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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吴迪

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无论是

传统车企还是新势力，都能感受到愈发强烈的紧

迫感。不安的情绪在升腾。车企的境遇瞬息万变，

没有绝对安全可言。 作为广汽发力新能源赛道的

主力军， 埃安承载着广汽在新能源时代的期冀。

然而，此前发展顺利的埃安，今年以来情况急转

直下。 销量下滑的同时，埃安近期还被曝出解约

应届生、裁员等消息。

6 月 12 日，一封名为《广汽埃安校园招聘解

约通知》的邮件在网络上流传。 邮件显示，埃安于

6 月 11 日向部分已签约应届生发通知称：由于应

届生招聘政策调整，对已签订的三方协议/双方协

议进行解约，并向被解约者支付 5000 元违约金。

埃安方面回应《国际金融报》记者称，此次涉

及调整的校招人数范围在个位数内，人事会按照

协议规定合理合法进行赔偿，妥善处理。

当晚，埃安方面在微博发布声明称，近期，网

络平台出现部分关于广汽埃安“裁员”“密集与应

届生解约”等不实信息与恶意谣言，引发市场曲

解，影响企业声誉。 埃安方面称，当天已向公安机

关正式报案，将对造谣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结合埃安近日的裁员消息，公司解约应届生

的举措或早有规划。

6 月 7 日，有媒体曝出埃安将裁员 20%。 流

传出的方案显示， 这是一套组合拳式的收缩，不

仅涉及裁员，还要求“停社招，校招已接 offer 的撕

20%”， 此外还要取消全员加班费、 交通补贴降

低、停止所有晋升考核等。 截至发稿，埃安并未就

此给出官方声明。

“网约车”标签难撕

今年以来，埃安累计销量 14.23 万辆，同比下

滑 14.42%，已连续四个月单月销量同比下滑。

年初， 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给公司定下

“保底 70 万辆，争取 80 万辆”的全年销量目标，

即便以保底的 70 万辆计算， 前五个月的完成度

也只有 20.32%。 这意味着，埃安需在未来 7 个月

中实现月均销售 7.96 万辆才能完成计划。

2024 年的高销量目标设定非埃安高层盲目

自信。 2022 年，埃安凭借全年销售 27.1 万辆霸榜

新势力，同比增长 126%；去年，公司以 48 万辆的

销量稳居新势力第一，乘联会新能源零售销量排

行榜中，仅次于比亚迪和特斯拉。

前两年， 埃安销量暴涨主要得益于 AION S
与 AION Y 在网约车市场的放量。 乘联会秘书长

崔东树今年发布的全国出租网约新车市场分析

数据显示，去年出租网约车新车共 85 万辆，其中

埃安提供约 22 万辆，占其全年销量 45%，占去年

网约车新增总数约 25%，意味着每 4 辆新网约车

中，就有 1 辆是埃安。

业内人士认为，埃安初期大量投放网约车市

场并非错误选择。 2021 年,新势力车企销量仍处

爬坡阶段，单月销量过千便是“高销量”，彼时埃

安此举能快速提升销量，让更多消费者认识埃安

品牌， 同时提升消费者对埃安的接受度与认可

度。

但今年网约车市场逐渐饱和，多地按下“暂

停键”，发布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宣布暂停当地

网约车车辆运输证核发业务，此举延缓了网约车

市场对新车的需求，埃安对网约车市场的投放被

迫减少。

大量投放网约车市场也让埃安戴上了“网约

车”标签。

《国际金融报》记者询问多位意向消费者，他

们普遍反映 AION Y 的空间令人满意 ， 价格合

适，“只是开它出去像开网约车，现在同价位车型

很多，品牌可供挑选的也多，没必要买一辆‘网约

车’出门”。

“性价比”策略失效

不仅被贴上“网约车”标签，埃安主打的“性

价比”卖点在当前“卷”价格、“卷”配置、“卷”智驾

的环境中也逐渐失效。

此前，AION S 与 AION Y 凭借 8 万元至 17
