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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亲手终结了与网易的14年合作。11

月17日，游戏公司暴雪忽然宣布将结束与网

易至2023年1月23日到期的授权协议：自1月

24日0点起，所有《魔兽世界》《星际争霸》系

列等国服游戏都将停止运营。“非常遗憾动

视暴雪先行宣布了停止合作，我们将不得不

接受此决定。”网易的回应略显无奈。

从2008年接手代理，到多次续约并联合

打造手游， 暴雪和网易的合作看似顺风顺

水，也让《魔兽世界》等游戏成为一代中国网

友的集体记忆。此番暴雪“解绑”网易，究竟

谁将受益尚不可知，不过根据网易当日披露

的数据，2021年和2022年前9个月代理自暴

雪游戏的营收和净利润占比均为个位数。

背刺网易

尽管业内人士已经从10月暴雪招聘外
包团队接手魔兽手游开发等信号中嗅到了
暴雪和网易的续签危机，但11月17日暴雪宣
布将结束对网易的授权时，还是让游戏圈内
外震动。消息一出，相关话题迅速登上微博
热搜，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热搜“暴雪将
在中国内地暂停多数游戏服务”的阅读量超
过3.2亿。

根据暴雪声明， 双方没有达成符合暴雪
运营原则和对玩家及员工承诺的续约协议，
同网易的现有授权协议将在2023年1月23日
到期， 将暂停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暴雪游戏
服务， 包括《魔兽世界》《炉石传说》《守望先

锋》《星际争霸》《魔兽争霸III： 重置版》《暗黑
破坏神III》和《风暴英雄》。《暗黑破坏神誖：不
朽TM》的共同开发和发行则涉及两家公司另外
的单独协议。

网易游戏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应：“网易一
直在尽最大努力和动视暴雪公司谈判， 希望
推进续约。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我们仍然无法
就一些合作的关键性条款与动视暴雪达成一
致。 我们非常遗憾动视暴雪在11月17日先行
宣布了停止合作，我们将不得不接受此决定。
网易将继续履行职责， 为我们的玩家服务到
最后一刻。”此后，网易旗下上海网之易网络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布了详细的停运计划。

其实，除了招聘外包团队外，双方“分手”
还有迹可循。11月8日， 暴雪母公司动视暴雪
在发布2022年三季度财报时就曾透露，“公司

在中国签约代理协议将于2023年1月到期，续
签协议可能无法达成”。如今看来，业界期待
双方斡旋出现转机的希望彻底落空。

影响几何

有意思的是，正式分手也发生在财报季，
不过主角换成了网易。2022年三季度网易营
收244.3亿元，同比增长10.1%；游戏及相关增
值服务营收187亿元，同比增长9.1%，仍然是
网易营收支柱。

针对解约事件， 网易方面明确表示：“这
些代理自暴雪的游戏， 对网易2021年和2022
年前9个月的营收和净利润贡献百分比均为
较低的个位数。 授权的到期对网易的财务业
绩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暗黑破坏神誖：不

朽TM》的联合开发和发行由另一份长期协议所
涵盖。”

“其实，暴雪对网易的影响从一开始就不
大，当年端游时代网易也是有流水的，主要来
自《梦幻西游》和《大话西游》，后来网易一直
走着自主创作游戏的路子， 本身就是有实力
的游戏制作公司。 所以暴雪对网易业绩影响
很小。”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
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
林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在网易的游戏矩
阵里面，暴雪的产品还是稀缺的，是很多游戏
的鼻祖，其游戏理念在当下看，依然有很多可
取之处”。

论江湖地位，“暴雪的渠道能力没那么
强，但是个IP公司，经典游戏排名靠前的几款
都是暴雪的，只不过到了手游时代，暴雪没那

么火了。 不论是当年暴雪将国内代理由九城
换成网易，还是这次和网易解约，对暴雪旗下
游戏玩家等影响都是很大的”。文渊智库创始
人王超直言。

谁来接盘

切换代理商对用户体验的影响也让玩家
忧心忡忡，“我刚充的值”“有人接盘吗？ 数据
会平移吗”……“很多玩家在代理商切换之后
出现数据、账号丢失，有些玩家被迫告别花费
了大量金钱的账号。 当前游戏虚拟道具权属
尚不清晰， 代理转换往往最终由玩家承受伤
害， 比游戏道具更加重要的是游戏内的社会
关系， 换个代理商要找到过去一起玩的小伙
伴就很难了。”盘和林强调。

对于解约原因，网易游戏方面并无透露，
来自游戏圈的传言称，“暴雪要占九成收益，
且不承担任何开发费用，经过谈判无果，只能
取消”。

对此， 盘和林的看法是：“网易在和暴雪
合作中没有犯过大错，虽然和玩家有小纠纷，
但大方向上暴雪、 网易、 玩家三方还是满意
的。暴雪的问题是自身游戏更迭太慢，一家过
去曾伟大的游戏公司逐步走向平庸， 而此次
合作终止， 可能是暴雪对中国区的玩家数量
不太满意。”

