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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玲玲

本报记者 陈青松

近期，雅芳海外贿赂被调查一

事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最新消

息称，陷入行贿门已有近 6 年的雅
芳或将支付 1.32亿美元的和解金了
结此事。据悉 ,该案已经让雅芳累计
损失达 3.4亿美元。

中投顾问化工行业研究员李加

楠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如果罚款成立，意味着雅芳向

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行贿，

那么，国内相关部门也会遭受内部

调查和调整，为了改善市场环境，可

能会对雅芳作出处罚，限制其直销

牌照的发放。

事实上，作为第一家在中国获

得直销牌照的企业，曾经充满光环

的雅芳由于经营策略的摇摆不定，

经营业绩早已出现滑坡，这也给了

竞争对手们反超的机会，而行贿门

事件，则无疑更会让雅芳在华经营

雪上加霜。

对于目前雅芳行贿门事件的最

新进展及相关问题，《中国企业报》

记者联系采访该公司，但截止到发

稿，并未得到雅芳的回复。

“行贿门”事件
引起“并发症”

对于雅芳（中国）来说，“行贿

门”事件仅仅是麻烦之一。由于拥有

6000多家专卖店的雅芳（中国）急于
向全直销模式转型，其经营策略的

摇摆以及失误不但为自身的发展埋

下了隐患，也给了安利、完美、如新、

玫琳凯和宝健等多家竞争对手以反

超之机。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早

在 2003 年，雅芳（中国）的销售网点
一度突破 1 万个，全年销售额高达
24 亿元。2006 年开始，中国政府重
新允许直销模式，旨在维护市场秩

序，对监管要求较高；而雅芳所采用

的零售加盟连锁模式，更加符合中

国政府的监管需要，因此雅芳获得

了第一张在中国的直销牌照。

但自从拿到直销牌照以来，雅

芳（中国）的销售业绩一度处于负增

长。随着行贿门事件的发酵演变，雅

芳在中国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雅

芳公布的 2013 财年第四季度财报
显示，其第四季度营收为 26.7 亿美
元，比上年同期下滑 10%；净亏损为
6910万美元。雅芳第四季度在中国
市场上的营收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48%，早已跌出中国直销业三甲。

“由于雅芳近几年在中国的业

绩每况愈下，行贿门事件对雅芳来

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严重影响到雅

芳的品牌形象，如果进一步影响到

雅芳的中国直销牌照，那么，这对于

在新的一年里即将整装待发的雅芳

来说更是致命一击，难以扭转颓

势。”李加楠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

竞争对手异军突起
雅芳光环不再

就在雅芳在为“行贿门”忙得焦

头烂额而无心顾及销售业绩时，以

安利为首的完美、如新、玫琳凯和宝

健等其他外资公司中国市场的全球

销售占比不断提高，销售业绩上也

是捷报频传，对雅芳实现了“大反

超”。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安

利中国公司 2013 年实现净利润
7320 万元—8297 万元，同比提升
50%—70%。其中第四季度净利润为
1755—2731 万元 , 同比增速达到
93%—200%，已经取代雅芳成为中
国、世界直销第一的位置。

而另外一家竞争对手如新近年

来的全球业绩也表现得十分强劲。

数据显示，如新 2013 年大中华区的
第三季度营收为 4.646亿美元，与上
年同期营收 1.366亿美元相比，增长
240%，业绩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态势。

此外，玫琳凯 2013年在中国的业绩
增长了 64倍，中国成为其全球最大
市场；而完美、宝健等其他外资公司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情况也都远远超

越雅芳。

在业绩持续增长的同时，以安利

为代表的一些外资公司也都在不断

加速布局中国市场。安利兴建生产基

地、开建植物研发中心，玫琳凯建造

亚太生产中心、科研大楼等，如新新

建大中华区总部等动作不断，试图在

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某种意义上说，独具特色的中

国直销模式，正是安利超越雅芳，成

为世界第一直销公司的关键所在。”

李加楠对中国直销市场竞争格局改

写的原因一语中的，“雅芳曾经是有

过辉煌的，但是其在中国采取了与

国际通用不同的模式进行发展，势

必会面临较多转型，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公司发展，走了下坡路；而安利

依旧采取多层次直销，成熟的模式

对于安利得心应手，此外，安利后期

巨大的广告投入也锁定了自身的消

费群体，为其日后的业绩增长奠定

基础。”

经营政策摇摆不定
雅芳深陷困境

其实，“行贿门”事件只是雅芳

目前困境的一个导火索，而真正的

原因是其在中国经营策略上的摇摆

不定。据悉，自雅芳进入中国市场以

来，曾先后 3 次对其经营策略进行
大幅度的调整。

相较之下，雅芳的“宿敌”安利

却显得颇为专一。一位接近安利的

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当年，在中国政府禁销令的

压力下，与雅芳开设 6000家专卖店
相比，安利却只是象征性地开设了

200多家专卖店，直销的核心并无明
显改变。”

