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马全员降薪御寒

3

挖来电商高管 丸美“补课”线上
“连花清温们”盯上了连花清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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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姚倩）以岭药业的
连花清瘟近期在线下卖断货，“眼红”的厂
家发现了新商机。11月22日， 以岭药业发
布声明称， 近期市场上出现诸多名称为
“连花清温茶”“链花清温茶”“莲花清温
膏”“莲花清温口服液”“莲花清温植物饮
料”及“莲花清温丸”的商品，以上商品及
类似商品均非公司生产、 销售或授权生
产、销售。

连花清瘟系列是以岭药业的核心产
品。2020年4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在原批准适应证
的基础上， 增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
型、普通型”的新适应证。此前，连花清
瘟胶囊/颗粒获批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
属热毒袭肺证，症见发热、恶寒、肌肉酸
痛等。

近期“连花清瘟卖断货”的消息频频
登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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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被公众囤积。石家庄地区出现了连花清
瘟胶囊/颗粒“一盒难求”的现象。市场上

也出现了以岭药业的招工信息。 河北、北
京等地的招聘信息显示，以岭药业招聘相
关短期工，完成药品包装、清洗及切药工
作，薪酬在4000-6000元不等。

连花清瘟的“火爆”吸引了其他商家。
北京商报记者在淘宝平台搜索发现，有众
多“连花清温茶”在售，且大部分产品的外
包装神似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

杏林大药房在售的“连花清温茶”品
牌显示为宜享健康，售价29-110元，月销
量超100件。 在宣传用语上， 该产品打出
“感冒发热”“鼻塞流涕”“咳嗽头痛” 的字
样。不过该产品的属性仅是食品，配料表
为莲子、金银花、杏仁、鱼腥草等。

月销量最好的“连花清温茶”售出超
过200件， 品牌显示为李时珍华真源。按
49元的平均价格粗略计算，该产品月销售
额超9800元。同样，该产品为代用茶，也就
是食品。

北京君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生
命科学与健康医疗法律部主任张文波在
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连花清

瘟”目前在市场上的销售热度是出现假冒
“连花”系列产品的原因之一。

2021年， 以岭药业总营业收入达
101.17亿元，同比增长15.19%。其中，连花
清瘟系列所在的呼吸系统类产品营收占
比达40.6%，该板块营收超40亿元。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多家公司申请
注册“连花清温”“莲花清温”“莲花清瘟”
“连花青温”商标，以及“连花清温片”“连
花清温茶”等商标，申请人涉及药业公司、
生物公司、互联网公司、食品公司等，国际
分类包括医药、医疗器械、方便食品等，其
中多个商标已被驳回或处于无效状态，其
余状态多为“等待实质审查”。

“经查，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在第30类茶饮料相关商品上曾多次申
请‘连花清瘟’商标，该系列商标中有的
被驳回已无效， 有的在驳回复审程序
中。”据张文波介绍，市场上虽有商家将
“连花清瘟”“连花清温” 使用在代用茶
上，但该行为目前还很难认定是侵犯以岭
药业商标权。

张文波进一步表示，“连花清瘟”的知
名度确实是以岭药业“连花清瘟”药品塑
造的，因此其他市场主体将该名称使用在
其他商品上，显然是窃取了以岭药业“连
花清瘟”商标的市场价值。如若确实发生
消费者混淆的案例，相关主管部门也可以
跨类别保护“连花清瘟”商标权利，可以禁
止其他商家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

以岭药业方面称，公司生产的“连花
清瘟胶囊”的外观设计专利未授权他人使
用；对生产、销售假冒、混淆公司产品及其
他侵犯公司商标专用权等合法权益的行
为，公司保留追究责任人相关法律责任的
权利。

高管薪资减半

内部信显示，从今年10月起，威马汽车M4
及以上级别管理者主动降薪，发放50%的基本
工资，其他员工发放70%的基本工资。同时，调
整公司发薪日， 从次月8日发放上月工资调整
为次月25日发放上月工资。此外，该内部信中
还提到，本年度不再发放额外奖金（第13薪）、
留任奖金（第14薪）及年终奖，暂停发放购车补
贴。针对内部信的真实性，一位威马汽车员工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确已收到该内部信。”

值得一提的是，内部信曝光后，不少网友
将关注点集中在威马汽车高管减半的薪资
上， 部分网友提问称“好奇高管工资能拿多
少？”“高管降薪一半还剩多少？”

根据威马汽车招股书显示，2021年威马
汽车向董事及监事支付的酬金总额为17.46
亿元，其中酬金及花红部分，沈晖约为201万
元，三位执行董事杜立刚、侯海靖、毕仕宇分

