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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发
布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格力电器”）起诉被告奥克斯空
调股份有限公司等的公告。根据人
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原告格力电器诉
求法院，判令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奥胜贸易有限公司、尚彬、刘
娟、古汤汤、吴庆壮、黄家柏等七被告
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商业秘密，永久删
除载有原告商业秘密的电子数据，销
毁使用原告商业秘密制造的空调器
产品、模具、技术图纸等载体，并赔偿
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9900万
元。同时，判令奥克斯将8个专利权
转至格力电器名下。

目前，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奥胜贸易有限公司等对该
案管辖权提出异议，但被法院判决
驳回。奥克斯不服该裁定，已递交
上诉状。记者致电格力电器和奥克
斯，但截至发稿双方均未有回复。

据了解，本次七被告中的奥克
斯，其家电事业部副总裁古汤汤曾在
格力电器研发部门任职。在2011年
董明珠接替朱江洪出任格力电器新
一届董事长时，以古汤汤为首的约50
名研发人员被奥克斯高薪挖走。此
后，双方的专利侵权风波就没停过。

2015年，格力电器将奥克斯告上
法庭，指出奥克斯涉嫌侵犯格力电器3
项实用新型专利。最终格力电器胜
诉，奥克斯被判向格力电器赔偿经济
损失230万元。

2017年，格力电器就奥克斯侵
犯公司8个类别的空调产品专利将
其告上法庭。直至2020年5月份，这
场历时近3年的侵犯专利权案才终
于尘埃落定，法院判决奥克斯赔偿
格力电器4000万元，创下了彼时空
调行业专利索赔金额最高纪录。

2018年底，奥克斯购买了东芝空
调的压缩机专利，随即反诉格力电器

侵权。这场专利战旷日持久，甚至打
到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12月份和
2022年8月份，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做出判决，
认定格力电器构成侵权，相关案件赔
偿金额累计总额近2.2亿元。格力电
器和奥克斯均对判决结果不服，向最
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今年4月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纠纷进行开庭
审理，当天庭审持续9小时，近6万人
次在中国庭审公开网线上观看了庭
审直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
庭将对此案择期宣判。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奥克斯牵
涉的诉讼中，12.2%的涉案案由为

“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76.4%的案
件身份为被告。

产经观察家、钉科技创始人丁少
将表示：“格力电器和奥克斯在法律层
面的攻防战，究其源头是两家品牌存
在激烈的竞争关系。白热化的市场竞
争，逐渐演变为在专利、产品、营销、公
关、法律等层面的全方位攻防战，这些
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公司希望在市场上
比对手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

此外，丁少将认为，频繁的攻防
战凸显了整个行业目前正处于存量
市场状态，企业进入挤压式竞争，这
对企业综合能力的考验也会更加严
峻。行业想要良性、理性发展，相关
企业应该注重产品、技术、服务、品
牌、制造等核心能力的提升，同时企
业自律和同行监督也很重要。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卢鼎亮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
时表示，本质上说，格力电器和奥克
斯的纠纷，是公司产品竞争与保护
在法律领域的体现与延伸。

“专利与商业秘密为企业创新发
展提供动力与保障，通过产品研发、
技术更新迭代、专利申请保护、商业
秘密保护等方式，能够进一步鼓励企
业积极投身研发，提升科技含量。因
此，专利以及商业秘密对企业产品竞
争力来讲尤为关键。”卢鼎亮说。

格力再次起诉奥克斯 索赔9900万元

本报记者 冯雨瑶 刘 钊

“价格战”风暴下，身处汽车产业
链下游的4S店日子并不好过。“之前每
月工资能拿一万多元，现在平均每月
到手只有五六千元。”青岛某高端外资
车企4S店相关业务负责人向记者感
慨，现在店里的生意差了许多。

今年上半年汽车行业掀起的价格
战，从燃油车蔓延至新能源车领域。
下半年，这一趋势似乎仍未停止。“汽
车行业的价格内卷，让本就经营艰难
的4S店雪上加霜。”有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

从前期大肆扩店，到现在亏损、关
停直至退网，4S店亟须探寻新的发展
路径。

利润空间大幅压缩

今年年初以来，车企以“价格战”
抢占更多市场份额。记者近日随机走
访北京、青岛、烟台等地的多家4S店。
北京丰台一家美国汽车品牌4S店工作
人员对记者表示，目前，店内燃油车普
遍有几千元至三万元的优惠，且优惠
时间持续至年底，新能源车则没有太
多优惠。

