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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 洁

网约车市场格局或将再生变。
9月6日晚间，曹操出行宣布完成了

38亿元的B轮融资。此轮融资不仅是今
年网约车企业获得的首笔国内股权投
资，也是2020年以来网约车企业所获得
的国内最大额度的单笔融资。

5家产业投资方重金押注

曹操出行创立于2015年5月21日，目
前旗下拥有互联网专车、出租车、曹操帮
忙、曹操商城、曹操传媒等业务。截至
2021年8月30日，曹操出行已经上线全国
62座城市，曹操出行CEO龚昕对出席融资
发布会的记者表示：“通过持续精细化运
营，曹操出行目前注册用户已超6000
万。7月份订单需求量创下历史新高，是
去年同期的150%，且从今年5月份到7月
份，曹操出行接单量爆发式增长，对比三
个月之前，7月份接单量超一倍以上。”

龚昕还表示，此次B轮融资将用于
技术研发、业务扩展、服务品质提升、司
机群体保障等关键工作，从而进一步提
升企业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

据介绍，此次B轮融资共有5家投资
方，分别是苏州市相城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苏州高铁新城国有资产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农银国际投资（苏州）有限
公司、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在谈到为何在此时投资曹操出行时，
投资方之一的苏州市相城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志东表示：“投资的重
点是选赛道，出行是刚需，互联网出行行
业并没有绝对排他性，不管是短期窗口还
是长期竞争，都仍有竞争空间。因此，行
业头部的企业仍为此时的优选目标。 ”

查阅资料可以发现，近几年，苏州
市相城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断引
入多种新兴创新型产业，集聚创新资源
为庞大制造业加速转型提供支撑。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称，从曹
操出行和苏州方面的紧密合作来看，此
次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苏州官方
的产业打造规划。作为传统的制造业
强市，苏州应是看好产业互联网经济的
未来，才会在互联网出行平台项目上投
注重金。

吉利布局“大出行”战略

8月4日，曹操出行获得了吉利控股

集团增资约7000万元。早在2019年，吉
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公开表示：

“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与中下游产业链
展开深入合作，推进创新型科技企业建
设，逐步实现从汽车制造商向移动服务
商转型。”

正是在吉利的“大出行”战略下，吉
利汽车的出行版图一直在不断扩张：网
约车有“曹操出行”，空中出行服务布局
了Terrafugia（飞行汽车）及Volocopter
（城市短途航班），还与戴姆勒共同组建
高端出行品牌“耀出行”。

从地面出行到空中布局，从研发车
联网系统、车载芯片到稳步推进无人驾
驶，吉利控股集团正在积极布局的是一
个智慧立体出行生态。曹操出行作为
吉利控股旗下的汽车智能网联化平台，
在吉利控股集团的整个大出行布局中
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一贯低调的李书福
出现在了曹操出行9月6日B轮融资发布
会现场，李书福对包括《证券日报》在内
的媒体表示：“布局大出行是吉利科技
转型战略中的关键举措之一，我们将以
全球领先的车联网、自动驾驶技术以及
新能源科技，创新应用于共享出行领
域，全方位赋能曹操出行，坚持低碳、健
康、共享的人车生活圈，打造全球领先

的科技出行平台，为更多用户提供全场
景、深度智能化的安全出行体验。”

顺利跨入网约车“换电时代”

李书福会不会像业界所说的是改
变网约车格局的重要“一哥”？答案是
极有可能的。

众所周知，拥有吉利打造的“定制
车辆”一直是曹操出行不可攻破的壁垒
之一。此前，曹操出行的主力运营车辆
为吉利帝豪EV纯电动汽车。2020年，
曹操出行在部分城市上线了高端纯电
车型几何A。2021年3月份，换电车型—
枫叶80V面世。这款车型的综合工况续
航里程达415公里，仅需要60秒即可完
成电池更换。

曹操出行的第二款新能源定制车
枫叶 60S则主打“车电分离+高效换
电”，换电站搭载的高安全、高新科技
系统，解决了纯电动车型充电效率低
下、电池衰减等痛点问题。其核心优
势在于吉利科技换电站能够为枫叶
60S提供更加高效、智能、稳定、安全的
换电服务，从而提升车辆整体运营效
率，更大程度地降低司机对车辆的使
用成本。

