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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车企是否高枕无忧？

天眼查显示，曹操出行成立
于2015年 5月，是吉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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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次融资以前，曾于2018年 1月完
成了10亿元A轮融资。

据极光大数据《2021 年 Q1
移动互联网行业数据研究报告》
显示，曹操出行 MAU 达 567.9
万，同比大增近 140%。另据公
开报道，其目前注册用户已超
6000万，7月月活用户破千万。

按照曹操出行在融资当天公
布的N3战略，其将联动吉利汽车
集团，加大换电为主的网约车定
制车型研发和投放，推进全国换
电网络建设，打造集新能源科技、
车联网、智能驾驶等前沿技术领
域的一体化共享出行新生态。

“背靠车企”是曹操出行的
典型特点。有观点认为，此次其
能成功融资，离不开吉利的帮
助。但背靠车企是否就能高枕
无忧，业界观点各不相同。

“有车企背景的网约车平台
有 T3 出行、享道出行、首汽约
车、如祺出行、曹操出行等。”网
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
务电商分析师陈礼腾接受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车企背
景的平台在资金与车辆资源有
优势，但在运营管理思维上或不

如互联网出行平台。
“车企做网约车，优势也不

见得有多明显。”艾媒咨询CEO
张毅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汽车
主机厂生产成本高、回报周期
长，随时可能面临亏损，过去车
企布局网约车，主要是将滞销车
辆投入到网约车品牌当中去。
从目前来看，很多车企卖不好的
车，都会通过租赁平台租给网约
车平台。此外，车企大部分具有
国企或大型外企背景，决策流程
偏慢，这对于要适应网约车行业
激烈、灵活的竞争不见得是件轻
松的事情。

滴滴“暂停”资本捕
捉空窗期

天眼查显示，哈啰出行成立
于 2016 年 3 月，此前经历过 17
轮融资，背后的投资方集结了蚂
蚁集团、GGV、成为资本、复星集
团、春华资本等机构。今年 3月
的融资中，还首次获得宁德时代
的加持。

今年4月24日，哈啰出行提
交申请书,拟在纳斯达克申请上
市。不过，7 月 28 日，又撤回赴
美 IPO申请，并表示后续将根据
国家监管要求和资本市场环境，
适时推进IPO事宜。

曹操出行宣布完成 38 亿元
融资之后，紧接着就有知情人士
透露哈啰出行正接近完成新一
轮融资。这意味着滴滴按下“暂

停键”后，资本也敏感地捕捉到
出行市场的“空窗期”，纷纷出手
抢占份额。

陈礼腾表示，此次哈啰出行
融资应是在取消上市后，改道向
一级市场进行融资。

其他网约车加速抢份额

交通运输部网约车监管信
息交互平台发布的7月份网约车
行业运行基本情况显示，截至 7
月31日，全国共有241家网约车
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
许可。目前，市场上数百家移动
出行平台，实际上已经形成以滴
滴出行为“一超”，T3出行、曹操
出行、首汽约车、享道出行、嘀嗒
出行、哈啰出行等为“多强”，数
百家中小平台“百花齐放”的行
业格局。

而随着滴滴按下暂停键，其
他的网约车平台纷纷加速“攻城
略地”，掀起各种广告、补贴大
战。如哈啰出行打车除了此前
上线的广东 9城外，近期也在深
圳、成都、杭州、厦门、沈阳等全
国19个城市陆续上线。

张毅认为，接下来曹操会在
加大市场布局、优化自身竞争力
等方面发力。但能否借此次融
资抢占更大份额仍存疑，“因为
这点钱对于铺向全国市场来讲
也是‘小钱’。”张毅说。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交通
运输部等五部门就肆意营销、恶
性竞争、非法营运等问题约谈包
括曹操出行、T3出行、美团出行
等 11 家网约车平台。陈礼腾
称，不合规主要表现在夸张的广
告投放、用户补贴、恶性竞争、非
法营运等，这其实是平台急功近
利的结果。面对市场空窗期，还
是建议各平台合法合规发展，盲
目扩张易留下隐患。