2013年底，雅芳(中国)开始下调
旗下零售渠道绝大部分产品价格，

以期稳定全线产品的价格体系。不

过有业界人士指出，近年来，雅芳已

经开始在化妆品主流渠道上销声匿

迹，仅仅依靠局部调整价格体系，是

很难使得雅芳摆脱其目前的在华困

境。此外，雅芳本次大范围对产品降

价，将会使得雅芳的定位进一步向

二线中低端品牌沦落。

“零售渠道产品价格的调整，反

映了雅芳的战略性方向，就是重拾

零售渠道，落实‘再造雅芳’的计

划。”直销专家胡远江表示，“集中战

略在某一渠道中深入发展，雅芳凭

借其国际品牌的综合竞争优势，说

不定能重振市场。但显然，想要重新

追上将自己远远甩在后面的竞争对

手，仅调整价格的经营策略还太过

简单粗放，与之配套的其他经营策

略还需紧随其后，才能看到牺牲利

润换来的策略效果。”

雅芳迷失中国市场，安利等巨头加速布局

2014年新年伊始，豪华汽车厂商
阿斯顿·马丁就上演了一起“召回

门”。与之前汽车厂家召回不同的是，

由于阿斯顿·马丁将责任推给所谓的

中国供应商，个别外媒甚至对“中国

制造”进行诋毁，这激起了舆论的强

烈反弹。

然而，业内人士指出，阿斯顿·马

丁“召回”事件，显示了公司本身供应

链不足的问题，同时还折射出英国汽

车工业的供应链之痛。

阿斯顿·马丁供应链危机

事实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豪

车品牌阿斯顿·马丁因旗下车辆油门

踏板存安全隐患已在全球多次召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从此次阿斯顿·马丁召回事件

来看，显示出这家超豪华车品牌供应

链管理能力脆弱。

据了解，阿斯顿·马丁负责人推

崇生产链转移，外包利用别人现成的

生产设备与资源为其生产零配件。此

次涉事的问题踏板就在层层转包的

过程中逐渐偏离方向，最终才有了现

如今大规模召回的问题。

不过，针对“阿斯顿·马丁是否对

供应商存在监管不力”的提问，阿斯

顿·马丁国内多家 4S店在回应《中国
企业报》记者的提问时都予以否认，

并表示在售车辆对油门踏板进行了

更换。而不久前阿斯顿·马丁公司也

公开回应称，“阿斯顿·马丁对于供应

链的管理非常严格，并且始终都与行

业内最优秀的伙伴们合作。”

英国汽车供应链萎缩

事实上，阿斯顿·马丁召回门事

件，在曝露公司自身供应链存在问题

的同时，还折射出整个英国汽车工业

的供应链之痛。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中国驻英

国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获悉，2014
年 1月 8 日，也就是阿斯顿·马丁宣
布召回的前一个月，就有权威媒体

