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企永旺在北京市场的版图正不断缩小。4月19日，北

京商报记者走访位于永旺集团旗下的昌平梦乐城发现，该

商场电梯停运、门店围挡，商户打折促销。相关人士透露，昌

平梦乐城将于6月24日全面关闭，后期将改造为超极合生汇

项目二期。分析指出，在消费升级的情况下，坚持传统百货

模式的永旺集团已无法适应市场需求，想要继续扩张，需要

因地制宜，围绕市场特色、消费者需求定制消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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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梦乐城6月关闭

昌平永旺梦乐城国际商城进入经营倒计
时。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昌平梦乐城看到，即
使在正常工作日，该商场内通往三层、负一
层的多个扶梯、直梯停运，用围栏或警戒线
拦住，挂出“电梯维修中”的告示。同时，商场
内部分门店正推出打折促销活动，有的商品
优惠至1折。

在正常开放的商场一层、二层，记者看到
了众多品牌已经关闭相应门店， 例如本宫的
茶、魔幻VR空间、鲜芋仙等。商场内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永旺在下个月租期结束后将
不再续租。

与此同时，记者从物业相关人员处获悉，
永旺所在的区域将成为超极合生汇二期项
目。未来装修完毕后，现阶段梦乐城内的永旺
超市也将变为其他精品超市， 永旺梦乐城全
面撤出。

商场内一家饮品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店内已经收到通知，要求在6月24日
全面撤出。 北京商报记者此前从合生商业集
团获悉， 位于永旺梦乐城东侧的超极合生汇
一期预计今年开业，项目分为两期，其中二期
将改造现有的永旺梦乐城。

北京商报记者就昌平梦乐城的营业情况
及后续计划向永旺官方发送了采访提纲，但
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据了解， 昌平梦乐城于2008年开业，是
该公司在北京市的首家购物中心，已营业了
近15年。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5万平方米。
当时周边几乎没有住宅，永旺梦乐城进驻之
后，住宅和店铺越来越多，区域商业逐渐走
向成熟。

连续七年亏损

除了昌平梦乐城， 永旺在北京市场还有
丰台的梦乐城。 作为在北京的第二个项目，
2015年开业的丰台梦乐城是当时丰台区最大
的购物中心，引进了80余家区域首店。如今，

丰台梦乐城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记者此前走访发现， 丰台梦乐城三层的

美食城已经关闭， 其余楼层也出现了品牌撤
店的情况。同样，丰台梦乐城场内亦出现了直
梯停运的情况。

实际上，永旺的“撤退”在2022年10月就
已有所端倪。当时，位于朝阳大悦城的永旺
超市进行撤店，官方公布的原因为公司业务
调整。

永旺梦乐城官网显示，截至2021年底，永
旺在全国开设了22座购物中心。 而永旺曾对
外表示， 计划到2025年在中国内地实现打造
29家购物中心的目标。若北京昌平、丰台两座
梦乐城陆续关闭， 距离其29家的目标又远了
一步。

市场份额锐减， 或许与永旺的业绩表现
脱不了干系。 永旺公布的2022年业绩报告显
示，2022年，永旺全年收益95.7亿港元，该年
度亏损2.2亿港元。其中，中国内地业务亏损约
1.1亿港元。 记者梳理永旺往年财报发现，
2022年度已是永旺连续亏损的第七年，自

2016年起， 永旺持续亏损， 在2021年达到峰
值，亏损扩大至5亿元。

在消费市场快速变化下，仍保留传统模
式经营的永旺难免与新消费需求产生错位。
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 席 专 家 赖
阳表示 ，昌平梦乐城规划之初 ，满足了
周边大量人口的购物需求，随着人们消费需
求的转变，休闲、文化、娱乐体验成为了重
点，这个项目本身的运营模式与消费需求已
不相适应。

湖北湖南浙江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 不断减少市场份额的永
旺将重心转移到南方市场。公开资料显示，永
旺梦乐城曾宣布将把湖南省作为在中国发展
的又一核心区域，同时计划在湖北省武汉市、
浙江省杭州市开设新购物中心。 而新的项目
仍采用一贯的“两核一街”布局模式，即以“永
旺综合百货超市”和大型专卖店组成的“其他
主力店”为核心，两核之间由各类店铺组成的

“专卖店街”连接。
按照永旺的规划， 位于武汉江夏的梦乐

城预计2023年开业，位于杭州钱塘新区、长沙
茶塘的梦乐城则将于2024年入市。此前，永旺
已分别在湖北湖南地区、 江浙地区布局了3
座、6座梦乐城。

为什么永旺在北京市场不断萎缩， 在南
方市场仍不断扩张？赖阳指出，城市发展、业
态升级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存在时间差，“梦
乐城在北京市场无法满足当下消费者的需
求， 但可能在其他城市还有一定的市场需
求”。 同时， 新建项目相比传统项目改造而
言，能直接调整场内业态规划，规避旧项目中
存在的问题。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杨青松表示，
无论是布局在哪个城市，购物中心都要围绕
周边市场需求做出清晰定位， 围绕定位、客
群打造丰富的业态组合。同时，还要根据市
场变化灵活调整经营模式、商户组合、线上
策略等。