业内人士认为，网约车市场
竞争进入下半场，由增量竞争转
向存量竞争，优质运力和完善的
管理体系将成为未来行业的长
线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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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经济”红利退烧
小小家电不香了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发布的中国家电市场报告显示，
2021 年上半年，传统小家电量额齐
跌，尚处于成长期的空气炸锅等小
家电销量上涨，但涨幅同比缩小。
而在2020年上半年，尽管受疫情冲
击明显，但是各类小家电受“宅经

济”带动，销量逆势大涨。
奥维云网公布的数据则更为直观：

2021 年上半年，国内小家电零售额总
计 250.8 亿元，同比下降 8.6%；零售量
1.19亿台，同比下降8.2%。而在去年同
期，小家电全渠道销售量约为1.3亿台，
同比增长 6.5%。其中，线上零售同比
增长25.4%，零售额同比增长12.4%。

从 1.3 亿台到 1.19 亿台，差距似乎
不大，但经历了去年疯狂爆单后，小家
电开始“急刹车”是一个不争事实。

特别是在国内消费市场，随着疫情常

态化，在今年离开了宅经济和海外订单催
化后，小家电创新疲软、同质化严重、价格
恶性竞争，也让消费者对非刚需的小家电
出现了“后悔剁手”和审美疲劳。

特别是单价在 200 元以下的中低
端小家电，除了线上线下销售“不温不
火”，羊城晚报记者在多家二手网站搜
索发现，无论是空气炸锅、电饭盒、早餐
机等厨房小家电，还是电动冲脸器、颈
椎按摩仪、洗脚盆、筋膜枪等美容按摩
类小家电，又或是电动牙刷、电动卷发
机、冲牙器等健康科技类小家电，都有
不少全新的低价转卖。

这些小家电的二手价格从几十元
开始，其中百元以内价格占多数。除了
有厂家清库存外，不少私人卖家甩卖理
由是“单位福利”“亲友赠送但不实用”

“搬家不想带了”“九成新，只试过一次
不需要”等。

互联网时代，风口来得快，
去得也快。

家电分析师刘步尘认为，
不注重研发是国内小家电品牌
最大的问题之一。有些企业看
起来跑得快，但不具备可持续
性，尤其小家电市场存在技术
门槛低、资金门槛低的特点。

天眼查数据显示，仅在去年
三四月份，中国小家电企业注册
量就破万。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超百万家小家电相关企业，其中
大多数集中在广东，超九成企业
注册资金在100万元以内。

同时，去年蜂拥而上的小
家电产业出现了品质短板。质
量把关跟不上扩产速度，实用
性、质量参差不齐，成为小家电

“退烧”的原因之一。

去年以来，在消费者服务
平台“黑猫投诉”上，与小家电
相关的投诉同步上升，主要投
诉点为产品质量差和维修服务
不到位。有网友称小家电堪比

“一次性筷子”，无法维修或不
值得花钱来维修。

不过长期来看，单身群体是
拉动消费升级的主要群体，将促
进小家电行业崛起。民政部的
数据预计，2021年中国单身的
成年人将升至9200万。单身经
济将成为未来重要经济增长点。

东方证券认为，疫情后海外
需求预计将逐步恢复常态，内销
通过针对消费者需求痛点持续
推出新品、加强渠道内容运营，
小家电的自主品牌收入仍有望
在下半年迎来增速拐点。

羊城晚报记者注意到，随着
半年报的出炉，“退烧”的小家电
企业表现也引发市场关注。

例如，被称为“创意小家电第
一股”小熊电器上半年营收同比
下滑，归母净利润更是同比下滑
近五成。

小熊电器从酸奶机起家，产
品包括厨房电器、烹饪用具、婴童
产品、生活电器等，自 2019 年 8
月上市，公司市盈率（TTM）一度
超 64 倍，去年 7 月更是创下了
164.7元／股的历史高点，曾受到
资本热捧。

但今年年初至今，小熊电器
的股价一路走低，截至9月 10日
收报49元/股，已跌去七成，市值
蒸发了100多亿元。

最新出炉的2021年半年报显

示，小熊电器上半年营收为16.34
亿元，同比下滑4.89%；归母净利润
为1.390亿元，同比下滑45.30%。

同时，“重营销轻研发”的小
熊电器在小家电整体环境遇冷
后，并没发挥出销售优势。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其研发投入为
0.6亿元，销售费用则达到2.47亿
元，是研发的4倍。

