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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亏损累计亏损8484亿元亿元仅剩仅剩5555名员工名员工

昔日生鲜巨头每日优鲜还能撑多久昔日生鲜巨头每日优鲜还能撑多久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昔日生鲜巨头正深陷经营
困境。

近日，每日优鲜在纳斯达
克提出退市合规警告期限的最
后一天提交了公司2021年财
报。财报显示，2021年每日优
鲜净亏损为38.49亿元，千人员
工规模缩水至55人。

上市不足一年半，每日优
鲜缘何从生鲜零售头部活跃平
台之一跌至被迫出售全部核心
业务的经营低谷？除连年亏损
外，每日优鲜官司缠身，内忧外
患下，其未来还能否逆风翻
盘？当前严峻的全球经济压力
之下，生鲜赛道日益拥挤，如何
构建生鲜赛道下半场护城河？

运营成本过高，连年亏损

自今年7月关闭前置仓业
务后，每日优鲜负面消息频
传。先是被曝出大幅裁员，紧
接着又被曝出北京总部人去楼
空的消息。

为保住“上市公司”头衔，
每日优鲜在纳斯达克提出退
市合规警告期限的最后一天，
提交其公司财报。数据显示，
2021年每日优鲜净亏损38.50
亿元，2020年同期为净亏16.50
亿元，亏损同比扩大133.33%。

每日优鲜在财报中称：“我
们过去遭受了重大损失，公司
2019年、2020年及2021年的
净亏损分别为人民币29.094亿
元、16.492 亿元及 38.498 亿
元；2019年、2020年及2021年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净额分别
为人民币19.669亿元、16.118
亿元及25.89亿元。截至2019
年、2020年及2021年12月31
日，公司流动负债总额分别为
24.188 亿元、28.978 亿元及

32.993亿元。”也就是说，三年
时间每日优鲜累计净亏损超
84亿元。

实际上，每日优鲜自其上
市起就状况不断。2021 年 6
月，每日优鲜在美股上市，但上
市当日遭遇破发，随后股价一
泻千里；今年7月后，每日优鲜
更是陷入多重危机，社交平台
出现“生鲜电商每日优鲜内部
宣布公司解散”的消息，每日优
鲜APP在包括北京、上海、天
津等多地无法下单，且售后页
面显示暂无客服在线；8月，北
京市消协约谈北京每日优鲜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昔日生鲜巨头缘何沦落
至此？

“每日优鲜的问题，既有
其本身运营模式的问题，也反
映了整个生鲜电商所面临的
困境。”天使投资人郭涛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每日优鲜比较突出的运营
特点是前置仓模式，其优势是
配送快、用户体验好，基本上
半个小时左右送货到家。但
弊端也很多，比如前置仓模式
会产生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
运营成本更高，需要不断地烧
钱以维持运转，亏损也因此不
断加大。

财报显示，去年全年，每日
优鲜的总成本与运营费用达到
108.12亿元，同比增长近四成。

和弘咨询总经理文志宏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称，每日优鲜之所以在纳斯达
克上市，背后很重要原因就是
其在一级市场很难通过私募股
权的方式实现融资，寄希望于
通过上市，在二级市场拿到融
资，为企业续命。但是上市后，
其股价大跌，再加上为维持其
自身发展，不断烧钱、越烧越
多，因此就出现了这种状况。

融资不易、自救困难，
每日优鲜“摇摇欲坠”

除了经营困难，每日优鲜
还官司缠身。

此前每日优鲜在快速发展
的过程中，曾招揽了大量员
工。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
2020年、2021年年末，每日优
鲜拥有的员工数分别为1771
人、1335人、1925人。以截至
去年年末的1925名员工为例，
其中涉及每日优鲜极速达业务
的员工多达1472人，涉及人力
和公共关系人员为205人。尽
管每日优鲜的员工规模在此前
的几年内始终保持在千人以
上，但截至 2021 年财报披露
日，每日优鲜共有55名全职员
工，相较之前庞大的员工规模
已大幅缩水。

同时，每日优鲜与多数被
遣散员工之间存在劳动纠纷，
主要集中在欠薪及社保公积金
欠缴等情况。财报透露，截至
今年10月31日，以每日优鲜子
公司为被告，由供应商提起的
诉讼约616起，由员工或前员
工提起的劳资纠纷约765起，
总计金额约8.127亿元。