山东烟台一家新能源汽车4S店的
销售人员刘女士向记者介绍，由于汽
车厂商降价，4S店的多数车型也只能
跟着降价。“有的车型一款就降了3万
多元，利润也跟着受到影响。”

“一些品牌尤其是高端品牌，上半
年压价严重，不少车型价格降了很
多。”青岛某4S店业务负责人向记者
透露。

“汽车生产商为了争夺市场份额，
不断降低新车价格，导致经销商的利
润空间大幅压缩，经营日益艰难。”盘
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以新能源品
牌为主角的新一轮价格战已悄然酝
酿。据了解，包括极氪、特斯拉、吉利、
蔚来、小鹏等在内的多个品牌近期都

直接或间接对旗下车型下调价格。
“在‘价格战’背景下，4S店要尝试

通过多车型展示销售、多元化市场竞
争、增加谈判协商能力等寻求生存发
展模式。”北京市京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卢鼎亮建议。

探索转型方向

曾集汽车销售、维修、配件和信息
服务为一体的4S店，正由当年的红极
一时逐步走向衰落。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有超过1900家汽车经销商关停
退网，2022年这一数字已增至4000家。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
示，4S店逐渐没落有三方面原因：一是
消费者购买方式发生了转变；二是4S
店的服务体系等未能及时跟上市场变
化；三是店面租金、工资等成本也对其
经营形成了一定压力。

“现在很多人买车都是从网络上
了解汽车的具体情况，4S店的优势正

在减弱。”一位在4S店内挑选汽车的消
费者说，一些有关车的专业知识、产品
性能可以很清楚地从网络端获得，相
比之下，销售人员的专业讲解变得不
那么重要。

今 年 6 月 底 ，昔 日 的“4S 店 之
王”——*ST庞大退市，也为4S店转变
商业模式敲响了警钟，从一路扩张至
1400多家门店，到一年亏损14.03亿
元，*ST庞大从侧面折射出汽车流通
业的兴衰更替。

业内认为，在新能源、智能网联等
趋势下，汽车产业正经历大变革，与之
相关的经销商也需紧跟市场变化，加
速转型升级。

积极拥抱新能源是行业的一大发
展方向。有关专家称，中国汽车市场
正面临供给转型期，中资造车新势力
重启4S门店模式是多方共赢的必然选
择，转型后的新能源汽车4S店有望在
新格局下迸发新活力。

跟随上游产业变化，汽车流通行

业已涌现新的趋势。例如，和谐汽车
已拿到理想、蔚来、小鹏、广汽埃安、岚
图等品牌的授权；永达汽车在2022年
自建新开业36家品牌网点，其中包括
23家独立新能源品牌等。

广汇汽车在公开互动平台上表
示，公司一方面通过与多家新能源主
机厂的合作，在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售
后服务与运营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另一方面持续对各区域资产、门店
和商圈资源进行全面梳理，为各新能
源品牌授权落地提供了多重保障。

“对于4S店来说，转型的方向主要
有两个：一是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售后
服务，提供更好的购车体验和维修保
养服务，增加消费者满意度。二是拓
展多元化业务，除了销售汽车外，还可
以提供汽车金融、二手车交易、汽车配
件销售等服务，增加收入来源。”柏文
喜表示，同时，4S店也需要积极探索线
上销售渠道，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以
适应消费者购车方式的变化。

汽车4S店遭遇“价格战”风暴
利润空间压缩 需开辟新的营收渠道

本报记者 贺 俊 见习记者 梁傲男

近日，58集团CEO姚劲波发布全
员信称，对于集团所有业务，今年在
城市层面盈利是最低要求，年内不
能实现盈利的一定不留，将百分之
百砍掉，所有业务要早日实现全口
径的盈利。

就此次变革背后的考量、未来
是否会对盈利业务加大投入等问
题，记者通过公开电话多次联系58
集团，但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复。

创新方舟投资总监杨光表示，
随着互联网公司规模红利日渐减
弱，部分企业会选择通过减少人员
规模来保持经营稳定性。

之所以如此变革，是因为“年后
58集团的业绩及业务发展上不及预
期”。姚劲波表示，不好的业务要收
缩，该关停并转要关停并转，今年的
目标是实现12个业务基本盈利。

