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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优鲜极速达业务关闭，平台称因前置仓业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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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每日优鲜破产，大部分员工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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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优鲜美股盘前跳水跌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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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优鲜回应解散：由于业务调整，部分员工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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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优鲜北京总部人去楼空：保安称明天不用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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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优鲜解散 922名员工组团走上维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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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优鲜徐正回应“跑路”传闻：我一直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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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优鲜员工已在申请劳动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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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每日优鲜正式宣布无法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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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优鲜否认“资金断链”：虚假消息 不要上当 一起了解更多3C前沿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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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模式不对？
战略失误？
管理问题？

在业界密切关注每日优鲜会如

何解决用户、员工、供应商应付问题

的同时，也在深刻反思这么一家曾

经的资本宠儿是如何落得今天的收

场，而其中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就是

前置仓模式的对与错。

资深电商专家、投资人李成东

梳理此案例时认为，直接原因是互

联网监管后不再有风险资本看好生

鲜赛道，导致在二级市场不被看好，

无法继续增发融资维持亏损模式。

到达临界点后被银行锁了资金，不

向上游供应商付款，导致供应商断

货，又导致消费订单持续下降、营业

收入下滑，现金流进一步恶化。而

根本原因则在于，行业长期的恶性

竞争、价格战，导致企业长期亏损，

亏损总额超过了融资总额。

具体到前置仓模式，李成东认

为，这个模式能不能跑通，需要一个

订单平衡点。比如说一个站点需要

1000 单，但随着叮咚买菜、盒马鲜

生、美团买菜等玩家以及传统商超

转做线上加入，稀释了订单，每日优

鲜主打的“30分钟极速达”用户心智

优势就没有了，模型就被破坏掉了。

网经社特约研究员、百联咨询

创始人庄帅更认为，每日优鲜走到

今天的内因正是战略不清楚，没有

专注前置仓（投入有限的资金去做

无人货架货柜、菜市场改造、开放平

台等）所致，“并且在前置仓模式没

有印证是否适合全国市场就大肆扩

张。前置仓显然更适合一二线城市

的用户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每日

优鲜有太多位于低线城市的前置

仓，在订单数据未能规模增长的情

况下，没有及时止损关仓撤城导致

持续亏损。”

也有不少评论谈到了“人”的因

素，李成东表示，据他和机构投资人

沟通，从一开始融资到 IPO，都没怎

么退出，总的来说还是看好每日优

鲜，说到徐正的话，相对而言，“叮咚

买菜创始人是军人出身，做事专注，

执行力强，成本控制比每日优鲜做

得好。”

还有知情人士称，早在一年多

之前已发现其内部存在严重的管

理问题，不但各部门山头林立，而

且不同级别的人都在薅公司的羊

毛，刷单、虚报预算，把公司的钱装

进自己的口袋。战略失误、成本控

制、管理问题日积月累，当资金链

断裂的导火线被点燃，就让每日优

鲜彻底出局。

模式不对？战略失误？管理问题？

每日优鲜踏上“穷途”末路

每日优鲜日K线图（20220403-20220801）

本报 7月 28日曾报道，生
鲜电商“每日优鲜”当日早上意
外传出“全国关闭 30分钟极速
达业务”的消息，到了下午再传
内部突发通知员工公司已破产，
即时原地解散。每日优鲜公司
公关人士当时回应本报记者称，

“在实现盈利的大目标下，公司
对业务及组织进行调整。次日
达、智慧菜场、零售云等业务不
受影响。由于业务调整，部分员
工离职，公司目前正积极寻求一
切可能的方案，最大限度保障员
工权益。”

在此之后，到昨日截稿时
止，每日优鲜的状况还在进一步
恶化：原本商谈的山西东辉集团
战略投资款没有如期到账；超过
900名员工正维权讨薪；北京、
上海、成都等多城居民发现在官
方小程序和APP下单时显示“在
当前地址下无货”；一些供应商
也在联合起来追讨欠款，总欠款
金额据说超过 6500万元；7月
29日，公司创始人之一徐正回
复媒体称自己以及公司所有的
高管都在北京。

8月1日，市场再传每日优
鲜发通知称“无法正常经营，资
金断链”，公司随即否认，但没有
提及遭遇损失的消费者、员工、
供应商将如何处理。

截至发稿时，每日优鲜盘前
股价报 0.108美元，市值缩水
至不足2400万美元，与峰值相
比暴跌99%。

2014 年，联想中国区最年轻的事业

部总经理徐正选择辞职，创办了每日优

鲜。根据此前负责联想农业项目的经

验，徐正以一手打造的“城市分选中心+
社区前置仓”模式杀入生鲜电商这个让

巨头纷纷落马的赛道，而该模式的关键

在于提前将生鲜货物从大仓转入位于市

内社区附近的小仓内，致力于在最快时

间内将货物配送给消费者。

2015年 5月，前置仓模式正式推行，

每日优鲜推出了2小时极速达业务，随着

仓库数量增多，配送时间还在不断缩减，

2小时、1小时……最后，每日优鲜打出了

“30分钟极速达”的口号。

极速配送承诺的兑现，以及当时融

资的顺利，让每日优鲜短短两三年间快

速完成了全品类的精选生鲜布局，在 20
个城市建立冷链物流体系。2018 年，每

日优鲜在生鲜电商行业的用户规模已经

占据行业半壁江山。

经历 10轮融资后，每日优鲜 2021年

6月在美国敲钟上市，成为“生鲜电商第

一股”，不过上市首日即遭破发，之后股

价持续低迷，更因股价长期低于1美元收

到纳斯达克警告。截至 7月 29日美股收

盘，每日优鲜股价已跌至 0.100 美元，与

峰值相比暴跌99%。

根据财报，2018年至2020年，每日优

鲜分别净亏损 22.32 亿元、29.09 亿元、

16.49亿元，加上 2021年未披露的亏损数

据，有机构预测，每日优鲜 4年累计亏损

或超过100亿元。

有供应商近日透露，从去年底开

始，每日优鲜开始出现拖延付款一到两

个月的现象。今年 7月上旬，亦即“原地

解散”消息传出前两周，天眼查平台的

信息变更提示，包括每日优鲜便利购

CEO 李漾，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徐

正，联合创始人、总裁曾斌等退出主要

人员行列，联合创始人曾斌卸任法定代

表人、董事长，新增孙玉英为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经理。

为此，有部分供应商称徐正、曾斌等

等退出是“早有预谋”，其目的在于逃避

据称已累积至20亿元的欠款偿还责任。

7月28日之后，受害人群又增加了欠

薪的员工和购买了充值卡又未用完的消

费者。

最新消息显示，徐正向媒体否认跑路

传言，称一直在寻找新的融资，也在试图

寻找买家，努力寻找出路。融资失败的

话，不排除走破产流程。每日优鲜也并不

是一无所有，其实还有价值两亿元的菜场

经营权、零售云的客户等核心资产。

■新快报记者 郑志辉

上市首日即遭破发

损失惨重的不止投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