚
买菜的财报在2022年变得更为好看了。 在前
三个季度，叮咚买菜净亏损共8.57亿元，去年
同期净亏损高达53.33亿元。在三季度，平台销
售、 营销和履约开支分别同比下降70.3%和
30.9%。同时，该季度客单价对比去年同期提
升了25%。

撤退的还有盒马的社区自提业务盒马邻

里。今年10月，据界面新闻报道，盒马邻里已
关闭杭州和南京两个市场，而在数月前，盒马
邻里还撤出了北京、西安、成都、武汉四个城
市，意味着目前盒马邻里仅剩上海市场。

社区团购企业兴盛优选也在断臂求生。
近日，有市场消息称兴盛优选将关闭河南、山
东、四川、重庆四个省市的站点。而在两个月
前，兴盛优选已关闭了在华北、东南区域的
多个站点。对于撤出河南、山东等四省一事，
兴盛优选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应
属实， 鉴于外部大环境和行业发展现状，公
司主动收缩，来实现降本增效。

就连巨头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继今年6月
京东旗下京喜拼拼大幅关闭市场后，美团优选
在10月宣布将品牌升级为“明日达超市”，既是
为将SKU数量进一步扩大来对标超市，也是设
法扭转社区团购业务的困顿。 美团财报显示，
二季度包括美团优选在内的新业务板块经营
亏损达68亿元，经营亏损率达到48%。

模式遭遇质疑

“监管部门叫停价格战并对企业进行处
罚后， 社区团购业务已经很难获得资本的吸

引力了。”一位生鲜零售资深人士向北京商报
记者判断称。

不仅如此， 玩家们接连撤出也引发了供
应商对该赛道前景的怀疑。 据一位冻品供应
商透露，难以找到好渠道、没有竞争力的供应
商才会与社区团购平台合作，“和多多买菜、
美团优选这类大平台合作很容易被各种罚
款，采购一上来就谈价格压价，而不是选品，
相比之下还不如和当地的一些小程序团购平
台合作”。

“一分钱一分货，只有做临期货的供应商
才适合接团购平台， 价格才能降得下去。”另
一位甜品供应商还向北京商报记者强调称，
由于目睹太多如每日优鲜等拖欠案例， 目前
公司不接有账期的订单。

零售业专家胡春才认为， 每日优鲜需要
找到自己的基本盈利支撑点， 才会有翻盘的
机会， 否则翻身无望，“无论是前置仓还是社
区团购模式，从朴朴超市、叮咚买菜等企业当
下表现来看， 这些生鲜电商模式只要把盈利
好的区域做深， 依然可以扎根属于自己的客
群和市场。在此之前，例如社区团购赛道仅是
靠资本一味烧钱吹大的， 因此会有一个淘汰
的过程”。 北京商报记者 何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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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等纠纷超过1300起，净亏损超30亿元，全职员工仅剩55人，融资

未到账……每日优鲜仍身陷困境。近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多方了解到，每

日优鲜在用户退款、员工薪资赔偿上仍未有明显进展，仅提及“高层在积

极推进重组”。无一例外的是，从美团等巨头到叮咚买菜、兴盛优选，平台

均在大幅调整和缩减业务求生。生鲜电商能熬过今年的“寒冬”吗？

“天价”收购成交

雅诗兰黛集团发布的公告显示， 该集团
28亿美元收购美国设计师品牌TF的成衣、配
饰和美妆业务， 未来TF美妆业务将由雅诗兰
黛集团直接运营， 成衣业务和眼镜配饰业务
将分别和杰尼亚集团以及Marcolin集团合作
运营。 这也是雅诗兰黛集团截至目前规模最
大的一笔收购。

实际上， 雅诗兰黛集团一直是TF香水美
妆业务的长期授权经营方。 早在2011年，TF
和雅诗兰黛共同推出了Tom�Ford�Beauty彩
妆线，2015年雅诗兰黛将TF彩妆引进中国
后，开始在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设立
专柜。

在雅诗兰黛集团的经营下，TF美妆和香
水业务表现可圈可点。雅诗兰黛集团2022财年
三季度财报显示，受Tom�Ford�Beauty、祖·玛
珑等品牌的拉动，该集团香氛板块净销售额上
涨了28%，这也是集团销售额增长幅度最大的
品类。2023财年一季度， 该集团营收占比最大
的护肤和彩妆业务业绩均出现下滑， 但以TF
为代表的香氛业务却保持了正向增长趋势。

