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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文图

京东以5.34亿元入股尚品
宅配、居然之家和红星美凯龙
宣布就数字化等牵手合作、贝
壳找房斥资80亿元收购圣都
家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内，一直相对低调的家居家装
领域动作频频。

记者注意到，数字化转型
是今年行业的关键词。万亿元
市场规模下，一场新的数字化
变革正在酝酿。

头部阵营动作频频

7月6日，贝壳找房宣布将
收购圣都家装100%的股权，总
对价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并根
据包括监管批准在内的惯例交
割条件分阶段推进收购安排。

圣都家装始创于2002年，
总部位于浙江杭州，主营业务
为整装模式的家庭装修服务。
记者了解到，由于按照相关法
律要求，此次交易需要监管部
门审批确认。该交易预计将于
2022年上半年全部完成交割。

根据最新年报，贝壳找房
在 2020 年净利润为 27.78 亿
元。80亿元的收购金额，相当
于其去年净利润的近三倍。

对于大手笔踏入家装领
域，贝壳找房董事长兼CEO彭
永东形容是“翻越第二座山”。

这并非贝壳首次翻山。早
在2015年，链家就与万科联合
成立万链品牌，进军家装市场；
2019年，贝壳推出“被窝”这一
子品牌试水家装领域。

而自今年6月底以来，几
大家居家装龙头已接连吹起向
数字化进军的号角。

6月25日，定制家居上市头
部企业尚品宅配发公告称，股东
达晨系将部分股份转让给北京
京东。同时公司将募资约5.34
亿元引入北京京东作为战略投
资者。转让和发行完成后，京东
将持有尚品宅配5%以上股份。
而北京京东由京东集团100%
控股，实际控制人是刘强东。

另一则颇耐人寻味的消
息，是两大传统家居巨头的罕
见牵手。7月3日，居然之家与
红星美凯龙宣布联姻，表示将
维护家居市场的公平竞争秩
序，杜绝“二选一”；相互开放供
应链品牌资源；抵制低于成本
价的市场倾销行为；共同推进
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等。

据悉，目前双方正逐步完成
所有线下商场的信息化数字化
建设和入驻品牌和经销商的线
上运营阵地建设——商品上线、
营销上线、服务上线、管理上线
等，探索线上线下同城零售模式。

巨头纷纷瞄准数字化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头部

家居家装阵营都把重心放在了
数字化改造上。

彭永东认为，在中国居住
服务市场，家装市场与曾被数字
化改造的存量房交易市场较为
相似，空间巨大、高度分散，长期
以来尽管保持着相对高速的增
长态势，但用户体验还存在较大
提升空间，亟待用产业互联网的

“重”度思维“重”做一次。
2021年以来，贝壳在家装

领域动作明显加快，并尝试以
数字化赋能。今年一季度，贝
壳自研的BIM系统1.0版本宣
布上线，实现装修设计环节全
面数字化，包括系统自动输出
图纸、报价、数据化材料清单
（BOM），以VR能力精确呈现
设计效果，提升设计师效率；同
时让消费者“所见即所得”，实
时把控装修成本。

在过去，BIM，即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一直广泛应用于建
筑行业。如今通过BIM，消费
者可以实现家装过程的可视
化，包括装修设计、采购、工程、
软装、交付等一系列流程。

而在2020年，尚品宅配也
开始将 BIM 设计融入整装。
今年5月，尚品宅配首家BIM
整装展厅在总部广州亮相。

“目前家居家装行业整体仍
然存在着消费者权益受损、购物
体验不佳、数字化程度不高、危
害行业公平竞争等问题。”在居
然之家董事长兼CEO汪林朋看
来，无论是对于居然之家还是红
星美凯龙，遍布全国的实体家居
卖场仍然是最核心的资产。

他认为，面对融合线上优
势和线下体验的“线下电商时
代”的到来，“线上抓流量，线下
抓内容”是适应“线下电商时代”
的必然举措。“数字化时代，一切
都变得透明，家居行业迎来千载
难逢的发展机遇。”汪林朋说。

消费新需求助行业加速复苏

龙头企业加码数字化的背
后，是家居行业进入快速复苏

通道。
今年5月，全国建材家居

景气指数（BHI）达到 130.03，
环比上涨 15.51 点，同比上涨
40.90点。一二线城市老房、二
手房翻新和改善型消费需求占
装修总量比重已经达到54%，
北京、上海占比更是高达82%。

长远来看，存量房市场所
衍生的消费新需求，普遍被认
为将是家居行业持续增长的重
要推动力。

亿欧数据显示，目前中国
家装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3.54
万亿元，2015—2020年复合增
长率为11.1%。业内人士表示，
预计到2025年国内家装行业整
体市场规模将达到6万亿元。

然而，目前行业触网比例
并不算高。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从 2015 年的 1533.5 亿元到
2019年的3861.7亿元，中国互
联网家装市场规模逐年增长，
2020年中国互联网家装市场规
模继续增长至4050.7亿元。