此次砍掉未盈利业务，折射出
58集团面临的压力。透镜咨询创始
人况玉清表示，在当前的市场大环
境下，企业该做减法的时候果断做
减法是明智之举。

事实上，这并不是58集团首次
卷入“裁员风波”。今年5月份，多名
认证为58同城员工的用户在社交平

台表示，公司正进行大规模裁员，涉
及部门包括房产、招聘、二手车等，
裁员比例高达30%至50%。彼时，58
方面表示，会根据市场变化和业务
发展进行合理的人员调整。

2013年10月份，58同城于纽交所
挂 牌 上 市 ，上 市 首 日 股 价 大 涨
41.88%。但据财报显示，2015年至
2019年，58同城营收增速分别为
185.11%、69.54%、32.62%、30.48%和
18.56%，呈现持续下跌态势。2020年
9月份，58同城自美股私有化退市。

彼时，姚劲波表示，退市后，对
公司组织结构做了升级，从横向分
类信息平台变成了三五个垂直产业
互联网的平台，使其有独立的管理
团队、能够独立走向资本市场，深深
扎根每一个产业。

此后，58集团旗下房产、速运等
业务先后开启IPO之路。然而近三
年时间，仅速运业务快狗打车在港
交所成功上市，发行价为21.5港元/
股，总市值超135亿港元。2022年，
快狗打车实现营收7.73亿元，同比
增长17%；年内经调整亏损净额2.29
亿元，同比收窄17.5%。但截至7月
18日收盘，快狗打车股价仅为1.19
港元/股，市值7.46亿港元，市值蒸发
近95%。

58集团将裁掉不赚钱板块

本报记者 龚梦泽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一期产销
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国内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256.1万辆和262.2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2.5%和4.8%。而在愈发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岚图汽车交出了6月份销
量3007辆，同比增长150%，连续4个月
销量超3000辆的答卷。

产品价值在市场终端得到认可的
同时，岚图汽车也在金融市场寻求突
破。日前，岚图汽车CFO沈军在接受

《证券日报》采访时表示，公司完成A轮
融资后，接下来还会有B轮和 IPO规
划。只要销量达成1万辆，马上就启动
IPO计划，预计将有300多名核心员工
持股。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
车消费市场，在此背景下，打造自主高

端品牌成为相关车企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的转型策略下，岚图汽车应运而

生。依靠东风汽车的支持，岚图从2020
年7月份品牌发布到2021年6月份首款
产品岚图FREE上市，仅用了不到一年
的时间。

关键技术方面，岚图汽车坚持自主
研发关键核心技术，目前形成了以ESSA
原生智能电动架构、中央集中式SOA电
子电气架构、800V快充等创新技术。
凭借多技术路线布局，岚图汽车开发了
氢动力、固态电池、异步电机、轮毂电机
等技术。

在制造端，完整的生产制造体系也
为公司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强大助力。
岚图汽车制造工厂相关负责人表示，新
工厂能够同时满足轿车、MPV（多用途
汽车）、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等5种
车型的共线随机混流生产。

今年7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第
2000万辆下线活动在广州举行。2000
万辆这一数字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
已迈入规模化、全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在此机遇下，中国车企打造高端
品牌的时机已经到来。

乘联会数据显示，国内40万元以上
新车消费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经
从 2017 年 的 1.2% 提 升 至 2023 年 的
3.4%；在20万元至30万元消费区间，这
一数据则从8.5%提升至17.5%。

在岚图汽车看来，致力于引入更多
的新科技智能技术，并采取简化却高价
值的产品配置策略，有利于公司从一开
始就打造长期可持续的竞争力，从而在
电动汽车市场中赢得更多的用户和市
场份额。

销量数据显示，2023年6月份，岚图
汽车共交付3007辆新车。2023年1月份

至6月份，岚图汽车累计销量15212辆，
证明岚图的品牌力、产品力、技术力和
服务能力得到了越来越多用户的认可。

在调动优势资源方面，岚图近年来
可谓鼓点密集。2022年11月份，岚图获
45.5亿元首轮融资；今年6月份，岚图汽
车又获得多家银行授信150亿元。“我们
进来很多投资人，想要尽快地实现IPO，
只要销量达成，我们马上就启动IPO计
划。今年9月份要冲击月销5000辆，如
果成功，下一步月销能够到1万辆，我觉
得就具备这个条件了。”沈军说。

对此，中国乘用车产业联盟秘书长
张秀阳认为，国产高端新能源车品牌正
在通过新科技、智能技术创新和品牌价
值提升等逐步壮大竞争力，不仅能为消
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出行选择，还将为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化发展提供新
的指引方向。

岚图汽车6月份销量同比增150%
自称将启动IPO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