同样，拥有自主品牌和网红
品牌摩飞在华独家代理权的新宝
股份也增收不增利，今年上半年
是其三年年报中首现利润下跌
——实现营业收入66.44亿元，同
比增长31.69%；实现归母净利润
3.14 亿元，同比下降 27.04%；其
中，二季度单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11.17%；实现归母净利
润却同比下降52.96%。

曹操、哈啰先后迎融资

网约车市场又现资本热？
网约车市场似乎又现资本热。9月 6日，曹操

出行宣布完成B轮融资，金额为38亿元。这不仅
是 2020 年以来网约车企获得的国内最大单笔融
资，也是2021年以来网约车行业唯一的融资，38亿
元的巨资引发了市场震动。但就在3天后，一位接
近投资机构的知情人士向羊城晚报记者透露：哈啰
出行正接近完成新一轮融资，企业估值高于此前。

在当前滴滴系APP全线暂时下架、网约车竞争
白热化的阶段，曹操和哈啰先后迎来融资消息，这
是否意味着出行赛道又将出现资本热潮，融资的公
司又能否抓住空窗期打个翻身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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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家电销售由升转降“急刹车”？

2 相关企业半年报利润下降 3 小家电“大浪淘沙”要淘走谁？

？

图/视觉中国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凝视中国——外国人眼中
的中国（1840 年代至今）》摄影书
展由著名摄影学者顾铮策展。
展览以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进
程为依据，展现了近 200 年的中
国的近现代历史。广州美术学
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在致辞
中指出，“凝视”是非常具有现实
意义的命题。他期待在这个展
览中，不仅仅能看到摄影作品，
还能看到更多的关于历史学、社
会学等丰富的内容。

其中，英国人约翰·汤姆逊
是努力以较为完整的形式呈现
中国的重要的西方摄影家之一，
他的《中国和中国人影像》当仁

不让地成为这一阶段中最重要
的视觉财富；费利斯·比托则因
其记录下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
国土地上 的 战 争 行 为 而 受 到
关注；而长期生活在云南的法
国传教士方苏雅，则以其对于
像 中 国 西 南 地 区 这 样 特 定 区
域的相对深入的观看，为后世
所记取。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正逢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人民
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共产党，
其艰苦奋斗的经历当然受到西
方关心中国命运的各方人士的
关注。展览展出了几本珍贵的
直接聚焦中国革命实践、包含了
大量照片的珍贵图书，其中有埃
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
星照耀中国》）与哈里森·福尔曼
的《红色中国报道》（《北 行 漫
记》）等。

此外，本展览还设置了一
个 特 别 单 元“ 北 京 上 海 双 城
记”，将外国摄影师在不同历史
时期加以特别关注、拍摄制作
的北京与上海这两个城市的摄
影书放在一起，希望让观众看
到对于具有不同特质与历史的
城市，他们是如何探索其特性，
以及在探索中反映摄影的潜能
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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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时代之眼——广
州美术学院藏中华全国木刻协
会作品展》展出的则是一批鲜
为公众所知的近现代木刻作
品 。 这 批 作 品 为 1946 年 至
1949 年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巡
展之作，于2019年由广州美术
学院美术馆和该校图书馆在特
藏文献中爬梳整理所发掘。此
批木刻作品大多带有完整的衬
纸和展览标签，标签包括“抗战
八年木刻展览”“第四届全国木
刻展览会”“全国木刻展览会”

“全国木刻流动展”“广东广雅
中学”等五类。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
副馆长胡斌表示，经初步研究，
这批作品很可能是 1948 年秋
季“第四届全国木刻展”在上海
首展后，组合其他展览作品来
粤巡展，因1949年上半年战事
和 上 海 解 放 而 滞 留 广 州 至
今。在公立美术馆中关于“木
协”作品的系统收藏非常欠
缺，这批来源于不同巡展的原
作，有相对的完整性，对研究
新 兴 木 刻 运 动 在 1945 年 至
1949 年的活动具有极高的历