同时，盈利持续低迷也困
扰着整个行业。如土巴兔被视
为 A 股“互联网家装第一
股”。就在6月30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官网披露，土巴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申请
已获受理。

这是土巴兔第二次冲击
IPO，2018年其曾赴港上市未
果。当时的数据显示，土巴兔
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
净亏损 7.5 亿元、5.6 亿元、
11.11亿元。

而已上市多年的齐家网，
据2020年财报显示，营收也仅
为9.2亿元，利润4500万元，市
值25亿元。

为何一直难现巨无霸

然而目前，家装家居市场
仍属混战状态，多年来未能涌
现一家巨无霸。

“由于家装领域依然是个
性化的市场，短期无法形成规
模效应，没有代表性的平台出

现，所以数字化转型效果不
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
林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

他表示，这几年智能家居
在蓬勃发展，很多家庭在前装
市场选择了全套智能家居产
品，从智能门锁，到智能电视、
智能照明等，通过APP和智能
音箱入口进行物联网总控。

但与此对比，智能家装进
展相对缓慢。智能家装是通过
服务在线化、过程透明化、结果
数据化来推进家装业的发展，
让家装能够更好地贴近用户需
求，将家装产品更好地销售出
去，强化家装的流程和环节控
制，让用户家装过程体验更佳。

土巴兔在招股书中也提
到，传统家装行业存在着包括
信息不对称、价格不透明、服务
缺乏监督以及标准化和产业化
程度低等问题。同时，行业门
槛较低，家装企业数量较多，市
场格局较为分散，部分中小型
家装企业提供的家装质量和服
务效率难以保证，业主对家装
服务的整体满意率相对较低。

因此今年来，多家互联网
巨头开始在该领域频频发力。

1月22日，阿里巴巴上线
了一款家居家装 APP“躺平
家”；5月18日，百度旗下全新
一代的互联网家装平台装馨家
在北京亮相；6月10日，字节跳
动下属公司巨量引擎旗下家装
服务品牌“住小帮”确定B端新
定位，将打造泛家居数字化营
销服务平台。

传统家电企业也跃跃欲
试。4月29日，国美宣布推出
打扮家APP和BIM智能装修
平台。去年12月底，国美收购
了打扮家80%股份，成为该公
司的大股东。国美创始人黄光
裕表示：“国美六年前就已考虑
入局家装行业，打扮家未来三年
内要实现年营收5000亿元。”

同样积极布局的还有房
企。如碧桂园推出“橙家”、龙
湖推出“塘鹅”、阳光城推出“梦
享家”等家装平台。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7月6日，国家发改委官网
挂出一则消息，国家发改委近
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管理 确保工程安全
质量的通知》(下称《通知》)，再
次重申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
高层建筑。

《通知》包括加强项目审核
把关、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
和程序、加强项目实施事中事
后监管、强化工程安全质量问
题惩戒问责等四方面内容。在

审核把关方面，特别提出严把
超高层建筑审查关，要求把超
大体量公众建筑、超高层建筑
和重点地段建筑作为城市重大
建筑项目进行管理。

其中，对100米以上建筑应
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
震设防审批制度，与城市规模、空
间尺度相适宜，与消防救援能力
相匹配；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
上建筑，确需建设的，要结合消
防等专题论证进行建筑方案审
查，并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备案；不
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事实上，“不得新建500米
以上超高层建筑”并不是首次提
出。去年4月，住建部与国家发
改委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
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中就明
确，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
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建
500米以上建筑，各地因特殊情
况确需建设的，应进行消防、抗
震、节能等专项论证和严格审
查，审查通过的还需上报住建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复核。

近日，深圳赛格大厦发生
“晃动”，目前各项监测、检测和

鉴定工作仍在加快推进当中，
但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超高层
建筑的发展现状。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表示，摩天大楼项
目更多的价值在于树立了城市
的地标，尤其是其在吸收城市
最优资源、实现区域型总部经
济发展等方面有积极的作用。

7月8日，中指研究院发布
的《2021百城建筑新地标研究
报告》显示，在限高令下，2021
年百城建筑新地标样本高度整
体下降，54%的样本项目高度在

200米以下。具体来看，100米
以下和100-200米样本项目占
比较去年有所提升，分别提升6.4
和 3.5 个百分点，至 16.5%和
37.6%；200-300米样本项目较
去年下降4.8个百分点至22.0%；
超过300米以上的样本项目较去
年下降5.1个百分点至23.9%。

与此同时，城市地标们还
在持续“瘦身”。2021年百城
建筑新地标样本项目平均建筑
规模为57.7万平方米，较2020
年下降7.7万平方米，较2016
年下降32.3万平方米。

给摩天大楼降温：发改委要求新建高楼不得超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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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链家曾与万科联合成立万链进军家装市场，图为

万链样板间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