别约167万元、235万元和207万元。这意味着，
如果按照50%发放薪资计算， 除杜立刚外其
他高管年薪仍超百万元。

对此， 有网友表示：“百万元年薪依旧不
低。”但业内人士表示，在汽车行业中，威马汽
车高管的年薪水平处于平均薪资范围内。根
据一份关于去年13家车企高管的年薪排名显
示，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的年薪高达1575
亿元，Stellantis集团CEO唐唯实年薪为4.56
亿元。在中国车企中，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
传福年薪为579.8万元，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
军年薪为574.8万元。而造车新势力中，理想
汽车创始人李想的年薪为150.4万元、小鹏汽
车董事长何小鹏年薪为135.2万元。

资金承压

对于本次降薪的原因，内部信显示，2022
年充满挑战与困难， 威马不仅受到上海、北
京、成都等地疫情的影响，也面临供应链的巨

大挑战，材料成本急速上涨、供货不及时等严
重问题影响威马汽车的生产。 一位接近威马
汽车的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近来高管
主动降薪等举措，就是为积极实现降本增效、
改善盈利结构等战略目标， 以期在行业“寒
冬”时稳健发展。

尽管， 威马汽车将原因归结于外部因素
影响，但业内有观点认为，管理层主动降薪可
以理解为企业降本增效， 但将减薪政策延伸
到基层员工， 或意味着威马汽车也面临严峻
的资金问题。

数据显示，2019-2021年威马汽车净亏
损分别为41.45亿元、50.84亿元及82.06亿元，
三年亏损合计达174.35亿元， 并且亏损面仍
在扩大。此前，威马汽车启动A-D轮融资，募
集资金累计达350亿元。不过，威马汽车为保
证网点扩充、 车型研发以及在浙江温州和湖
北黄冈建设两座生产基地， 也让其承受着不
小的资金压力。2019-2021年，威马汽车研发
开支分别为8.93亿元、9.92亿元及9.81亿元。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尚未盈利的造车新势力依旧需要通过外部
‘输血’支撑经营。”

事实上， 为进一步打通融资渠道吸收资
金支撑企业发展，威马汽车一直在寻求IPO上
市。2020年， 威马汽车方面宣布将全力抢滩
“科创板新能源第一股”。去年初，上海证监局
发布公告称，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已具备辅导验收及科创板上市的申
请条件。但在今年6月，威马汽车却转战港股
提交上市申请书。不过，在申请书提交后，关
于威马汽车上市的消息再次“静默”。

值得关注的是， 威马汽车曾为国内造车
新势力头部玩家。如今，“蔚小理”已完成两地
上市，同期发起上市的“新选手”零跑汽车也
成功登陆港交所。

交付量低迷

对于威马汽车资金吃紧的现状， 业内人

士认为， 威马上市难并不仅全因财务数据
不亮眼， 也与其车型低迷的市场表现有一
定关系。

数据显示，2019年威马汽车与“蔚小理”
同时年销破万辆。然而，近几年威马汽车已明
显掉队。数据显示，去年“蔚小理”交付量均接
近10万辆， 但威马汽车销量仅为4.4万辆。今
年前10个月， 威马汽车交付量不足3万辆。中
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景辉表
示， 威马汽车选择自建工厂就需要做到产销
平衡， 但目前来看威马汽车的交付成绩很难
满足自建工厂的产能。

交付量不佳局面下， 威马汽车在售车型
的终端优惠力度也处于高位。 一位威马汽车
线下门店销售人员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
前店内仅W6车型有现车，其中全能版车型可
以优惠5万元， 极智版可优惠4万元。“店内优
惠的车型为去年6月生产的车型，因为是库存
车因此优惠力度不小。”当记者询问是否可以
预订新车时， 该销售人员表示：“目前不能确
定新车到店时间。”

在售车型高优惠的同时，威马的新车型
却迟迟未落地。招股书显示，目前威马汽车
在售车型为EX5、EX6、W6和E5等， 未来计
划每年推出一款新电动车型，其中便包括计
划于今年下半年推出的M7车型。 然而，距
离年底已不足两个月，该车型仍杳无音讯。
对此， 威马汽车相关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请以公司公告为准， 目前没有更多
信息透露。”

值得关注的是，威马M7未能落地，其竞
争对手“蔚小理” 的产品线却在今年持续扩
张，小鹏G9、理想L9、蔚来ES7等车型纷纷量
产。不仅如此，近两年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尤
为激烈，传统汽车厂商不断加码发力，自主品
牌“小号”不断推新，威马汽车的对手也远不
止造车新势力“老玩家”。业内人士表示，竞争
加剧的情况下，威马缺的不仅仅是钱。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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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 威马汽车CEO沈晖和美团创

