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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讯·

暗战“6·18” 品牌商“起义”
60余家品牌连锁企业将进入通州

华联综超出售华联精品：不为止损

北京商报讯（记者 邵蓝洁）通州的商业连锁化、品牌
化进展将大大加快。近日，由市商务委和通州区政府共
同主办的“品牌商业走进副中心”活动在通州区举行。市
商务委组织百货、超市、餐饮、生活服务业等60余家品牌
连锁商业企业参加了活动。活动中，参会企业负责人现
场考察了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和运河商务区，并在通州会
议中心召开了座谈会。

通州区商务委与物美、中粮大悦城、北菜集团等签
订了战略合作意向书，为参与通州商业建设的企业提供
全方位服务。市商务委副主任孙尧指出，通州区要不断
优化商业投资环境，积极展示城市副中心优势，有效提
升副中心整体商业形象， 主动引导相关企业广泛参与，
满足北京城市副中心商业需求，不断提升副中心商业品
牌丰富度和生活性服务业品质。 按照规划，2017年北京
将实施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建设提升1000
个便民商业网点，推动规范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

在引进连锁品牌商业企业的同时，通州也在加快疏
解小商品市场和服装市场等低端业态。今年2月，通州区
政府办公室公布《关于加快推进全区商品交易市场调整
提升工作的实施意见》， 通州将围绕行政副中心功能定
位，全面梳理辖区范围内存量市场底数，逐一排查市场
突出问题，分类提出调整提升措施，力争利用两年左右
时间，通过综合施策提高存量市场规范化、现代化水平，
引领市场完善服务功能，促进市场业态转型，压缩市场
从业人员规模，提高市场综合效益，推进非首都核心功
能疏解与人口疏解取得积极成效。

目前，通州区共有各类市场95家，初步确定将关停
清退49家，升级转型46家。

北京商报讯（记者 邵蓝洁）华联综
超在对外公布出售华联精品100%股权
后，6月19日回复上交所问询函称， 此举
是公司考虑到高级超市业态的未来发展

空间不大，拟将重点发展社区生活超市，
将目标客层集中在普通消费者群体，是
公司经营上的一种调整措施。 今年一季
度， 公司扣非后净利已实现556万元。本
次资产转让交易虽然预计产生收益3.15
亿元， 但公司并没有通过该交易弥补公
司经营性亏损的动机。

华联综超表示， 通过相关网站查询
（数据仅供参考） 显示： 华润万家旗下
Ole’超市品牌，从2004年第一家店开业

至2016年9月，店铺数约35家左右；上海
城市超市有限公司 （CITY SHOP）自成
立至今已有20余年历史， 目前经营15家
门店。可以看出，高级超市的店铺规模拓
展有限。2015年华联综超新开门店25家，
包括3家高级超市，其中北京1家，江苏2
家。2016年公司新开门店18家， 包括4家
高级超市，其中北京2家，江苏2家。虽然
北京地区仍然在开店， 但是这些项目是
前期储备的， 现在并没有其他储备项目
适合开设高级超市。 考虑到高级超市业
态的未来发展空间不大， 本次资产处置
后，公司将重点发展社区生活超市，不再
把高级超市作为重点业态来发展。

根据评估预测，华联精品2017-2022
年的销售额分别为9.2亿元、9.3亿元、9.4
亿元、9.6亿元、9.7亿元、9.8亿元， 对应的
净利润分别为4415万元、4453万元、4589
万元、4754万元、4926万元、5116万元。华
联综超认为， 虽然各年的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稳定增长 ， 但年复合增长率仅为
1.4%和2.99%。

从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方面来看，未
来增长空间有限， 华联精品存量门店增
长空间有限。再加上受商圈的限制，近期
北京地区也没有开设新店计划， 通过开
设新店的增长空间也有限， 对高级连锁
超市业态发展前景的预期合理。

交易对方凯大铂川截止到2016年12
月31日的总资产仅6290.77万元，2016年
实现营业收入1.5万元， 净利润-13.58万
元，2017年1-5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上交
所在问询函中要求对于收购方凯大铂川

的资金来源进行说明，华联综超称，经向
凯大铂川了解，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
自筹资金， 凯大铂川通过增资扩股方式
引进新股东， 可以增加9000万元货币资
金，其他资金缺口通过股东提供借款、银
行借款等方式筹集， 目前正在同有关机
构协商后续资金安排。 凯大铂川资金来
源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

关联方的资金。

北京商报讯（记者 吴文治 实习记者 陈韵哲）6月19
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网站获悉，2017年5月，国家邮政
局和各省（区、市）邮政管理局通过“12305”邮政行业消
费者申诉电话和申诉网站共受理消费者申诉97330件。
其中 ， 涉及快递服务问题的93225件 ， 占总申诉量的
95.8％。

数据显示， 申诉中涉及邮政服务问题的4105件，占
总申诉量的4.2％；涉及快递服务问题的93225件，占总申
诉量的95.8％。 受理的申诉中有效申诉 （确定企业责任
的）为13252件，比上年同期下降0.9％。有效申诉中涉及
邮政服务问题的758件，占有效申诉量的5.7％；涉及快递
服务问题的12494件，占有效申诉量的94.3％。消费者申
诉均依法依规做了调解处理，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72.6万元。

此外，消费者关于邮政服务问题的有效申诉758件，
环比下降26.3％，同比增长8.3％。而消费者申诉邮政服务
的主要问题是投递服务和邮件丢失短少，占申诉总量的
76.4％。