北京商报记者 刘卓澜 胡静蓉/文并摄

观众“看”不同

20世纪80年代，国内汽车市场尚处“萌芽
期”，公众对车展更是陌生。1985年7月，首届
上海车展正式开幕， 让国内公众首次近距离
接触“全球级汽车盛宴”，开幕首日参观量便
超2万人。有报道称，“这是一次展示80年代汽
车工业新成就、 谋求汽车工业交流与合作的
盛会”。首届上海车展上，成立不久的上海大
众展出首款车型———桑塔纳， 该车型也成为
车市经典的“老三样”之一，家庭轿车也开始
走入中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随后， 北京车展等国内A级车展陆续举
办，上海车展不仅为车市引入“活水”，曾经的车
展风景线———“车模” 也是首次现身上海车展。
1993年，丰田汽车在上海车展上首次尝试用汽
车模特吸引观众，收效极好。此后，去车展看车
模、看豪车一度成为每届车展的高热话题。

如今，时代发生变化，国内汽车市场已从
高速扩容阶段进入存量阶段， 而上海车展也
发生着转变。2023年上海车展，燃油车的“主
场”地位逐渐被新能源汽车取代，当初在车展
上势头一度盖过展车的“车模” 与明星也已
“退烧”， 观众的观展习惯与车企的展示正发
生转变。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本届车展上仅
有王凯、朱亚文、黄渤等明星出席车企新车发
布环节。

事实上，在全民自带“流量”的时代，车展
的风景线已变为网络主播。 这些主播不仅是
介绍车型信息、直播发布会，更游走在各展台
间帮助场外的消费者第一时间解答问题并直
播车展的各个细节。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有
些直播团队更是“歇人不歇播”。一位上海车
展现场直播团队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我们的直播是轮番换人，男主播讲车，女主
播在展台与工作人员解答后台消费者的提
问，不同时段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按惯例， 每届上海车展前两日均为媒体
日。在此期间，各车企集中发布新车型及企业
战略， 但在媒体日期间公众只能通过媒体后
期报道来了解车展信息。 而通过各个直播间
和视频平台的信息， 公众却能在第一时间获
悉车展动态，了解产品信息。如果说美女车模

与明星为车企展台带来的是关注度， 那么各
大现场直播则更拉近了车企与消费者的距
离，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直观参与，从而
拉动潜在消费力。“直播要比明星车模引流对
于企业更有帮助。” 一位车企内部人士表示：
“相比于十年前，现在公众来到车展更关心的
是产品、技术、价格等需求，不再是只看热闹。
直播能使消费者在公众日开放时就已经对产
品和车展有了了解， 让后期来逛展的消费者
更加轻松，目标性更明确。”

跨国车企组团“取经”

观众对车展观看重点转变的同时， 中外
车企的“角色”也在互换。

本届上海车展开幕前， 有海外媒体发布
名为“中国购车者已放弃对外国品牌喜爱”的
文章， 在外界看来该文章的题目点出了目前
跨国车企的“焦虑”，而在上海车展开幕后也
频繁出现跨国车企组团到自主品牌展台“取
经”的场面。

本届上海车展上， 去年摘下全球新能源
汽车销冠的比亚迪推出全新微型电动车海
鸥， 新车发布后便引来不少国外车企同行。
北京商报记者在比亚迪展台看到，一位工作
人员正向一批参观者介绍车型信息，从参展
商证件上可以看出，这批参观者为大众汽车
集团的工作人员，更有媒体拍到大众汽车集
团高管现身比亚迪展台。同时，首次亮相上
海车展的仰望汽车展台，更是被围得水泄不
通，其中包括法拉利、兰博基尼、宾利等超豪
华品牌高管。

值得一提的是， 国外高管参观中国展台
引发关注并非首次， 但此前颇为尴尬。2017
年，凭借“模仿”成名的众泰汽车展台展出了
高人气车型 SR9， 由于外观酷似保时捷
Macan， 时任保时捷CEO的奥博穆也来到众
泰汽车展台一探究竟。看到SR9外观与保时捷
Macan高度相似后， 奥博穆脸上的尴尬神情
被网友捕捉下来， 成为车展上的热门话题之
一。 然而， 随着自主品牌研发能力的不断提
升， 国外车企高管参观自主品牌展台时的心
态也已发生变化。 蔚来上海公司总经理康凯
表示：“上海车展首日， 蔚来展台迎来非常多
的海外车企高管， 有的是提前预约， 有的是
‘不请自来’，从新车到创新服务，大家都很好
奇。” 有网友称：“现在国外车企是来学我们，
不再是我们学他们！”

国外车企高管心态上的变化， 来自中国
车企已抢占新能源汽车风口。数据显示，去年
中国市场纯电动汽车销量达536万辆，约占全
球销售总量的2/3。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
书长崔东树认为，今年新能源乘用车将有850
万辆的销量规模，有望实现30%左右的增长。