报道英国汽车制造业供应链不足的

问题。

据英国汽车制造商和交易商协

会调查，在过去 30年间英国汽车产
业供应链萎缩，仅能供应本土汽车业

所需零部件的 1/3，而德国、捷克本土
供应链可满足 60%和 80%的市场需
求。

事实上，早在 2011年，美国通用
汽车公司欧洲公司总裁尼克·赖利就

警告称，由于缺少本土零配件产业

链，英国汽车制造业在竞争中面临生

存危机。

赖利称，英国汽车制造业主要依

赖从外国进口零配件，在英国本土进

行组装。而从境外进口零配件的模式

存在很多缺点，比如供应链越长意味

着运费越高、外汇结算波动越大，这

些往往会使厂家面对巨大的成本风

险。

无法做到规模化生产

在全球汽车工业发展史上，英国

汽车工业曾经很辉煌，从上世纪 20年
代起直到 50年代，一直保持着世界第
二汽车生产大国的地位。劳斯莱斯、宾

利、阿斯顿·马丁、路虎、捷豹、Mini等
经典品牌让其他国家不敢小觑。

然而，自进入上世纪 60年代以
后，英国汽车产量位次不断后移，人们

熟知的顶级品牌，如劳斯莱斯、陆虎、

美洲虎等，一个个被外国资本收购。曾

经辉煌的英国汽车业逐步走向没落。

权威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十大
豪华车销量排行榜中，德国品牌占据

前三，2013 年全球汽车销量第一的
中国市场，前 10名的销量为德国、美
国和日本车所占据。

而供应链问题始终是英国汽车

工业发展的掣肘。

据了解，由于英国豪车品牌一直

走高端路线，主打高端定制，因此业

务量很小，产量少，所需零部件也少，

无法做到规模化生产。如果单独开模

具，则价格会比较高；而小的供应商

则成为合理选择，但产品质量也会受

到影响。

国内一家汽车制造企业的一位

研发人员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无法做到规模化生产是英国汽车供

应链的一个瓶颈，这对曾经的汽车工

业强国提出了挑战。

据了解，近年来英国开始逐步恢

复本土汽车制造供应链系统。但在业

内人士看来，由于过去多年来英国汽

车产业供应链不断萎缩，要想恢复本

土汽车制造供应链系统，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英国汽车业之殇：供应链掣肘

中国直销业竞争格局生变

其实，“行贿门”事件只是雅芳目前困境的一个导火索，而真正的原因是其在中国经营策略上的摇摆不定。 CNS供图

“四大所”中国公司遇阻
或冲击赴美上市中资企业

在华面临多重挑战
“特斯拉神话”或陷困局

（上接第十三版）

一位到特斯拉旗舰店看车的消费者抱怨：“在北京如

果不住别墅，甚至都没有地方给车充电”。

贾新光透露，特斯拉正在做前期准备，已经开始与国

家电网沟通，如果协商不成功只能自己建太阳能充电站。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目前特斯拉仍仅仅停

留在与国家电网沟通的阶段，修建充电站的事情尚无动

作。业内人士认为，即便是现在动工，最快也要年底才能

正常运行。这显然难解眼前之渴。

此外记者获悉，针对电动车电池的发展，中国更倾向

电动车电池独立化，这样不仅减少电动车成本，也方便集

中管理电池行业，因此，包括特斯拉在内的电动车企业很

难与国家电网达成一致。

“特斯拉神话”在华难复制

近日，特斯拉公布了 2013 年第四季度财报，营收
6.15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 3.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
受此影响，特斯拉汽车股价在纳斯达克盘后交易中大幅

上涨逾 15%。去年特斯拉整体销量近 2.3 万辆，甚至一时
间在美国超过同级别豪华车的销量。这个仅有 10 年历史
的电动车品牌在全球上演了“特斯拉神话”。

而在汽车分析师张志勇看来，如何打开中国市场将

是特斯拉最大的难题。“如果特斯拉在华准备把这个‘大

玩具’当做电动车来卖，看重销量，那么它将会面临传统

汽车出现的所有难题。”

据特斯拉的预期目标得知，2014 年实现在去年的基
础上翻一倍，中国市场的销量预期占其全球销量的三分

之一，即在华销量将达到 8000 辆。
然而，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总体销量仅为 1.7 万辆。对此，张志
勇认为，特斯拉在华销量预期过于激进。

特斯拉在华引进的车型沿用美国豪华电动跑车，从

其在中国的订单来看，购买人群多为雷军、柳传志等 IT
行业大佬。虽然特斯拉一再指出，在华推出了“公平价

格”，可是税后高达 73.4 万元的售价，还是远高于中国市
面上电动车的价格。

张志勇认为，特斯拉的商业模式为我国车企开发新

能源提供了思路，但是定位高端精英人群使其难以以量

取胜，今年在华的销售计划恐怕难以实现。而针对现阶段

我国交通状况和新能源政策，眼前最应该主推微型电动

车而不是豪华电动车。

此外，外国媒体报道苹果集团有意与特斯拉合作研

发，这使特斯拉股价再创新高。然而之前传出将与特斯拉

联袂的万向集团，最终转投菲斯科。长信科技也公开表示

并没有与特斯拉有业务往来。

张志勇指出，特斯拉如果与苹果合作，说明特斯拉依

然会加强汽车 IT 上的研发，增强其核心竞争力。而我国
企业对特斯拉纷纷望而止步也是看到现阶段特斯拉在华

前景可能被过高的估计。还有，包括其集成开发、直营的

销售方式等颠覆传统的模式仍需市场检验。

（上接第十三版）

不过，郭军认同业界普遍认为的中美围绕审计资料

的争端源于两国法律的冲突与差异。

“美国证券法要求海外会计师事务所应要求向美方

监管机构提供涉及在美上市的公司的审计文件。但中国

《会计法》等法律规定，依法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

监督检查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在监督检查中知悉的国

家秘密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郭军表示。

“四大所”目前日常工作依旧

假设决定最终获得通过，SEC 的裁决生效，“四大”中
国所将不能审计在美上市公司，但相关的决定在获得美

国证交会委员会全体审议及批准之前并非最终定案，也

不具有法律效力。

“‘四大’中国对决议提出上诉可以促使美国证交会

委员会立即对此展开审议。”郭军表示。

在此期间，中国成员所可以和继续不受干扰地为所

有的客户提供服务。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内部人士潘婷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透露，我们日常工作还是照旧，国内的上市业务和法审

工作依旧，个人不觉得会受到多大影响。

据了解，“四大”在 21 天内可向 SEC 申诉，若 SEC 最
终维持该判决，“四大”还可以向联邦法院起诉。走完这一

程序要花一年、两年或许更长的时间。

“现在‘四大’已经向 SEC 提出上诉，如果 SEC 最终
还是维持暂停‘四大’中国分部在美审计业务的裁定的

话，‘四大’应该会进一步向法院提出上诉。然而，一旦

双方之间进入司法程序，那么对‘四大’以及‘四大’的

客户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利影响。若‘四大’与 SEC 的
官司持续一两年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在这一两年间

‘四大’都不能为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提供审计服务。”

郭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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