史与艺术价值。
这是一个关于展览的展

览，这些作品正显示出由抗战
走向新中国之间这个过渡期
艺术思想、主题和风格等方面
的变迁。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华
全国木刻协会（1946-1949 年）
曾组织了“抗战八年木刻展”和
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木刻展”，
展出的作品不仅首次大规模总
结了8年来中国新兴木刻的发
展与成就，并通过新创作的作
品折射出1945-1949年中国过
渡期的方方面面，譬如上海的
社会和经济危机、木刻家赴光
复后的台湾旅行创作、解放战
争、人民艰难的生活和对新世
界的希冀。

今年也是新兴木刻运动
90 周年，这些作品曾一度使
得左翼、革命的文化被进一步
宣传普及并得到广泛认同。
展览主办方期待，对于它们的
重新发掘，能够让观众更深入
地走进那段极具社会意义的
创作和展览的原境，获得更多
构成中国革命美术的基因和
线索。

9 月 6 日，《大字书——陈
平原书展》在广州文理一堂正
式展出。展览展出著名学者、
北大教授陈平原新近书法作品
数十件。展览将持续至9月20
日。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现
为 北 京 大 学 博 雅 讲 席 教 授
（2008—2012 年 任 北 大 中 文 系
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
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
员。

近年来，学人书法愈加受
到文化界重视。陈平原曾在接
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是对以往过分注重技术的风
气的反拨，叩问毛笔书写的旨
趣所在。但他也强调，“舞文弄
墨”乃古来中国读书人的常态，

“写字在我，只是修身养性，不
想争名次”。

与过去相比，本次展览展出
的作品内容为数十则短语，全部
源自陈平原教授过去的重要著
述。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作品
出自《学者的人间情怀》（1991
年）、《世纪末的思考》（1996年）、
《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2000
年）等文章，经作者本人选取其
中关键语句，转化成特立独行的

“大字书”。
这些著述曾引起广泛关

注，其中《学者的人间情怀》初

刊《读书》杂志时曾引起争议，
广受好评，被收入各种选集。
陈平原希望，借助这些多年前
的著述，让后人得以辨析他们
一代学人曾经走过的坎坷道
路：“除了留下自家精神探索的
印记，更希望从一个特定角度
见证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变
迁。”

不做“文抄公”而书写自己
的内心感悟，这是本次展览“大
字书”区别于时下书展的重要
一点。“当下中国，几乎所有书
法展，观赏者都只是望气与品
墨，极少关注人家到底写的是
什么。因为，都是文钞公，要不
唐诗宋词，要不格言警句，大家
烂熟于心，于是只谈技巧，不辨
东西，极少有认真阅读乃至品
鉴书写内容的。”陈平原在展览
引言中表示，“既然都是钞书，
钞诗词不如钞文章，钞古人不
如钞自己，后者起码具陌生感，
有棱有角，不滑不腻，迫使你进
场后须稍为走心。”

据悉，展览期间还将举办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写字”座
谈活动。在陈平原看来，“阅
读”“写作”“书法”三者统一。

“在电脑及网络时代，保持笔墨
纸砚，蕴含着技术与审美，但更
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情怀。
对于读书人来说，‘阅读’、‘写
作’与‘书法’，三者不该完全
分离。”

从摄影凝视中国
以木刻展现时代
——广州美院美术馆两大展览同期启幕

日前，《凝视中国——外国人眼中的中国（1840 年代
至今）》摄影书展及《移动的时代之眼——广州美术学院
藏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作品展》先后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
城美术馆、昌岗校区美术馆拉开帷幕。

前者展出来自影上书房的 101 本摄影书籍，呈现摄
影术发明三个世纪以来，外国人如何观看中国并表现中
国近现代历史；后者展出一批新进发现的中华全国木刻
协会巡展之原作，细致展现中国革命美术的基因和线索。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写字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大字书——陈平原书展》在广州展出

通过摄影作品观看历史

木刻艺术的时代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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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

小家电从去年疫情期间突然爆红，贴合
直播电商线上销售成为“真香”赛道，到今年
逐渐变冷“退烧”，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