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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发股份接盘 美凯龙能稳住吗 只靠坚果的沃隆上市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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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家居行业的领军人物，车建兴旗下的美凯龙（601828）市场知名

度颇高，如今筹划控制权变更两天后，接盘方揭晓。1月8日晚间，A股公司建发

股份披露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收购美凯龙不超过30%的股份，可能成为美凯

龙控股股东。据了解，这也是2023年开年以来A股市场首例“A吃A”案例。

美凯龙接盘方揭晓

1月8日晚间，美凯龙接盘方揭晓，系A股
公司建发股份。

建发股份表示， 公司正在筹划通过现金
方式协议收购美凯龙不超过30%的股份，本
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可能成为美凯龙控股股
东。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尚未召开
董事会审议，双方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具
体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协商和确定。

据了解，1月6日美凯龙就披露过一则
“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停牌公告”， 称控
股股东红星控股正在筹划股权转让事宜，
或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公司股票自1月9
日起停牌。

美凯龙是国内领先的家居装饰及家具商
场运营商和泛家居业务平台服务商，截至1月
6日收盘， 公司股价报4.68元/股， 总市值为
203.8亿元。若以该市值计算，美凯龙30%股
权对应市值在61.14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美凯
龙总股本43.55亿股，包括A股36.13亿股（占
总股本比例82.98%）及H股7.41亿股（占总股
本比例17.02%）。其中，红星控股直接持有美
凯龙26.18亿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60.12%，红
星控股的一致行动人西藏奕盈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车建兴、陈淑红、车建芳等合计持有美
凯龙1860.76万股，占总股本的0.43%。

美凯龙的控股股东为红星控股， 实际控
制人为车建兴。

美凯龙接盘方背后则是厦门国资，A股
公司建发股份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国资委，
公司从事供应链运营业务和房地产业务两大
主业。 截至1月6日收盘， 建发股份股价报
14.93元/股，总市值为448.7亿元。

卖壳背后资金“吃紧”

红星美凯龙是国内领先的家居装饰及
家具商场运营商和泛家居业务平台服务商，
主要通过经营和管理自营商场、 委管商场、
特许经营商场和战略合作商场， 为商户、消
费者和合作方提供全面服务。同时，公司还
提供包括互联网零售、家装、设计等泛家居
消费服务。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红星美凯龙经营
着94家自营商场、284家委管商场， 通过战略
合作经营8家家居商场，此外，公司以特许经
营方式授权57家特许经营家居建材项目，共
包括476家家居建材店/产业街。

据了解，美凯龙由车建兴一手创办，车建
兴也是国内家居行业的领军人物。 伴随着美
凯龙2018年在A股上市， 公司也成为了国内

首家“A+H”上市公司。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
背后，车建兴似乎有些资金“吃紧”。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末，红星
控股总资产约为 1874.88亿元 ， 总负债
1229.18亿元， 其中有息负债合计约为560亿
元，账面货币资金仅87.57亿元，出现流动性
紧张。

而在此次转让控制权之前， 美凯龙也曾
披露过控股股东的减持计划。2022年12月26
日，美凯龙表示，公司控股股东红星控股拟通
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不超过
3%的股份；此外，红星控股一致行动人西藏
奕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也拟减持不超过上市
公司0.41%的股份。

履历显示，车建兴1966年6月出生，上世
纪80年代末其开始了家具制造的职业生涯，
1990年12月创办常州市红星家具城，2007年
创办美凯龙的前身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家饰
品有限公司， 且于2007年至今担任董事长及
总经理。

“卖壳”背后，美凯龙2022年以来经营业
绩也不乐观。

数据显示， 美凯龙2022年一季度、 半年
度、前三季度净利均处于同比下滑状态，其中
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04.8亿
元，同比下降7.67%；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
为13.18亿元，同比下降36.17%。投融资专家
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面临流动性危机， 实控人转让控制权也
是无奈之举，如果接盘方实力雄厚，对于上市
公司而言也算是利好。

针对公司此次易主以及公司业绩等方面
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美凯龙董秘办
公室进行采访，不过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关店预警？
购物卡结账受限

“这是今天买的第二车东西，购物卡只能
买这些，这趟队估计得排至少25分钟了”，8日
一早， 张先生及家人进入家乐福凯德Mall大
峡谷店，抢购一批可以用购物卡结算的商品，
张先生一家一次结账排队等待约15分钟。

“媒体报道北京家乐福卖场很多商品不
能用购物卡结算， 我们赶来把购物卡余额消
费完”，与张先生有同样想法的消费者不在少
数，凯德Mall大峡谷一层干果商户表示，从1
月7日起， 家乐福超市的人就突然变多了，每
个人都大量购买商品。