“目前可以透露的是，曹操出行正

在研发第三款新能源定制车。”曹操出
行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今年5月20日，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充换电
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表示要优化城乡公共
充换电网络建设布局、完善居住社区
充电桩建设推进机制，要加强充换电
技术创新与标准支撑，加快换电模式
推广应用。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超
过700座换电站，主要建设于公共停车
场、矿区、港口等场所，一次换电时间
约5分钟—10分钟，大大提高了新能源
汽车使用的便利性。

吉利科技集团的换电生态的网络
也正在国内各大城市铺开。2020年，吉
利科技集团智能换电站已在重庆、杭
州、济南、淄博等地落地，在全国签约的
换电站数量超过1000座；2025年，吉利
的规划目标为5000座。

上述曹操出行内部人士表示:“吉
利换电生态与同行的差异点在于，与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展开了相关合作，
部署换电站。未来，这个换电网络还
将在全国各大中型城市、省际、高速路
网等分步推进，这些都将成为曹操出
行跨入新能源网约车‘换电时代’的重
要保障。”

曹操出行宣布完成38亿元B轮融资
网约车江湖要变天?

本报记者 赵学毅 殷高峰

2021 年，A 股全市场召开业绩说
明会的上市公司总计 3756家，接近A
股公司总数的九成，尊重投资者的氛
围正在加速形成。

作为 2020年年报业绩说明会“最
佳实践案例”代表，隆基股份董事长
钟宝申与《证券日报》记者进行了面
对面的交流，分享了投资者关系管理
和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经验。

多元化高质量进行沟通

“企业的经营管理层是投资人的
受托人，有义务有责任及时将企业的
运营情况向投资者说明。公平地对待
投资者是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核心。”钟
宝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强
调，公司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中应
该平等地对待所有投资者，包括投资

机构和中小投资者，尤其是为中小投
资者参与投资者关系活动提供便利，
公司不做选择性披露，也不会对个别
人进行披露。

业绩说明会已经成为隆基股份和
投资者固定的沟通交流方式，钟宝申
表示：“每年四次业绩发布之后，公司
随后就会举行业绩说明会。两次季报
主要由董办和财务部门和投资者交
流，半年报则保证董事长或者总裁有
一人参加，年报公司董事长一定参
加。”

为了业绩说明会能够有高质量
的沟通效果，隆基股份会提前进行问
题征集。“在会议之前就对大家共同
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征集。管理
层可以先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由此
可以节约会议时间，提升会议效率。
同时，由于管理层提前进行了深度思
考，会使探讨更深入，更接地气。”钟
宝申表示。

钟宝申向记者介绍，为了更好地
和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除了业
绩说明会，隆基股份还采用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教育活动、电话会
议、网上路演、“上证 e 互动”等多种
沟通交流方式，使更多的投资者，尤
其是中小投资者能够广泛参与公司
交流活动。“2020 年疫情期间，为保
障交流活动正常开展，隆基股份及
时加大了电话会议的召开频次，尽
可能覆盖到更多的投资者。”钟宝申
表示，2020 年，隆基股份开过约 500
次电话会议。

考虑到不同投资者交流的便捷
性，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参会需求，隆
基股份2020年年度业绩说明会采用电
话会议+网络直播+网络文字互动的方
式，有效提升了投资者参会的便捷
性。2021年8月30日举行的2021年上
半年业绩说明会，在线参与人数超过
3000人。

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在钟宝申看来，开展投资者关系
管理的目的就是上市公司为了进一步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与投资者或
者潜在投资者之间的沟通，通过信息
披露、实地调研、路演活动等方式，增
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促进
公司发展，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
整体价值。

2021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50.98亿元，同比增长74.26%，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93
亿元，同比增长21.3%。目前员工总数
超过 6万人，《 2021胡润世界 500强》
排名跃居第195位。

“公司积极与广大投资者保持长
期互动交流，实现了投资者投资回报

的稳定增长。”钟宝申说，公司始终立
足长远发展，了解资本市场关切、充分
倾听投资者意愿，尊重投资者利益。
自2014年以来，先后进行了定增、公司
债、可转债等融资项目，为公司的产能
扩张和战略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实
现了公司发展与投资者投资回报稳定
增长的双赢目标。

据《证券日报》记者观察，隆基股
份自 2012年上市以来，业绩与市值实
现了数十倍的增长。过去7年，公司的
销售收入增长了24倍，利润增长了120
倍；总市值从上市初期的 40亿元—60
亿元，增长至目前的5000亿元左右，同
样增长了百倍左右。