此外，天眼查数据显示，北
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常熟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均涉及多个法律诉讼信
息，案由多为买卖合同纠纷、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等。其中多份
判决书显示，常熟每日优鲜公
司被判返还多家公司货款数万
元至数百万元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每日优鲜
的高层也并不“安定”。天眼
查显示，早在今年7月，与每日
优鲜“大调整”同时进行的还
包括公司高层的调换。其中，
创始人徐正、副总裁李漾、
COO孙原、CFO兼合伙人王

珺以及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曾
斌集体卸任了每日优鲜母公
司董事、经理和监事职位。同
一天，曾斌也卸任了母公司法
人职位。

遍地官司、高管变动频繁
无疑令增大了外界对每日优鲜
的猜想空间。

实际上，每日优鲜从未放
弃过自救。据其财报披露，7月
14日，每日优鲜与山西东辉集
团达成股权战略投资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山西东辉集团
或其指定子公司将向每日优鲜
进行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股权
投资，但公司并没有像预期的
那样取得资金，因此，每日优鲜
不得不对业务进行调整，包括
关闭极速达业务以及进行人员
优化。

人员优化的背后，也透露
出每日优鲜难以自救的困境。
人员严重不足，令每日优鲜在
全国范围内关停了其前置仓模
式下的极速达业务，配送时间
变更为“最快次日送达”，后续
许多用户发现无法在每日优鲜
APP内下单。

在郭涛看来，在资本寒冬
和生鲜电商加速整合洗牌的大
背景下，每日优鲜难以获得新
一轮融资，而进行新业务或新
产品创新需要的探索周期也较
长，在短期内难以挽救已经摇
摇欲坠的公司。“当前，每日优
鲜品牌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相对
成熟的运营模式，如果能力及
时引入有实力的大型零售、食
品企业进行重组，优化供应链
体系，降低运营成本，或许能挽
救公司。”郭涛说。

“由于每日优鲜资产负债
极高，这种情况下很难有外部
投资机构为其注资续命。”文志
宏认为，靠每日优鲜自身走出
困境较难，只能依靠重组的方

式令其恢复活力。

如何构建生鲜赛道
下半场护城河

实际上，不仅是每日优鲜，
生鲜电商的日子都不好过。

经梳理，记者发现，各大生
鲜电商一路收缩市场。从今年
5月开始，叮咚买菜相继撤出了
安徽宣城、滁州，河北唐山，广
州中山、珠海以及天津市场，10
月，叮咚买菜又关闭了厦门市
场；今年4月，盒马社区自提业
务盒马邻里陆续撤出北京、西
安、成都、武汉四座城市，10月，
关闭了杭州和南京两个市场，
目前仅剩上海市场；京东旗下社
区团购平台京喜拼拼在今年3
月就已经历过一轮撤城，从
20 多个省份缩减至北京、山
东、河南、湖北四省市，目前，惊
喜拼拼自提业务也仅剩北京、
河北廊坊、河南郑州三城业务。

生鲜电商的集体撤退也引
发业内关注和反思，究竟什么
样的商业模式才能令生鲜赛道
上玩家长久地生存下去？

“从整个生鲜电商的业态
来看，生鲜产品利润率低、损耗
率高，普通大众消费者对价格
又比较敏感，这些都决定了电
商经营者面临着获客成本高的
问题，需要不断烧钱、搞地推，
推出优惠活动甚至打价格战来
培养用户消费习惯和用户粘
性。”郭涛坦言，生鲜电商被视
为最后一片电子商务的蓝海，
但至今未探索出成熟的商业模
式，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中间
环节没有减少，成本没有降低，
也没有发挥出电商的独特作
用，需要进一步探索适合生鲜
产品的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初
步看来，集生产、加工、销售和
溯源等一体的智慧农业平台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探索出一种除长期烧钱
以外的商业模式，才是这个赛
道的重中之重。”农文旅产业振
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认
为，目前，生鲜电商的主要业务
是线上生鲜售卖，并未大范围
涉足预制菜这一领域。而预制
菜的盈利能力和增长空间能够
为生鲜电商“厮杀江湖”带来生
机。“生鲜电商必须以盈利为目
标，解决烧钱卖菜不赚钱的问
题；而预制菜如果成功，可以为
生鲜电商企业带来很大的缓冲
空间。生鲜电商们需要的是更
好的产品，更优质的供应链，更
好的模式。未来要以质换量，
告别烧钱补贴，才是生鲜电商
下半场的打法和不出局的防护
衣。”袁帅说。

浙江德清：
助企纾困车间生产忙

11月25日，浙江省湖州市

德清县钟管镇南舍工业园区内

一家纺织企业的工人在生产车

间工作。今年以来，钟管镇针

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出现的问

题，积极做好助企纾困工作，因

企施策，实施精准服务，确保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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