对于消费者关心的购物卡等问题， 北京
商报记者联系到北京家乐福， 相关负责人回
复称， 前期购物卡系统升级是有商品使用受
到限制，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不过，记者走访
中发现， 家乐福卖场内的大部分商品仍无法
使用家乐福购物卡结算。 虽然商通卡可以继
续使用，但需要在人工结账通道才可以。

问及到店消费者，抢购的原因多在于“家
乐福卖场是否会关店”。消费者的顾虑也源于
家乐福近两年来的“不景气”。去年7月，家乐
福方庄店暂停营业，对外告示称“即将升级改
造”。不过，彼时方庄店的工作人员在关店前
夕也提到，“家乐福不会在这里了”。

家乐福超市的离场不再是个例。 苏宁易
购2022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家乐福无新
开门店，闭店数量达到54家，门店数量从2021
年底的205家减少到151家， 门店数量骤减
26%。2021年， 门店数量净减少23家，2020年
净减少5家。随着关店节奏的加快，目前杭州、

成都、福州、济南、南昌等一二线市场已无家
乐福身影。苏宁易购表示，公司净利润亏损很
大原因是受家乐福的拖累， 其下滑的业绩难
以分摊较高的固定租金成本。为缓解亏损，公
司正在全面开展家乐福业务调整， 关闭部分
区域门店。

家乐福中国关店速度也在加快。 家乐福
中国2020年门店数减少5家，2021年门店数
量净减少23家。在2022年三季度，现有门店对
比其中报数据，3个月中门店数减少了30家，
关店速度远超上半年。

对于门店未来运营， 北京家乐福相关负
责人表示，不会退出北京市场。

供应链危机？
SKU骤减、联营撤店

在家乐福卖场内， 与消费者抢购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场内逐渐空荡的货架。 一款干果
果脯商品被大面积摆放在货架上、 生鲜销
售区少有散售蔬菜、 冷鲜肉及现场制售区
域已经空置……商品的供应也困扰着家乐

福。此前家乐福在宣传中提到，商品总SKU
多达5万个，相比之下，家乐福没了往日的供
应链优势。

另外，2021年， 在首家会员店开业时，家
乐福与竞品、供应商之间上演过闹剧一番。彼
时，家乐福会员店开业首日发博表示，有竞争
对手施压供应商回购买空相关商品， 使得不
少消费者无法购买。家乐福彼时称，已针对上
述“二选一”行为向相关部门举报。

在商超发展的黄金年代， 拥有绝对话语
权的全球零售巨头家乐福，是宝洁、康师傅等
供应商趋之若鹜的渠道。如今，家乐福却陷入
拖欠货款纠纷与大面积缺货的尴尬境地。

天眼查App显示，近日，尤妮佳生活用品
（中国）有限公司与家乐福（上海）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仲裁程序中的一审非诉保全审查裁
定书公开。文书显示，申请人尤妮佳公司要求
冻结被申请人家乐福公司银行存款1389万余
元，不足之数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财产。法院

认为，尤妮佳公司该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裁定执行。

尤妮佳为日用品企业， 旗下有尤妮佳纸
尿裤和苏菲等品牌。

2022年以来， 家乐福被供应商追收货款
的事件频繁被曝光。此前，西南地区供应商透
露，2022年下半年起，家乐福超市频繁拖欠货
款。据悉，在这位供应商暂时中止与家乐福合
作时， 家乐福欠该供应商的未结货款金额约
240多万元。

无论这场实体零售行业中的“二选一”是否
坐实，供应链都成为摆在家乐福眼前的难题。

行业内卷加剧
亟待转型输血

家乐福曾被视为“大卖场” 业态的先行
者， 之后伴随国内连锁超市崛起以及行业的
深度转型，家乐福遭遇打击，运营中的绝对优
势不再。2019年，家乐福中国80%股份由苏宁
国际完成了收购。 这场收购本该是电商向实
体商业的赋能， 但家乐福却没有走出业绩下
滑的阴霾。

值得关注的是， 作为家乐福中国的大股
东，苏宁易购收购家乐福中国80%股份。而苏
宁易购自身也笼罩在债务危机下， 无暇向家
乐福中国输血。

与此同时， 错过电商布局最佳时机的家
乐福，发展也重重受困。连锁产业专家文志宏
表示，由于互联网、电商的发展，大型超市一
站式购物的优势消失了， 如今超市正处在一
个谋求转型的背景下。他认为，全渠道或许是
转型的一个思路，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此外，
超市本身业态调整也是一个方向， 如社区超
市、会员制超市等。超市转型的方向还需要一
个探索的过程， 需要各零售企业有更多的投
入与试错。

