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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商：共享信息提升效率 成为扩大

内需、拓展消费的重要力量

电商或者说电子商务对于当代消费者来

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概念。动动手指头，货物

自然来，电商的魔法是如此的神奇。

从概念上来说，电子商务一词源自Elec⁃
tronic Business，就是通过电子手段进行的商

业事务活动。通过使用互联网等电子工具，

使公司内部、供应商、客户和合作伙伴之间，

利用电子业务共享信息，实现企业间业务流

程的电子化，配合企业内部的电子化生产管

理系统，提高企业的生产、库存、流通和资金

等各个环节的效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 43.83 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

算，比上年增长3.5%。

其中，网络零售继续保持增长，成为扩大

内需、拓展消费的重要力量。截至 2022年 12
月份，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8.45 亿，较

2021 年 12 月份增长 319 万，占网民整体的

79.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

网上零售额达 13.79 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

算，比上年增长 4.0%。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1.96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6.2%，占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的 比 重 为

27.2%。

从地域分布来看，网络零售额占比排名

前十位省份为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江苏、

福建、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网络零售额合

计占全国比重为86.91%。

天眼查数据显示，现存电商相关企业

1900 万余家；2023 年 1 月份-10 月份新增注

册企业 683.1 万余家，与 2022 年同比上涨

82.8%；

从地域分布来看，广东、福建以及海南，

三地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前列，分别拥有 279.7
万余家、197.1万余家以及181.4万余家；

从成立时间来看，50.4%的相关企业成立

于 1-5 年内，成立于 1 年内的相关企业占比

39.9%；

二、电商：凭一己之力 改变万千行业

电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产生的一种

销售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商的出现带

来了销售行业的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彻底的

颠覆了传统的商品线下销售模式，极大方便

了老百姓足不出户的商品购买选择，但影响

远不止于此，对于电子支付、供应链以及数字

化技术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零售端：改变消费者的购买方式和习

惯。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变了消费者的购买方

式和习惯，消费者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轻

松地浏览和购买商品，实现无缝购物，同时还

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促销优惠和消费保障。电

子商务平台的出现也解决了传统零售业存在

的很多问题，比如传统零售业经营的时间和

空间限制，以及服务质量和购物体验的不稳

定等。电子商务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购物体

验，是消费者更加愿意接受的购物方式。

支付端：实现网上购物与实时支付的关

键所在。随着电子商务活动的出现，传统的

支付方式因过程复杂、时空受限、现金携带不

便等缺陷需要受到各方诟病，与此同时，相较

于传统支付凸显方便、快捷、经济、高效特点

的基于数字化和网络化的电子支付方式开始

出现并受到市场的热捧。电子支付适应电子

商务活动的需要而出现并不断推陈出新，在

电子商务活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电子支付是电子商务发展中资金流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网上购物与实时支付

的关键所在，电子支付方式的广泛运用，为电

子商务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

市场，对加速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供应链端：实现供应链重组与业务流程

的协同。随着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技术的发

展，连接买卖双方的交易市场的出现，传统的

供应链运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过

去关键产品或服务需要依赖于少数甚至单一

供应商的传统运作模式不同，借助电子商务

市场，一家公司可以通过竞标，从数百家供应

商中选择合适的产品或服务，合理配置生产

能力，广泛利用网络虚拟资源，快速、动态地

进行供应链的重组和业务流程的协同。因

此，在整个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的基础上，进

一步构建了同步电子供应链运作模式。

数字化端：实现精准营销和定制化服务，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数字化转型使得电

商企业能够更好地管理和分析数据。随着客

户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分析，企业可以更好地

了解客户需求和行为，进而针对性地制定营

销策略，提高客户满意度。数据的分析还能

够帮助电商企业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和挑战，

从而调整经营策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另

外，数字化转型使得电商企业的客户体验更

加个性化和精细化。通过数字技术，电商企

业可以实现对客户的精准营销和定制化服

务，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例如，利用数据

分析，企业可以了解客户的购买历史和偏好，

进而提供更加精准的产品推荐和购物体验，

从而增加客户忠诚度和转化率。

三、2023“双11”：回归初心 回归“低价”