“此次交易的价格可谓天价，甚至远高于
LVMH收购Loro�Piana花费的20亿欧元。虽
然TF是为数不多仍具备较高影响力的设计师
品牌，但这个价格也依旧不菲。”时尚透明度
创新中心创始人杨大筠直言，“雅诗兰黛之所
以花费如此价格也是为了保住自己在TF香水
和美妆方面多年努力的成果， 如果被其他方
收购，雅诗兰黛的授权大概率会被收回，那就
会产生巨大的损失。”

面临业绩增长压力

雅诗兰黛豪掷28亿美元的背后， 或许也
有着来自业绩的压力。

从自身发展来看，雅诗兰黛近年来业绩呈
下滑趋势。财报数据显示，2022财年，雅诗兰黛
净利润为23.9亿美元，同比下滑16.73%。从同
行业竞争品牌发展来看，雅诗兰黛面临着不小
的压力。根据财报数据，作为雅诗兰黛最强劲
的竞争对手， 欧莱雅2021年净利润为46亿欧
元，同比增长29%。2022年前三季度，欧莱雅销

售额实现279.4亿欧元，同比增长12%。
不论是自身发展还是行业竞争， 雅诗兰

黛都需要一个增长强劲的品牌来提振业绩。
日化行业天使投资人夏天表示， 像雅诗兰黛
这样的头部美妆集团，需要持续的增长。但一
家企业的销售额、利润想要达到有机增长、自
然增长，存在一定难度。所以为了保持增长，
雅诗兰黛需要通过靠并购成熟品牌， 快速做
大规模，来维持自身的增长。

事实上，在国内市场，TF的香水和美妆业
务尤其是口红颇负盛名。TF口红价格在500
元左右，多款产品付款人数超1万人次；香水
则在500元到千元不等。 多款产品月销量在
1000+。雅诗兰黛首席执行官Fabrizio�Freda
也不吝啬地表达了TF对于雅诗兰黛的重要
性。“此次收购将巩固雅诗兰黛对Tom�Ford�
Beauty的增长计划。从长远来看，这也将进一
步推动雅诗兰黛在奢侈品美容领域的发展势
头。”Fabrizio�Freda说。

另外， 要客研究院院长周婷认为，“雅诗
兰黛集团收购TF后， 会让雅诗兰黛受到更多
男性客户的关注， 对雅诗兰黛男性美妆产品
产生一定帮助”。

杨大筠也认为，相比于女性市场，男性市
场对于雅诗兰黛集团来说相对薄弱， 而男性
在美妆护肤方面的需求近年来正在逐步攀
升， 未来或许可以成为雅诗兰黛集团的新增
长点。

目前， 男性消费者群体正在逃离消费链
的“最底层”，欧睿国际数据显示，到2023年，
全球男士化妆品市场将达到786亿美元，而中
国男性彩妆市场规模将达到200亿元。

设计师是去是留

雅诗兰黛发布的收购公告显示， 该交易
预计在2023年上半年完成，设计师Tom�Ford
将在交易结束后继续担任创意总监直至2023
年底。这意味着，目前TF品牌创始人兼创意总
监Tom�Ford在2023年底之后的去向并不明
朗。实际上，设计师品牌被收购后，设计师本
人出走的现象在时尚行业也屡见不鲜。

对于设计师品牌被收购后创始人离开的
原因， 杨大筠认为，“大多数设计师本人不想
再持续经营，所以把品牌变现后选择离开，属

于个人选择。 另一个则是并购方不再需要设
计师本人的存在， 两者之间不能达成经营理
念的一致”。

但对于TF来说， 同名创始人的意义似乎
并不足以影响品牌的兴衰。“一般来说， 被收
购后设计师品牌的离职都是必然现象。 但实
际上Tom�Ford本人对于品牌来说更像是一
个象征性的存在，而他是服装设计师出身，对
于TF在香水和美妆方面的干预度并不高。”杨
大筠表示。

时尚领域专家张培英则认为，“创始人的
离开还是会对同名品牌产生很大影响的，所
以在被收购的开始阶段，为了维持品牌基因，
设计师本人会继续留任一段时间， 但迟早TF
还是会彻底融入雅诗兰黛的品牌体系， 但这
不意味着品牌一定会走下坡路， 也有可能借
助大集团的经营和视野有更好的发展”。