始人王兴隔空对赌“威马是否能进造车新势

力前三位”。沈晖更调侃称：“如果达成目标，

王兴就给我送次外卖。”两年后，威马汽车离

悬崖边越来越近。11月22日，一封名为《和

衷共济，共渡难关》的内部沟通信在网上流

出，信中称为应对资金压力，威马汽车将通

过一系列财务措施降低运营成本，包括高管

和员工降薪迟发等。降薪同时，其终端市场

也开出高额优惠促销吸引消费者。作为曾经

的造车新势力四强之一的威马汽车，在竞争

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正经历寒冬。

2019-2021年威马汽车营收及净亏损一览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 营收（亿元） ■ 净亏损（亿元）

17.62

26.72

47.43

41.45

50.84

82.06

威马2021年

销量4.4万辆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秀娟 张君花）发力
线上，丸美股份寻解困之道。11月22日，丸美
股份宣布为了加快线上市场的发展，将聘任
王熙雯为电商部总经理。近两年，业绩不理
想的丸美股份一直在寻找解困之法，其中发
力线上成为重点， 但目前来看效果并不明
显。在业内人士看来，受疫情影响，线上渠道
逐渐成为主流消费渠道，以线下渠道为主的
传统化妆品企业受到重创，想要活下去必须
推动转型。

根据丸美股份公告， 其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
意聘任王熙雯为公司总裁助理兼电商部总经
理。据了解，王熙雯曾就职于丝芙兰、当当网、
阿里巴巴集团、京东、贝泰妮等企业，有着丰
富的美妆电商运营经验。

一直以来， 丸美股份采用以经销为主、
直营为辅的销售模式， 而经销模式多以线
下渠道为主。根据媒体报道，上市之前，丸
美股份在全国有近200家经销商和1.5万多
个零售网点， 这些渠道在高峰时期占总营
收的比例高达90%。但随着疫情反复，线下
渠道受到重创，丸美股份开启转型，发力线
上渠道。

数据显示，2019年，丸美股份线上渠道营
收占比为45%。 随着战略倾斜，2022年上半
年，其线上营收占比达59%。期间，丸美股份
发力抖音、快手等多平台直播业务，不断完善
线上运营团队。

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 华熙生物、 珀莱
雅、贝泰妮线上渠道占比分别为90%+、80.8%、
78.46%，远高于丸美股份59.54%的占比。

这样的差距也体现在业绩上。自2020年
以来， 丸美股份业绩不断下滑。 财报数据显
示，2020年， 丸美股份净利下滑9.81%；2021
年下滑46.61%。反观贝泰妮2020年净利润增
长31.94%；2021年净利润增长58.77%。 珀莱
雅2020年净利润增长21.22%；2021年净利增
长21.03%。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表示， 丸美股
份的成长是基于国内中低端消费需求的快速
崛起，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疫情对收入负
面影响时期， 丸美股份的消费群体需求明显
下滑，如果没有消费结构的根本性改善，前景
不利。

在业内人士看来，丸美股份业绩的下滑也
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线上渠道的不足。传统化
妆品企业过度依赖线下渠道， 但受疫情影响，
线下渠道受到重创。从目前来看，线上渠道逐
渐成为主流消费渠道，但丸美股份并没有快速
完成渠道转型，使得其业绩受到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 丸美股份对线上渠道的
发力起到了一定效果。财报数据显示，2022年
三季度丸美股份营业收入同比增23.72%。丸
美股份方面表示， 主要来自于线上渠道销售
的突破。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双11”期间，丸美股
份各大线上渠道销售额均有明显增长， 其中
主品牌丸美天猫旗舰店GMV同比增9.5%，系
今年初以来首次恢复正向增长； 抖音渠道实
现较大增长，其自播GMV同比增长超16倍。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则表示，当前，
国潮化妆品潮流崛起， 国产品牌有着一定的
机会，丸美股份同样如此，关键在于丸美股份
能否抓住市场趋势，借力发展。

不过， 在丸美股份披露的2022年前三季
度报告中，其营业收入虽上涨0.53%，但净利
润却下滑15.49%，丸美股份转型发力线上的
解困之道也被打上问号。

就布局线上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对
丸美股份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对于增收不增利的情况， 丸美股份多次
在财报中表示， 因品牌持续推进线上转型和
渠道进阶， 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销售费用的上
升。但随着对线上渠道的布局，对产品结构的
梳理和销售机制的优化， 对品牌和新品分阶
段进行“种草”和心智强化，将为后续的销售
打下基础。

总营业收入

101.17亿元

同比▲15.19%

2021年
以岭药业

连花清瘟系列
所在的呼吸系
统类产品

营收占比达40.6%

营收超4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