钟宝申认为，这种双增长离不开
公司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在他看
来，隆基股份始终坚持科技引领、稳健
发展的经营发展理念，实现了营业收
入净利润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保
持与广大投资者的长期互动，实现了
投资回报的稳定增长。

作为光伏龙头，隆基股份致力于
通过技术进步推动清洁能源发展，促
进我国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目标的早日
达成。

在谈及零碳战略时，钟宝申对记
者表示：“公司目前已经正式加入气
候组织‘RE100’、‘EV100’和‘EP100’
倡议。隆基股份对全球有一个承诺，
到 2028年，公司全部的经营活动都使
用可再生能源。同时，公司对氢能也
有一定布局，将凭借自身的光伏技
术，通过光伏制氢推动灰氢向绿氢的
转变，助力全球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的
实现。”

“善用太阳光芒，创造绿能世界”
这是隆基股份的企业使命。钟宝申强
调，隆基股份将积极做好投资者关系
管理，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

与投资者高效沟通助推业绩与市值百倍“双增”

本报记者 李乔宇 见习记者 贺王娟

购物中心的一楼往往是商场的
门面，不但承载着最高的客流量，还
往往设置着珠宝店、大牌店等高单价
店铺。

然而，《证券日报》记者在位于北
京长安街西端的北京城乡购物中心
中见到了与众不同的场景。与其他
购物中心相比，性价比高的化妆品品
牌门店占据北京城乡旗下这家购物
中心一楼“C位”；另一方面，“Z世代”

“95后”等年轻消费群体的品类数量
明显不多，中老年消费者成为该购物
中心最主要的消费群体。

Z世代消费群体缺失
业内建言走时尚消费路线

“现在护肤品水乳、面霜都有活
动，买一送一很划算。”北京城乡购物
中心一楼的国产品牌化妆品柜台的
一位售货员叫住了《证券日报》记
者。据她介绍，该品牌单品标价均在
100元左右，叠加 5折至 8折的优惠，
全部产品到手价仅在两位数。记者
注意到，除了前述品牌，该购物中心
的一楼位置还设置多家主打性价比
的化妆品牌门店，与其他购物中心一
楼遍布一线化妆品大牌门店的场景
形成强烈对比。

从品牌设置来看，该购物中心的
品牌并非有意迎合年轻消费群体。记
者注意到，“Z世代”“95后”等年轻客群
对这家购物中心的关注度似乎并不
高。北京城乡购物中心的服饰品牌主
要还是面向中老年消费者，各楼层陈
列的男女服装款式的设计风格偏老龄
化，且多数品牌知名度不高。

即使是在周末时段，北京城乡购
物中心客流依旧稀少，记者仅在其负
一楼的综超内看到零星人群穿梭，超
市两侧的“老字号”糕点也鲜少有年
轻人问津，很多预包装食品的日期停
留在半年前。

对此，公司方面回复称：“未来将
考虑在疫情防控允许范围内，引用

‘夜经济’的活动模式来吸引客流,购物
中心内部优化目前也正在计划中。”

据北京城乡披露，公司商业企业面

临卖场空置增加的风险。为稳定商户
经营，公司降低部分商务条件，未来毛
利水平有下降的风险。

北京城乡 2021年上半年的主要
营收来自于商品销售与租赁收入，营
收占比七成以上，酒店、旅游收入占
比不到一成，这也意味着，北京城乡
如果卖场空置现象加剧，未来业绩将
会持续亏损。

“北京城乡的业绩持续下滑不可
避免。”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
委员赖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北京城乡在转型过程中
是滞后的，目前它的主流业态仍然是
百货，虽然有餐饮、超市其他业态的
补充，但缺乏吸引消费者的核心价
值。北京城乡要转型就必须进行彻
底、全面的规划，做一种新型的、时尚
的消费中心，这才是其根本出路。”

业绩连年下行
股价近3年增长两倍多

据同花顺 iFinD 显示，2021 年上
半年，一般零售业（申万二级刨除超
市）共 39家上市公司中，九成的百货
零售企业上半年盈利，仅*ST大集、*
ST商城、北京城乡、南宁百货 4家公
司归母净利润持续亏损，其中北京城
乡亏损1953万元，排名第三。

数据显示，自2015年至2020年，北京
城乡归母净利润持续呈下滑趋势，其归母
净利润同比变化幅度分别为-17.90%、
-1.06%、-52.27%、-75.54%、-852.26%。