不过也有人担心， 雅诗兰黛收购TF会存
在水土不服的情况。 在高端奢侈品界有着这
样的一个认知， 即品牌创始人是一个品牌的
灵魂。

对于同名设计师Tom�Ford在2023年底
后是否会彻底退出TF品牌等问题， 北京商报
记者向雅诗兰黛集团发送了采访提纲， 但截
至发稿暂未收到回应。

香水挑大梁？

与TF的多年合作， 让雅诗兰黛清晰地知
道TF什么业务最“值钱”，这也成为雅诗兰黛
决心收购TF的重要因素。外界猜测，雅诗兰黛
看上的大概率是TF的香水。

这种猜测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雅诗兰黛对
收购完成后的业务运营安排。根据报道，未来
TF美妆业务将由雅诗兰黛集团直接运营。而
成衣业务和眼镜配饰业务将分别和杰尼亚集
团以及Marcolin集团合作运营。

对于雅诗兰黛来说， 这或许是最好的安
排。从财报数据来看，在业绩下滑之际。其香
水业务实现了逆势增长，2022财年，雅诗兰黛
旗下以祖·玛珑 、Tom� Ford� Beauty和 Le�
Labo为代表的香水板块销售额为25.08亿美
元，上涨30%，增长率在所有业务板块中稳居
第一。 这让雅诗兰黛看到了香水未来的增长
空间。

全球受疫情带口罩影响， 香水正在代
替口红成为年轻消费者的个性化时尚单
品。 有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香水市场零
售额达109亿元，同比增长11.2%，到2025
年预计达到300亿元， 其增速远高于全球
香水市场， 预计将成为未来全球香水市场
的主要增长点。

经营思路仍需磨合

“于跨国美妆巨头而言，有着较强的消化
成熟品牌的能力， 能够较快地利用其原有的
团队和渠道， 将并购的品牌发散到全球各地
市场，这是作为美妆跨国巨头的优势。当然这
并不意味每次收购都会成功， 早先很多的案
例也表明， 收购成熟品牌存在着很大的不确
定性， 并不是所有品牌都能顺利完成整合。”
夏天补充道。

雅诗兰黛与TF的“双向奔赴”并非一劳永
逸，未来还要进行一定的磨合。周婷认为，“双
方最主要的磨合是两种经营思路的磨合，TF
是偏奢侈品牌的运营模式， 而雅诗兰黛是偏
快消品的运营模式。 雅诗兰黛目前对线上依
赖性很强，但是TF仍然以线下为主，未来完全
适应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目前，TF虽然在天猫、微信小程序等平台
上设有官方旗舰店， 但仅发售TF的美妆香水
类产品，服装类产品并无官方发售渠道，且该
品牌在中国还未有官方网站。

而从雅诗兰黛发布的收购公告来看，未
来也将在TF的线上业务发力。 雅诗兰黛集团
表示，本次交易所带来的优势包括：交易完成
后就无需再支付授权费用， 且能够同全新的
授权许可收入及其他等产生协同效应， 以及
进一步渗透线上市场的可能等。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张君花 蔺雨葳

Tom�Ford（以下简称“TF”）的收购之战尘埃落地。11月16日，雅诗兰黛集团在包括Gucci母公司开云集团等一众竞

争者中脱颖而出，以28亿美元的“天价”收购TF，而设计师Tom�Ford本人将在交易结束后继续担任创意总监直至2023

年底。这意味着，目前TF品牌创始人兼创意总监Tom�Ford在2023年底之后的去向并不明朗。面对设计师可能离任以及

双方经营思路差异带来的磨合，TF与雅诗兰黛的“双向奔赴”还面临着一定挑战。

据欧睿国际数据显示，到2023年，全球男士化妆品市

场将达到786亿美元，而中国男性彩妆市场规模将达

到200亿元

合作

2011年

TF和雅诗兰黛共同推出了
Tom�Ford�Beauty彩妆线

2015年 雅诗兰黛将TF彩妆引进中国

2019年 双方联手打造高端护肤产品线

2022年
三季度财报显示，受Tom�Ford�Beauty、祖·玛珑等品牌的拉
动，雅诗兰黛集团香氛板块净销售额上涨了28%

市场

2021年中国香水市场零售额达109亿元， 同比

增长11.2%，到2025年预计达到300亿元

收购

28亿美元收购TF

美妆 由雅诗兰黛直接运营

成衣 与杰尼亚集团合作运营

配饰 与Marcolin集团合作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