从2009年到2023年，“双11”已经走过15
个年头。“双 11”不过是调侃“光棍节”的一句

玩笑话，却被阿里巴巴抓住了“契机”，实现了

造物节的一个力作——“双 11”购物狂欢节。

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却对电商发展以至于零

售，消费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

是京东的“618”，亦或是拼多多的社交电商，

抖音、快手的直播电商，甚至是跨境电商的兴

起，电商行业在“内卷”之下也开始了乱斗模

式，但“双11”还是那个独特的存在，仍然是开

启电商新篇章的“始作俑者”。

对于 2023年的“双 11”，多家平台喊出了

“低价”的口号，表示要回归“初心”。“低价”在

本质上就是“降价”，从来都是市场竞争中的

利器。“双11”在最初的市场启蒙阶段，电商企

业就靠让利促销吸引消费者，但此后很长一

段时间，电商都在力图摆脱单纯的低价驱动，

而是通过提升服务和消费体验来吸引消费者

参与。但时移势易，当内需不振成为“双 11”
需要面对的主要矛盾，“回归低价”自然也变

得顺理成章。

从目前已发布的消费数据来看，食品、消

费电子以及美妆，仍然是“双 11”消费的排头

兵。特别是国货美妆，点燃了消费者的热情，

销量屡创新高。作为新兴消费行业，户外运

动类的产品也是受到多方关注，摩托车、公路

自行车、自行车码表及配件增幅惊人，骑行、

滑雪、户外鞋服也是创新高，一系列数据彰显

出消费市场韧性与活力。

四、投融资分析：北京、上海以及广东 三

地融资事件数量位居前列

电商，从一名“无名小辈”成长为一棵“参

天大树”，风险资本带来的“甘露”滋养了产业

的发展。如今的电商产业已经衍生出兴趣电

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以及跨境电商等多领

域，多形态的产业模式，产业垂直领域也是不

断在丰富发展，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生态体系。

据天眼查不完全统计，自2021年以来，电

商行业合计发生融资事件57起。电商已是发

展相对成熟的行业，现在融资事件所涉及的

领域多以垂直领域为主。

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上海以及广东，

三地融资事件数量位居前列，分别拥有 14
起、11 起以及 10 起；浙江紧随其后有 9 起融

资事件。

从融资事件的行业分布来看，与“电商”

直接相关的融资事件数量较多，诸如：综合电

商有 8 起，电商解决方案以及跨境电商有 6
起，二手电商也有4起融资事件。

从被投企业的地域分布明显可以看出，

作为初创型企业需要较好的基础设施资源，

比如：物流、人才、资金等支持；另外，同样

也需要一个广袤的市场，拥有完整的供应链

资源。

从轮次分布来看，天使轮、战略融资以及

B轮，相关轮次被投企业数量位居前列，分别

有10起、9起以及8起。除此之外，D轮以及F
轮也有2起、1起融资事件。

从轮次分布可看到，电商行业已发展较

为成熟，融资事件的轮次分布较为均衡，走到

“中后期”的企业数量较科技行业的数量有所

增加。

从投资机构来看，FOXZZ INVESTMENT、

洪泰基金以及经纬创投，三家机构“出手”次

数较多，分别有3起投资。

FOXZZ INVESTMENT，从名字来看，相

对较为陌生。“出生地”为新加坡，其主要

投资于互联网、移动、金融科技等领域的

初创企业或成长企业 ，比如 ：滴滴出行、

OYO 旅店、美团点评、喜马拉雅 FM 等知名

企业。

而在众多的机构中，干嘉伟作为个人投

资者出现在一家名叫“易买工品”的投资者名

单中，作为美团点评前COO，始终保持着对互

联网经济的关注。

天眼查研究院认为，技术的不断迭代更

新为电商拓宽销售品类、创新商业模式、优化

网购体验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此同时，回归初

心，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品质化的消

费需求才是发展的“正解”。

(CIS)

天眼新知｜电商乘消费东风而来 促千行百业共享发展新机遇

谢 岚

又有上市公司因为“小作文”被
监管机构问询或警示了。

近日，股价飙升的并行科技收
到北交所问询函，问询函中提及市
场近日流传并行科技董事长兼总经
理陈健在微信平台发布信息称，该
公司“算力服务已经上线 10000 张
A800/A100 卡，今年另有 12000 张
H800卡在逐步上线中”。北交所要
求并行科技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

随后，凯众股份收到了上交所下
发的《关于对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
示的决定》。根据该文件，10月11日、
10月13日，该公司在上证e互动回复
投资者提问称，“公司是华为汽车主
要合作伙伴赛力斯、江淮和奇瑞的核
心供应商”“在奇瑞智界车型上，凯众
股份供货减震产品和踏板产品”。

但最终，凯众股份澄清，公司只
是二级供应商，对赛力斯供货缓冲
块产品，2023年上半年仅销售60万
元左右，占公司2023年上半年营收
0.8%，预计对公司2023年营收影响
极小。此外，公司对奇瑞的供货尚
未产生销售额。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社交
媒体兴盛，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互动
日渐频繁，时不时可见一些上市公
司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微信公众号
等发布各种“小作文”。