中国车企抢占新能源汽车话语权以及中
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庞大的规模及增量空间，
让跨国车企倍感压力。今年3月，国内新能源
乘用车零售销量达 54.3万辆 ， 同比增长
21.9%，环比增长23.6%。从市场份额来看，主
流自主品牌新能源车零售份额已达67%，合
资车企仅占5.8%。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
员会成员颜景辉认为， 近两年中国汽车行业
不仅是电动车的市场份额和渗透率持续提
升，同时在三电技术、互联网技术、智能化上

中国车企的实力也不弱，这让“大象转身”的
国外车企开始借鉴中国经验。

本届上海车展， 不仅国外车企高管组团
参观自主品牌展台，大众、宝马、奔驰等德系
品牌掌门人更集体到场。其中，奔驰董事会主
席康林松在车展前一周来到中国， 宝马集团
近半个董事会参加了车展前夕举办的宝马
“创新未来之夜”，大众集团旗下大众品牌、保
时捷和奥迪也均率相当规模的代表团参加本
届车展。 小鹏汽车董事长、CEO何小鹏表示：
“谁都打败不了趋势。”2023年上海车展，让全
球车企掌门人与高管意识到新时代的到来。

下半场技术流上位

如果说，十年前车展的主角是“车”，如今
可能还需加入更多主角。本届上海车展上，汽
车电动化向智能化趋势转变愈加明显， 汽车
“朋友圈”中出现了更多新玩家。

上海车展组委会公布的信息显示，百度、
华为、地平线、黑芝麻、四维图新、亿咖通科
技、地平线、星纪魅族等企业参展，均为芯片、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高精地图等行业的头部
企业。 这些企业正试图打破上下游各个环节
的协作障碍和信息壁垒， 正式参与到汽车技
术与产业变革中。

作为互联网大厂之一的百度，首次以独立
展商的身份参加本届上海车展，其展台展出了
基于L4级自动驾驶技术打造的Apollo智驾。
尽管是车展“新人”，但在自动驾驶领域，百度
早在2013年便已入局。 百度相关人士表示，汽
车智能化竞速赛已经开启，未来三年将是关键

窗口期，电动化引发的淘汰赛将在智能化阶段
再次出现，车企应未雨绸缪提前布局。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能源乘用
车的市场渗透率超过26%， 新能源汽车市场
已从“初期市场”向“智能化下半场”过渡。
2023年麦肯锡中国汽车消费者洞察报告则显
示，75%的消费者对高速智能驾驶有需求，
60%的消费者对城市智能驾驶有需求。“当智
能化完成市场‘跨沟’后，没有智能驾驶能力
的汽车将难以进入用户的购车清单。”百度集
团智能驾驶事业群组总裁李震宇表示。 百度
集团副总裁、 智能汽车事业部总经理储瑞松
则认为：“谁能率先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安心、
有真实获得感的智能驾驶体验， 谁就有可能
在下半场智能化的竞争中获得先机。”

而另一家专注于提供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的企业华为，在本届上海车展上引发关注。北
京商报记者在华为展台看到， 展品不仅有其
合作车型，更展出高阶智驾系统ADS�2.0等产
品。在造车上，华为始终保持“不造车”，但其
技术早已融入车企产品中， 这也让华为在车
展上与“车”联系在一起。

除提供解决方案的科技企业外， 本届上
海车展上电池企业也成为关注焦点。 在电动
化时代， 车企与动力电池企业彼此需要。去
年， 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机量261.8GWh，同
比增长84.3%。从材料方面来看，磷酸铁锂电
池市场份额超越三元锂电池， 达到55.6%。同
时， 动力电池技术多路径发展， 其中麒麟电
池、大圆柱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液混合半固
态电池之间的讨论不断。

本届上海车展上，包括宁德时代、蜂巢能
源、亿纬锂能、欣旺达、中创新航等企业悉数
参展。其中，欣旺达发布闪充电池产品解决方
案。欣旺达方面表示，方形闪充电池已实现量
产， 今年还将完成第一代圆柱闪充电池的开
发。作为头部的宁德时代，在本届上海车展上
正式发布凝聚态电池。据悉，凝聚态电池具有
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长等特点。与
传统的锂离子电池相比， 凝聚态电池每单位
体积或重量可储存更多能量。 科学家吴凯表
示，凝聚态电池具备高比能和高安全的特点，
单体能量密度最高500Wh/kg。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文 刘洋/摄

面对电动化、智能化，全球汽车业正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

2023年上海车展用“拥抱汽车行业新时代”点题，汽车的新时

代，亦是行业的新时代。汽车诞生百余年后，中国市场的崛起让

燃油车与电动汽车加速换位，也让造车“肌肉”秀场的A级车展

变得更接地气、更多元化。而进入第二十届的上海车展，中外车

企地位的转变也在上演，互联网、上下游企业引来的高关注度，

也让这届车展的看点不再仅限于“一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