万元的 “低” 售价以及纯电续航超 500 公里的

“高” 续航，“性价比” 超越小鹏 P5、 比亚迪元

PLUS 等纯电车型。

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加剧，比亚迪喊出

了 “电比油低 ”，实现 “突破 2000 公里续航 ”；长

安、 奇瑞等传统车企则相继降价推出 10 万元级

别车型等 ，数款车型 “性价比 ”反超 AION Y 与

AION S。

同时，记者发现埃安向 C 端市场投放的车辆

数次登上投诉网站，AION Y 多次因电池保修期

内损坏不予保修、电机异响、购车订金不退换、补

贴迟迟不到位等原因被投诉 ； 有消费者反映

AION S 存在严重“虚标”，续航里程在冬季折损

率超 50%等问题。

另有车主向记者反映，“其他车企新车远程

升级车机系统（OTA）次数很多，但是埃安旗下车

型的 OTA 一年一次，甚至 2022 款的老车无法升

级，直接被抛弃。 ”

种种原因叠加， 导致埃安在 C 端市场 “遇

冷”。

为了扭转消费者心中的品牌形象，埃安试图

以高端品牌昊铂摆脱“网约车”标签 ,同时提高用

车体验。 但即便昊铂高开高打，依然没法突出重

围，销量表现低迷，今年前 4 个月累计销量仅为

3000 辆左右。

据业内人士分析， 昊铂的产品竞争力不足，

市场定位不准确是销量无法提升的主要因素，当

下市场中，各家车企都在“内卷”，但昊铂并未在

售价、性能上做出突破，很难打动消费者。

曾庆洪不想“卷”了

事实上，埃安的失利仅是广汽集团近期发展

失速的原因之一，作为集团销量主力的广汽本田

与广汽丰田，二者销量下滑也给集团带来不小的

影响。

前 5 个月，广汽丰田销量为 26.59 万辆，同比

下滑 27.26%；广汽本田销量为 17.36 万辆，同比

下滑 24.3%。

谈到销量下滑，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将原

因归咎于中国车市的“过度内卷”。

6 月 7 日举办的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 曾庆

洪对车市此起彼伏的“价格战”和“卷流量”都发

表了看法。 曾庆洪认为，“卷价格没问题，这是供

求关系和市场规律决定的， 广汽不反对价格战，

也不怕打价格战，但是要有理性和底线，不能过

度。 ”同时，面对当下的裁员问题，他直言，广汽也

裁了不少。

回顾过去一年广汽的发展，集团旗下的合资

品牌经历了数轮裁员。

2023 年 7 月， 广汽丰田遣散 1000 名劳务合

同工，相当于其现有员工总数的约 5%；同年 12
月，广汽本田裁去约 900 名合约工；2024 年 5 月，

广汽本田仍在进行大规模裁员，公司通过逐级通

知形式， 启动大规模裁员， 已有 1700 人同意离

职，占合资公司总人数的 14%。

多轮裁员也显示出合资燃油车在中国市场

的发展每况愈下。

对此，曾庆洪提出“油电同权”的新概念，他

希望当新能源汽车新车占有率达到 50%时，能够

在政策上支持油车与电车的公平竞争。 如其所

言，当下新能源汽车享受补贴、购置税等多方面

优惠政策，这是导致合资燃油车加速退出中国市

场的原因之一。

有业内人士解读“油电同权”，他认为曾庆洪

不愿意放弃广汽丰田与广汽本田，“目前埃安 B
端销量优势逐渐减弱，集团其余新能源产品还处

在孕育期间，保住‘利润奶牛’的市场份额变得十

分重要”。

2023 年，广汽本田与广汽丰田仍为集团带来

935.28 亿元和 1528.69 亿元的营业收入， 占汇总

口径营收的 49%。

吴迪 摄

海底捞就“二手饮品”致歉
◎ 记者 左宇

“二手饮品”事件过去一个多月后，海底捞终

于正式道歉了。

近日，海底捞火锅官方微博就“二手饮品”事

件发布致歉信， 向陈姓顾客和家人真诚致歉，并

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致歉信指出，员工忙中出

错，暴露出公司管理层在节假日高峰期对一线门

店接待压力疏导、餐具及时补给上的问题，以及

对一线员工状态的关心、帮助不足。

“迟来的道歉”