应该说，“小作文”作为载体本
身无罪。沪深两大交易所推出“上
证e互动”和“互动易”这两个投资者
互动平台，初衷是鼓励上市公司通
过互动平台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自愿性信息
发布，作为上市公司法定信息披露
的有益补充。

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的重要特
征，是上市公司保持高透明度。上
市公司与投资者及时充分的沟通与
交流，一方面能够降低投资者信息

不对称风险，提升股票流动性，另一
方面可以增加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
度，提高公司的声誉和商誉，提升公
司的价值。所以“小作文”写得好，
写得合法合规，对于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工作和投资者关系管理而言，
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但反过来说，上市公司写“小作
文”，也要守好信息披露的“基本法
则”，也就是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及时性、公平披露五大原则。当
前，不少上市公司之所以因为“小作
文”被罚，主要原因就是未能充分意
识到信息披露的严肃性，把投资者
互动平台、社交媒体当做“法外之
地”，随意发表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信
息，试图通过“蹭热点”“炒概念”来
吸引眼球，这是对投资者的不负责，
也是对市场的不尊重。

譬如此次上交所明确提出，凯
众股份“在华为汽车相关概念处于
市场高度关注的时期，公司在e互动
平台发布相关经营合作信息，未充
分完整地揭示相关业务对公司业绩
影响极小等风险，经监管督促后才
予以澄清，相关信息不准确、不完
整，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由此
可见，公司与高管吃下这张“黄牌”，
一点也不冤枉。

至于并行科技，北交所也已要
求公司就相关媒体报道进行核查，
说明董事长是否发布过相关信息。
如是，说明信息发布的时间、场合、
知情人范围等情况，公司前期是否
就相关信息进行披露；同时还要求
对公司及公司董监高近期接受媒体
采访、投资者调研和咨询、路演等情
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
原则的情形，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
露重大事项等事项进行说明。

总之，上市公司及相关负责人
应该常怀敬畏之心，牢牢树立责任
意识、规则意识，严肃对待每一次对
外表述，恪守底线，坚决守好信息披
露这条资本市场“生命线”。

上市公司“小作文”要守好“基本法则”本报记者 刘 钊

11月10日，吉利汽车发布公告称，
极氪智能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极氪”）已于纽约时间11月9日向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开提交了IPO招股
书。招股书显示，极氪计划在纽约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ZK”。

不过，根据公告，极氪IPO还须获得
相关机构批准，以及吉利汽车与极氪作
出最终决定。

发展迅猛

极氪成立于2021年3月份，成立至
今不足三年，但却是继“蔚小理”后，第四
家赴美上市的中国智能汽车科技公司，
甚至有望成为“最快IPO”的造车新势力。

作为极氪控股股东，吉利汽车一直

在积极推动极氪IPO。以至于在极氪刚
刚成立一年时，便传出计划上市的消
息。2022年10月份，吉利方面首次披露
了极氪的分拆上市计划。今年8月25
日，中国证监会曾发布公告，证监会对
极氪境外上市备案信息予以确认。根
据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极氪拟发
行不超过9.26亿股普通股并在美国纽
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从交付数据来看，2022年极氪全年
交付突破7万台，是主流新能源汽车唯一
完成交付目标的品牌。今年10月份，极
氪再次突破历史纪录，达1.31万辆，同比
增长29.2%，环比增长8.5%。截至10月
底，极氪开启交付24个月，共计交付17万
辆。2022年，极氪全年交付超7万辆。

在研发投入方面，2023年上半年极
氪 研 发 投 入 31.8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6.09%，2021年至2023年上半年累计研

发投入达到117.95亿元。
招股书显示，今年上半年，极氪实

现营业收入212.7亿元，同比增长136%；
其中整车销售收入131.75亿元，同比增
长148.75%；净亏损38.71亿元，去年同
期则为30.85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毛
利率方面，2023年上半年极氪整车毛利
率达到12.3%，同比增长7.6%。

极氪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伴随公
司规模效应逐步释放，叠加吉利控股集团
的强大赋能，以及上下游生态与产业链合
作伙伴的助力，极氪有望持续夯实“最具
成长性的全球化汽车科技公司”身位。

估值受关注

此次IPO，极氪拟发行不超过9.26
亿股普通股，计划融资10亿美元（约合
73亿元人民币），并希望获得180亿美元

的估值（约1316亿元人民币）。
轩元资本创始人王荣进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极氪的估值相
对其他的造车新势力而言在合理区间。”