记者注意到，5月消费者对邮政服务申诉的主要问
题与上月相比增长的有收寄服务，环比增长14.8％。与去
年同期相比， 邮政服务主要问题增长的有邮件损毁、投
递服务和邮件丢失短少， 同比分别增长40.5％、28.3％和
5.4％。

5月邮政业消费者申诉97330件

品牌商之于电商平台，是合作伙伴，
也是用户，但双方也会反目。今年的“6·
18”进入尾声，根据京东6月19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在大促期间，京东商城累计下
单金额达1199亿元。 抢眼的战报自然喜
人，但其中也有不和谐的声音。就在6月
18日当天， 在这场年中盛宴还在如火如
荼举办的同时， 服饰品牌裂帛与京东展
开了一场隔空论战， 论战的结果是裂帛
旗舰店退出京东商城。 这背后显露的是
一场电商行业延续已久的商业暗战。

京东裂帛决裂
作为自家的店庆日 ， 京东如期将

“6·18”年中全民狂欢节推向高潮，但也
出现了一些 “口角 ”，当然 ，这可能也在
意料之中。6月18日，微博认证名称为裂
帛公司创始人的汤大风发布声明称，因
6月2日京东锁死裂帛旗舰店包括库存、
价格 、页面等在内的所有功能 ，导致商
铺出现超卖现象，所以裂帛取消了促销
折扣，并申请关闭京东裂帛旗舰店。

北京商报记者于6月18日晚间登录
京东商城发现， 裂帛的产品全部显示为
无货状态；6月19日， 记者再次尝试在京
东商城搜索栏中搜索“裂帛”关键词，已
无法找到相关店铺和产品。 裂帛旗舰店

退出京东商城的消息被证实， 但对于裂
帛的说辞，京东却给出了不同说法。

6月18日，京东女装在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声明称， 在京东女装业务部所组织
的“京东服装‘6·18’全品类跨店满折”活
动中， 众多商家都踊跃报名并通过了资
质审核。然而临近“6·18”大促节点，由于
众所周知的原因， 包括裂帛在内的极个
别商家提出撤出会场、退出活动的要求，
并将其京东旗舰店内的同款产品标价大

幅提高至远超于市场售价。 京东女装认
为， 由于相关的促销活动已经展开了预
热宣传， 裂帛这种行为违反了当初报名
参加活动的承诺， 京东女装业务部要求
品牌方向消费者进行价差补偿， 但裂帛
并不接受这一要求，为此，京东女装部将
关闭裂帛京东旗舰店。

除了裂帛， 乐视也高调指责电商平
台杀鸡取卵式的促销行为。 但是乐视在
不点名指责后， 又特意声明与京东合作
良好，暗指另有其人。

商业暗战延续
此次“6·18”促销所引发的纠纷让京

东与裂帛的关系走向了水火不容的地

步。 有关此后裂帛与京东是否会就此断
绝合作关系， 京东与裂帛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 目前
尚没有最新进展可以公布。

此情此景，让人不禁想起2015年“双
11”前，京东发布声明清退男鞋品牌木林
森的场景。 当时京东在声明中提出，因
“双11”临近，部分国际、国内服饰品牌商
家被某平台施压， 要求品牌商家不得参
与包括京东在内的其他平台的促销活

动，已经上线的活动也需撤掉。最终，京
东在声明中宣布与木林森永不合作。

同样的场景在今年再次重现， 只不
过战场从“双11”换到了“6·18”。6月6日，
包括伊芙丽、lily商务时装、鄂尔多斯等品
牌在官方认证微博中表示，“6·18” 期间
由于京东后台锁定， 商品库存及页面无
法操作， 导致部分商品可能因超卖而出
现无法及时发货等问题。同日下午，舆论
方向出现转折。 针对已经被京东锁定后
台的商家，据商家截图爆料，天猫小二要
求商家：上公告、发微博、下会场，否则将
要惩罚商家，停掉流量。

渠道霸权争夺
表面是京东与某一品牌的舆论纠

纷， 最后仍要归结到京东与天猫的两大
电商平台之间的博弈和零售江湖上的潜

规则。事实上，在京东的发展历程中，遇

到的封杀并不比现在少。遥想2012年，京
东主动掀起价格战，受苏宁、国美等传统
电器零售商联合“围剿”的情景，如今清
退几家鞋服品牌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 ，2013年京东
商城全年交易总额为1255亿元 。 而在
今年的 “6·18”，京东商城在 18天内的
交易额已达到 1199亿元 。 京东集团
2016年交易总额达到6582亿元 。 以当
前京东的体量自然不会因为一两个品

牌商家的退出而受到影响 ， 但不论对
于电商平台还是品牌商家来说 ， 这始
终不是良性发展的态势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零售行业资深

人士表示，相较于早年苏宁、国美等传统
零售渠道盛行时的情况， 在如今的电商
时代， 渠道霸权对品牌商的压迫更为明
显。过去品牌商不参与卖场的促销活动，
只要不供货就可以。但现在，电商平台可
以通过后台操作锁定商家页面， 可以通
过流量控制把控品牌商在全国的线上流

量，夹在两大电商平台之间，品牌商家是
最难受的。

在电商战略分析师李成东看来，阿
里京东打架， 会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品牌
商加速自身的第三方渠道建设， 尤其是
做好微信平台。 北京商报记者 陈克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