尽管北京城乡业绩下行、转型滞
后，但是，该公司股价却走势强劲。
截至 9 月 6 日收盘，北京城乡报收
20.43元/股，市值64.72亿元。与业绩
大幅下滑的 2018年股价 6.05元/股的
低位相比，北京城乡的股票涨幅达
237.69%，而同时期内，商业百货板块
的涨幅仅为34.40%。

近年来，鲜有券商研报涉及北京城
乡，最新的研报日期停留在 2017年。
但公司筹码却出现集中现象。数据显
示，该股股东户数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截至2021年6月30日，北京城乡A股
股东户数为15376户，较2021年3月31
日，减少409户，降幅为2.59%，较2015
年末26191户股东数减少41.29%。

北京城乡购物中心
Z世代消费群体缺失 转型须全面规划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中秋节临近，白酒市场步入销售
旺季。9月5日，《证券日报》记者走访
北京多家商超发现，货架上各类白酒
品牌应有尽有，包装精美的礼品酒在
销售活动专区格外引人注目，汾酒、
牛栏山、二锅头 ...... 品牌多种多样，

“满 500元立减 100元”的价格优惠，
也让白酒销售区的节日氛围十足。

上半年白酒上市公司交出一份
不错的成绩单。据同花顺 iFind数据
统计，今年上半年，A股 19家白酒上
市公司中，17 家营业总收入呈正增
长，2 家负增长；14 家净利润呈正增
长，3家负增长。

尽管白酒业整体发展不错，但两
极分化的现象却日益加剧。

“整个白酒业的发展趋势是强者
恒强，弱者恒弱。”四川凤求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肖竹青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一线品牌格局已经固
化，‘茅五洋泸汾’成为白酒消费的主
要品牌，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更好的社
交属性和消费群体，而更多的一些中
小酒企尤其是区域性酒企可能会逐
步被边缘化，进入一种内卷式的恶性
竞争——价格战。”

记者走访物美、家乐福等商超了
解到，供不应求的飞天茅台酒多摆放
在前台，不售卖，只能预约抢购，但依
旧一瓶难求。而在多数白酒聚集的
售卖专区，100元—500元价格区间的
产品占据“C位”，在不起眼的小角落
则充斥着10元以下以及10元—50元
价位的产品。

“近年来，中国白酒两极分化现
象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一线名酒的

品牌溢价力越来越强，产品毛利率越
来越高，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中小酒
企毛利率越来越低,竞争环境越来越
恶化，市场前景越来越弱。”知趣咨询
经理蔡学飞表示。

同花顺 iFind数据统计显示，上半
年酒鬼酒、舍得酒业、水井坊三家酒企
营收增速大于100%，分别为137.31%、
133.09%、128.44%。净利润方面，酒鬼
酒、舍得酒业、水井坊、山西汾酒净利
润增速均超过100%，其中舍得酒业净
利润增速高达347.94%。

记者梳理白酒上市公司半年报
发现，实现营收、净利润高增长的上
市酒企中，高端产品销量趋势向好、
产品渗透力提升，成为酒企业绩贡献
的主力。

德邦证券发表的研报显示，在居
民可支配收入提升以及供需紧平衡
的双重作用下，预计到 2025年，我国
高端白酒市场总规模达 3000亿元以
上，有 1500亿元扩容空间；总销量有
望达到12万吨，有4.5万吨扩容空间。

大酒企竞相抢占高端、蚕食利润
之时，低端白酒市场的小酒企的日子
愈显艰难。中报数据显示，19家白酒
上市企业中，2家“垫底”的酒企上半
年营收、净利润均同比下滑，其中一
家净利润下滑幅度高达 500%，另一
家“增收不增利”，净利润为负增长。

“中小酒企以中低端产品结构为
主，本身盈利能力偏弱，产品品牌力
也缺乏，通常要依靠渠道促销来完成
销售。当前，传统渠道萎缩严重，加
上一线名酒品牌开始实施大面积的
渠道下沉，多重因素导致小酒企毛利
率下降、生存空间变窄。”蔡学飞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白酒业两极分化加剧：

大酒企逐鹿高端 小酒企渐被边缘化

本报9月1日刊登的《法院近日
裁定龙强投资表决票无效 世龙实
业股东大会决议或反转 面临再次
更正》一文中表述的吴菁律师“她已
于8月30日陪同法院工作人员将上
述最新的《民事裁定书》送达至世龙

实业。”与事实有出入，吴菁律师并
没有陪同而是乐平法院工作人员自
行前往送达的文书，特此更正。

《证券日报》编辑部
2021年9月7日

更 正

百货业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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