相对于极氪，2018年9月12日，蔚来
汽车在美国纽交所上市，IPO估值约为
64亿美元，募集资金总额约为10亿美
元；2020年7月30日，理想汽车在美国纳
斯达克上市，IPO估值约为88亿美元，募
集资金总额约为10.93亿美元；2020年8
月13日，小鹏汽车在美国纽交所上市，
IPO估值约为86.13亿美元，募集资金总
额约为15亿美元。

中欧协会智能网联汽车秘书长林
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相对于‘蔚小
理’而言，极氪IPO估值并不算高，此外
极氪此次募集资金约10亿美元，低于当
初‘蔚小理’的募资金额，说明极氪的上
市计划较为审慎。”

继“蔚小理”后 极氪拟赴美IPO

本报记者 徐一鸣 见习记者 金婉霞

在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
下简称“进博会”）的医疗器械及医药保
健展区，辉瑞展台颇为吸睛：不仅展台
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还特意安排了充
满中国风的“舞狮点睛”表演。

在本届进博会上，辉瑞集中展示了
其肿瘤、疫苗、抗感染、炎症与免疫、罕见
病、偏头痛等六大领域30余款全球领先
的创新产品以及医疗解决方案。这其
中，有6款创新产品首次在中国亮相。

辉瑞中国区总裁 Jean- Christophe
Pointeau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辉瑞自
1989年进入中国，已扎根中国市场30余
年，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腾飞。
作为一名在中国工作了12年的法国人，我
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

Jean-Christophe Pointeau认为，中
国的医药产业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作为中国健康生
态系统中的一员，辉瑞仍将坚定不移地
深化国际合作，加快引进全球更多高质
量、多元化创新产品和医疗解决方案，

积极助力推进中国医疗健康事业的高
质量发展。

引进来
持续创新为患者服务

去年5月份，辉瑞宣布以116亿美元
收购Biohaven公司（主营偏头痛和精神
分裂症等疾病产品），并于去年10月份
完成了收购。这一收购金额是2022年
以来生物制药领域最大的一次交易。
时隔1年有余，治疗偏头痛的瑞美吉泮
口崩片（Rimegepant)）和Zavegepant两款
产品在进博会上实现了“首秀”。

这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偏头痛药物
本身即是一款为帮助患者获得更高质量
生活而诞生的创新产品；它的“首秀”体现
了辉瑞“在中国，为中国”的理念——据最
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18岁至65岁人
群中，偏头痛的年患病率为9.3%。按此估
算，国内大约有1.3亿名偏头痛患者。

对 于 并 购 本 身 ，Jean- Christophe
Pointeau补充称：“在现金流充裕的情况
下，辉瑞通过交易并购来扩充产品管线，

能够及时保障临床需求，进而能够让更
多患者更快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福
祉。对于医药企业而言，持续进行研发
投入，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也是医药
产业保持市场活力的重要体现。”

展望未来，Jean-Christophe Poin⁃
teau表示：“自1989年以来，辉瑞累计已
为中国市场带来80余款创新产品，惠及
千万中国患者。2023年至2025年，辉瑞
预计在华有17款创新产品和新适应症
的递交和获批。”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药品审评审
批制度改革的政策红利下，新药在中国
的申报注册速度越来越快。这更加坚定
了辉瑞投资中国、服务中国的市场信心。

紧联合
与本土企业密切合作

今年前三季度，辉瑞主营业务收入
442.47亿美元。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
新兴市场占比达21.88%，高于欧洲及世
界其他发达地区。加强与中国本土企
业合作，已成为辉瑞在新兴市场成长壮

大的重要举措。
“如果要变得更强，和本土企业的

合作必不可少。”Jean-Christophe Poin⁃
teau表示，辉瑞将启动“Ignite”项目，与
中国本土制药企业一起推动药物临床
研究，开发突破性的、同类第一的产品。

可以看到，创新药市场正从“泛泛
创新”到“优质创新”阶段。而辉瑞通过
与中国本土制药企业在新技术、新平台
方面进行优势互补，将会更好地满足中
国患者的需要。

辉瑞将目光放在了更广阔区域，以
一系列举措支持县域卫生的高质量发
展。例如，辉瑞支持乳腺癌防治行动计
划；本届进博会期间，辉瑞又携手临床
专家和相关人士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
协助国家“千县工程”项目落地。

Jean-Christophe Pointeau 表示，今
年4月份，辉瑞全球设立到2027年每年为
10亿患者的生活带来改变的宏伟目标。

“在这‘10亿患者’中，中国患者无疑是重
要的一部分。立足新起点，辉瑞将坚持初
心，为助力推动中国医疗高质量发展和

‘健康中国2030’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辉瑞中国区总裁Jean-Christophe Pointeau：

辉瑞和中国市场一起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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