海底捞发布致歉信后，自称是当事人的陈先

生在微博下留言称， 谢谢市场监督局的帮助，这

是一份迟来的官方道歉。

这份道歉，陈先生确实等候已久。

事件源于 5 月 2 日晚，彼时海底捞广州琶洲

万胜围店服务员误将某桌顾客放置在菜架上的

金桔柠檬水提供给另一桌陈姓顾客，该顾客的孩

子在该饮料中喝出了疑似药丸的异物。 经警方调

查与送检医疗机构检测，该金桔柠檬水中含有一

片感冒药（对乙酰氨基酚）。

5 月 13 日，广州海珠区市场监管局已对（海

底捞）涉事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并立案调查。 6
月 11 日，《国际金融报》 记者致电海珠区市场监

管局询问进展，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案件仍在

内部流程阶段，最终结果还未出，“应该快了”。

因迟迟未收到道歉，5 月 23 日， 陈先生将此

事曝光至“广东民声热线”，要求海底捞公开道歉

且闭店整改。 但此后数日，该事件仍未得到解决。

直至 6 月 6 日，“海底捞给顾客喝二手饮料”

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才被市场广泛关注。 事件

发酵两天后，6 月 8 日，海底捞官方道歉，称这一

错误是因服务员未能按照规范流程操作所致。

海底捞指出， 公司已责成轮值首席运营官

（COO）邵志东主责，在全国门店就员工排班、服

务流程规范、 餐具补给规范等方面开启专项排

查，尤其是在节假日客流高峰期间，以补充弹性

用工、优化员工排班、数字化手段提高服务效率

等方式减轻一线员工工作压力， 并给予心理辅

导、增设加油餐等措施，提供更多人文关怀。

此前，海底捞相关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该服务员的操作严重违反了服务流程规范，

已依据制度流程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并

责成区域负责人对该店操作规范进行专项核查

辅导，确保服务流程准确与流畅。

但对于记者提出的“严肃处理具体是怎么处

理”“如何杜绝此类现象再发生”等问题，公司方

面均未回应。

多条差评

海底捞广州琶洲万胜围店在节假日客流高

峰出现的服务问题或存在已久。

致歉信下有网友评论，由于顾客较多，海底

捞广州琶洲万胜围店一到节假日期间就没有（服

务）质量，就算在线预订也要排队。

美食团购平台上，关于该店服务差、服务不

好、体验感差等评价关键词时有出现。 同时，1 月

有顾客评价，服务员随便拿水冲冲杯子又给顾客

用，倒错的饮料直接倒回壶里，第二天拉得虚脱。

这些暴露出来的服务问题都为此次“二手饮

品”事件埋下伏笔，此番更是涉及食品安全红线。

该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在持续，有顾客在

美食团购平台下询问，“是这家店饮料里吃出药

片吗”“没人关心饮料里喝出药丸的新闻，是自己

都不把食品安全当回事了吗？ ”

回溯过往，海底捞已多次曝出食安问题。

今年 4月， 广州揭阳某海底捞门店被曝顾客就

餐时发现锅底有明显污垢，存在卫生安全问题；2023
年 11月，海底捞相关公司因有顾客就餐时发现火锅

锅底有一塑料碎片，被罚款 2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65
元；2020年 7月，有消费者反映在济南市海底捞连城

广场店就餐时，在乌鸡卷中吃出硬质塑料片。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这些事件凸显出

海底捞在整个运营过程中存在管理短板，或会为海

底捞未来开放整个加盟连锁埋下更大的隐患。

2021 年启动啄木鸟计划后，海底捞近两年的

餐厅网络扩张步伐放缓。 截至 2023 年底，海底捞

大中华区共经营 1374 家门店。 其中，一线城市门

店 232 家，二线城市门店 538 家，三线及以下城

市 581 家，港澳台地区 23 家。

今年 3 月，缓步已久的海底捞宣布将推行海

底捞餐厅的加盟特许经营模式。 可门店扩张伴随

的服务、管理、食品安全等问题依然待解。

左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