尽管已和网易分道扬镳， 但暴雪对中国
市场念念不忘，表示“衷心期待未来能将暴雪
游戏重新带回给大家”。同时有关对暴雪游戏
下一任代理商的猜测也闹得沸沸扬扬。

有消息称，目前，已有多家游戏公司成为
与暴雪谈判的潜在意向方，其中包括腾讯、完
美世界、B站等。对此，腾讯和B站方面截至北
京商报记者发稿未予回复， 完美世界相关人
士向记者表示，“公司不对传言发表评论”。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面霜发臭被投诉

11月17日，消费者李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她“双11”期间在李佳琦直播间购买的“薇
诺娜高保湿修护面霜”， 使用抹开后散发恶臭
味， 而赠送的部分小样却无异味可正常使用。
跟李女士有同样经历的不在少数，这些消费者
甚至在小红书建立了“薇诺娜面霜维权群”。同
时，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投诉称，“双
11”购买的薇诺娜高保湿修护面霜“散发臭味、
上脸过敏”，质疑产品质量不合格，并要求“退
一赔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消费者投诉的都是同
一批号产品。李女士提供的信息显示，被投诉
有臭味的面霜生产批号为A1014J03S，没有异
味的小样批号为A1024J02S。根据网上多位消
费者的投诉情况，散发臭味的“薇诺娜高保湿
修护面霜”的生产批号均为A101开头。

根据李女士提供的信息查询发现， 此次涉
事产品备案号为云G妆网备字2021000703，备
案人为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药监局官网备案信息，该产品共
有两处生产地，一处为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地址为云南省昆明市高
新区科医路53号，生产地址同公司地址。另一
处为上海嘉亨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企业地址
为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陶干路1069号，生产地
址同公司地址。

多位维权者提供的信息显示，“薇诺娜高
保湿修护面霜” 的发货地多为苏州、 上海。同

时，李女士提供的薇诺娜对涉事产品检测的报
告单显示，该涉事产品生产企业为上海嘉亨日
用化学品有限公司。如此之下，业界猜测此次
涉事产品或许是贝泰妮代工厂生产。根据公开
报道， 贝泰妮委托加工及OEM生产模式的供
应商主要在上海、江苏南通及云南昆明等地。

有关此次产品情况，生产企业是否为代工
厂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薇诺娜母公司贝泰
妮进行采访求证，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应。

贝泰妮、薇诺娜方面均未作出回应，但薇
诺娜官方旗舰店客服已经就相关事件给出解
决方法———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 根据李女士
提供的信息， 在其要求薇诺娜进行赔偿时，薇
诺娜官方旗舰店客服表示只能退货退款，如果
要赔偿，则需要提供二甲及以上医院的诊断报
告、 医药清单等相关信息才会考虑赔偿事宜。
目前该旗舰店已经下架了该涉事产品。

代工模式存隐忧

薇诺娜为贝泰妮旗下王牌产品，此次涉事
产品为薇诺娜爆款产品，目前该旗舰店已经下
架了该涉事产品。凭借大单品的贡献，头顶“敏
感肌第一股” 的贝泰妮近两年可谓风光无限。
根据公开数据，薇诺娜已经五年在“双11”大促
中蝉联天猫美容护肤TOP10。基于王牌产品良
好的表现，贝泰妮近年业绩也持续上涨。

然而，高速狂奔下的贝泰妮因代工模式被
业界认为存在不小的隐患。而此次涉事产品被
认为是代工生产更是让业内外对贝泰妮代工
模式产生担忧。 根据贝泰妮官方公开的数据，

2020年上半年，其委托加工、OEM生产模式下
的主要供应商中，上海西西艾尔启东日用化学
品有限公司、 上海嘉亨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韵斐诗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的采购金额合
计占委托加工及OEM生产模式总采购金额的
比例为82.59%，同期委托加工产量占生产总量
比例为73.93%。

2021年，贝泰妮自主生产和委托加工的成
本分别为1.89亿元和6.11亿元， 占营业成本的
比重分别为19.58%和63.28%。 虽然贝泰妮在
不断强调自建中央工厂， 但2022年上半年，其
委托加工模式销售成本分别约占营业成本的
50.23%，远高于自建工厂的23.53%。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表示，贝泰妮主
要依赖代工模式， 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风险，
但当前不少化妆品都采用代工模式，也有做得
不错的品牌， 所以代工模式并不是问题的根
源，关键是要看企业在品控把关层面是否做到
够严格。

事实上，贝泰妮自己也在财报中表示代工
模式存在着一定的隐忧。2021年财报中， 贝泰
妮表示，虽然委托加工是化妆品行业生产模式
的常态，公司对委托加工厂商的开发、审核、质
量控制等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但若委托
加工厂商出现主要设备无法正常运作、人员紧
缺、生产质量控制不达标等情况，公司仍将面
临供货不足、货品质量瑕疵等问题，进而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