眼下，昔日的大卖场们纷纷转型，经历阵
痛、探索仓储店和社区店，家乐福也需要在成
倍的压力下，快速找到转型的方向。

北京商报记者 王维祎

1月8日的北京家乐福卖场，有空空的货架、长长的结账队伍，没有置办年货的热闹，更像

是“再不买就要关店了”扫货。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北京家乐福卖场发现，有的商品被大面积摆

放在货架上“撑门面”，大部分商品不能使用家乐福自营的购物卡结算……这些经营细节透

露着家乐福的运营困境， 商品能否继续使用购物卡结算， 需要家乐福与品牌供应商进行博

弈。年关在即，留给家乐福找方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每日坚果” 品类开创者沃隆要上市
了？1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获悉，青岛沃隆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隆”）近日
已递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上
会稿），拟冲刺上交所IPO上市，预计募资7
亿元，3.1亿元用于生产智能化改造及智能
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2.1亿元用于品牌
形象及全渠道销售网络建设项目，1.8亿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官网信息显示，沃隆成立于2016年，是
集生产加工、 国际贸易与电子商务为一体
的企业，在国内首创每日坚果系列产品，主
营产品包括每日坚果系列、坚果果干系列、
烘焙系列。2022年6月22日， 沃隆食品曾预
披露过招股书，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

作为每日坚果品类的开创者， 沃隆凭
借先发红利，销售额曾一度突破10亿元。但
在近年， 沃隆却有些“成于坚果， 困于坚
果”。最新招股书显示，2019-2021年，沃隆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占 比 分 别 为 99.53% 、
98.78%、98.92%， 其中混合坚果类产品的
收入占全部营收的比例分别高达92.14%、
85.73%、75.74%。整体来看，坚果业务依然
是沃隆的主力，整体业务结构较为单一。

在招股书中，沃隆表示，报告期内混合
坚果类产品收入占比仍然较高， 如果未来
该类产品市场竞争加剧或消费者偏好发生
改变， 可能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
不利影响。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中国混
合坚果行业市场规模增速自 2016年的
400%逐渐降至2021年的16%，行业整体规
模增速放缓， 这对于仅凭坚果扛起营收的
沃隆来说风险或将更高。

根据招股书，2019年、2020年、2021年
和 2022年上半年， 沃隆分别实现营收
11.649亿元、8.894亿元、11.079亿元和4.36

亿元， 同期净利润分别为 1.312亿元、
8870.85万元、1.196亿元和2684.53万元。据
沃隆预计，2022年度营收将在10亿-12亿
元之间， 较上年同期减少9.74%至增长
8.31%；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0.9亿-1.1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24.74%-8.02%。

同时，由于坚果产业门槛低、可替代性
强，入局者众多，不少休闲食品企业也大举
加入坚果市场竞争，三只松鼠、良品铺子、百
草味等品牌也纷纷推出每日坚果品类，沃隆
的市场份额被蚕食，市占率正逐渐下滑。

数据显示，2019年，沃隆在混合坚果行
业的市场份额达到13%，位居行业第一；到
2021年，沃隆市占率仅为7.2%，已下滑至第
三位。艾媒《2021年中国坚果零食品牌排行
Top15》榜单中，沃隆排在百草味、三只松
鼠、良品铺子、洽洽之后，居于第五位。

在业内看来， 沃隆的产品体系结构单
一，仅依靠每日坚果，存在爆品后续乏力的
风险，沃隆需要逐步向多品类探索布局，搭
建稳固的产品护城河。目前来看，新品依然
围绕坚果及相关品类。

广科院旗下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
表示，许多消费者熟悉“每日坚果”却不了
解沃隆，说明其品牌力还有待加强，无论是
品类还是企业品牌， 都需要凸显与其他竞
品的差异性。沃隆的业务结构风险来自于，
单一业务占比过大的同时差异化竞争优势
不明显， 这可能导致因为竞争压力出现业
绩大幅波动。沃隆急需打造品牌差异化，提
高竞争力。

就上述问题及后续发展， 北京商报记
者向沃隆官网邮箱发邮件联系采访， 截至
发稿未收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张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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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福创立于法国

2018年
家乐福中国位居中国快速消费品（超市/便利店）连锁百强前十

2019年

家乐福中国在国内拥有约3000万会员

家乐福中国80%股份由苏宁国际完成了收购

2021年 家乐福中国在上海开出首家会员店

2022年以来 家乐福被供应商追收货款的事件频繁被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