深圳市思其晟公司CEO伍岱麒认为，“双
11”属于年度大促，有不少企业都会集中备货，
但在供应上有可能超过原有能力，故此对企业
而言，确实容易出现疏漏。此番薇诺娜是否因
为OEM代工出现品控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等
待企业回应。“对企业而言， 品牌规模做大，需
要完善企业品控管理体系，不管是自建厂还是
OEM都需要严格把关。”

在江瀚看来，针对薇诺娜产品问题，关键
在于此次事件是个案还是群体性事件，如果是
普遍问题，那薇诺娜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
考虑如何提升产品质量把控。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张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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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发布后，包
括连花清瘟胶囊在内的许多非处方药感
冒药成了公众囤积的目标药品。11月17
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小红书等公开
平台，还有消费者给出了囤药清单。

“像逛超市一样逛药店，像囤菜一样
囤药。”有用户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这
段话。在晒出的囤药清单上，有退烧止疼
的布洛芬、 对乙酰氨基酚； 消炎用的头
孢、阿莫西林、罗红霉素；止咳润喉的止
咳糖浆、川贝枇杷、润喉片以及中药连花
清瘟、999感冒灵、 藿香正气软胶囊成为
标配。

受囤药情绪影响， 多个感冒药概念
股大涨。截至11月17日收盘，连花清瘟生
产商以岭药业涨停，收盘报43.63元/股；
999感冒灵生产商华润三九上涨6.24%，
收盘报59.28元/股；葵花药业、济川药业、
贵州三力、贵州百灵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囤药情绪也导致了市场断货。“现在
还有几十盒，你赶紧来，不保证3个小时
以后还有。”海淀区一药店老板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消费者抢购连花清瘟的情况
已经持续三天，昨天一天卖出去500盒。

朝阳区一家国大药房的工作人员表
示，昨天店内还剩两盒连花清瘟，今天卖
没了。“明天上午总部就会配货”，该工作
人员进一步说道。

布洛芬、连花清瘟等都属于“四类药
品”，即退烧药、止咳药、抗生素和抗病毒
类药物，消费者在购买时需要登记姓名、
住址、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朝阳区百
康药房一名工作人员指着手中登记本上
的三页纸对北京商报记者说道，“这都是
这两天来囤药的”。

除了有部分消费者进行囤药， 还有部
分消费者保持冷静。“粮也好，药也好，保质
期都不长，况且药是有副作用的，具体用药
还是要谨慎，大家都囤过期了，也是大大的
浪费。”消费者小思对北京商报记者说道。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 病毒
学专家金冬雁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里提到的
加快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物储备是从国
家层面进行的储备， 希望减少重症和死
亡方面的措施，而不是让老百姓囤药。目
前新冠病毒的表现是一个自限性、自愈
性的疾病，最好的特效药是身体里通过
新冠疫苗接种产生的中和抗体。由新冠
引起的发烧， 若没有吃退烧药，24小时
后退烧，这就是一个康复的表现。家里常
备的感冒药如果短缺了， 可以适当补一
点，但如果买很多，以后用不到，反而造
成浪费。

“完全没有必要囤药”， 病毒学专家
常荣山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导致发烧
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病毒感染，也可能
是细菌感染，如果有发烧症状，最好去发
热门诊或者医院急症科， 不要在家自行
处置，老人儿童尤其如此。以呼吸系统感
染为例，如果是细菌感染，除高烧外还有
可能伴随咽部剧烈疼痛、红肿，而且会伴
随咳黄痰、流脓涕等现象。而病毒感染多
以咳白痰、流白涕为主，通常不会出现脓
黄痰。 医院现在一般用C-反应蛋白、血
常规检测来分辨， 抽血检查一小时左右
就能出结果。如果出现明显C-反应蛋白
升高，血常规提示中性粒细胞升高，白细
胞升高，多提示细菌感染。如果C-反应
蛋白正常，血常规显示淋巴细胞升高，白
细胞降低或正常， 这就可能与病毒感染
有关，如果吃了退烧药将症状掩盖后，即
使不是新冠肺炎，也可能转为慢性肺炎，
治疗到恢复要个把月，这就得不偿失了。

在常荣山看来， 恐慌导致的药物断
货、买不到药的因素更多，药品并不是蔬
菜，有生产周期，产量也是按照时间、需求
配置的；大家都在同一时间去购买，肯定
会造成脱销，而真正需要的人到时候就买
不到了。“家里可以适当储备一些日常用
药，但是抗生素、抗病毒药不是储备用药；
完全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积药物， 更没必
要买制氧机，这反而是一种浪费。”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营收244.3亿元

同比▲10.1%

基于非国际公认会计准则下

净利润74.7亿元，同比▲93.6%

云音乐

营收24亿元，同比▲22.5%

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

营收187亿元，同比▲9.1%

有道

营收14亿元，同比▲1.1%

创新及其他业务

营收20亿元，同比▲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