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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弃子十荟团，败退收场
界面新闻独家获悉，当前十荟团全国

城市的所有业务均已关停，公司进入善后
阶段，主要处理供应商货款的清算事宜，
以及员工工资的结算赔付问题。

曾经热火朝天的社区团购，如今集体
熄火，同城生活破产、橙心优选收缩，就
连一向拿到巨头阿里支持的十荟团也走向
全面溃败。十荟团在鼎盛时期有近 1万人，
但从去年8月开始，十荟团陆续裁员到仅剩
数百人，到如今最后五城也没有守住，十
荟团进入倒计时。

“2月我们签了十荟团的 3折货款结算
方案。”一位十荟团的供应商向界面新闻表
示，“欠款20万，年前登记，年后出了金额
就签字，第二天就收到了打款。虽然无
奈，但至少还能要到一部分钱。”

据该供应商提供的结算方案内容显
示，“因未来公司资金的不确定性，会带来
后续付款的不确定性，现进行统一次性结
算方案，2月 10日后仍未结算的商家，拟
实施2折方案（即越往后折算越低）。”除了
供应商欠款的善后工作，十荟团此前缓发
30%的员工工资，目前也尚未完全补齐。

一个赛道里，只有少数人能坚持到最
后，这已是中国互联网商业范本中的常见
故事。但这些年明显的变化是，创业与巨
头的关系愈发紧密，例如曾风靡一时的共
享单车赛道，明星创业公司或遭巨头吞
并、遗弃，社区团购赛道的故事也同样如
此。

与巨头共舞本身就是一场危险游戏。
十荟团需要巨头输血，但在阿里内部“赛
马”中输给MMC事业群之后，十荟团全面
撤退，关停了大部分区域业务，失去资本
维系后，十荟团或将黯然下场。在十荟团
的生存样本中，深刻诠释了巨头入场后，
社区团购创业者们所遭遇的博弈、挣扎与
困境。

一、后进生
在社区团购赛道的众多玩家里，十荟

团是一个努力谨慎的后进生。
2018年 4月，“有好东西”创始人陈郢

拉上原爱鲜蜂高级副总裁王鹏创立十荟
团。当时社区团购已经成为小风口，十荟
团进场时机相对较晚，数据上不及其他玩
家，也不太受行业关注。在创业初期，由
于融资金额少，十荟团的每一步都走得谨
慎，一个月的现金流控制在小几百万。

十荟团创始人之一王鹏在早期接受采
访时曾明确表示，“资本不可能永远给你烧
钱，到C轮如果模式不成立，马上就不会
投你。”这个判断也预言了十荟团此后的发
展。

当年8月21日，十荟团获1亿元人民币
天使轮融资，投资机构也基本是陈郢上个
创业项目“有好东西”的投资方，投资多
半是出于人情。当时就有投资人指出，看
重的并不是十荟团的GMV数据，而是团队
的韧性和算账能力，只要能坚持在牌桌
上，就还有机会。

2019年 8月 30日，十荟团完成了与另
一社区团购平台“你我您”的合并，成为
社区团购头部公司，其时任董事长和联席
CEO陈郢发内部信称要把资源投入在提升
履约能力上，并不想快速烧钱：

“有一些社区团购企业发展受挫。不是
因为市场不好、模型不对，而是对社区团
购的商业本质的理解有所偏差，惯性地把
一些互联网行业的习惯做法生硬地带进
来。把一个本质是零售的模型，认知为一
个本质是流量的模型。基于这样的认知，
而采取了快速烧钱，高举高打的做法。这
是错误的，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

彼时，十荟团还认为社区团购需要本
地差异化运营，差异化运营就不能一味追
求速度。一位在创业初期就加入十荟团的
总监顾洪（化名）告诉界面新闻，“十荟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老三团（兴盛优选、同
程生活、十荟团），业内公认的评价，品质
把控最好的还是十荟团。”

二、内部赛马被淘汰
在十荟团的成长过程中，阿里巴巴是

一个绕不过去的角色。
2020年年中，凭借团长运营与供应链

的效率，十荟团已实现了利润率为正。但
这时，更多玩家和资本涌入社区团购，不
仅阿里和腾讯异常重视，就连美团、拼多
多、滴滴、字节跳动、京东、快手也积极
入场。一位十荟团的早期投资人就曾向界
面新闻记者表达过担忧，巨头决心入场，

十荟团的终局就是被淘汰。
巨头刚入局时，整体供应链及履约能

力不足，但仅半年时间，他们几乎就已补
足了功课。巨头发起战争，创业公司很难
不被牵着鼻子走， 面对强攻，创业公司不
得不融资拿更多的钱，被动地去打阵地
战、补贴战。

2021年 1月，兴盛优选拿到了 30亿美
元融资，紧接着十荟团拿到了阿里领投的
7.5亿美元投资，剩下没有资本支持的同程
生活、食享会等公司已没有了生存的可能
性。

对巨头阿里来说，下沉市场和社区团
购是一条不能放弃的赛道，如果被拼多
多、美团任意一家对手拿下，就很可能直
攻阿里的电商大本营。因此，阿里十分重
视，一边通过投资十荟团迅速抢位，但一
边也派出了MMC事业群这支大军。

早先MMC事业群未成立前，阿里就做
过多次尝试。2020年下半年以来，阿里有
多支团队在进行社区团购业务的尝试，包
括菜鸟驿站、零售通、盒马集市、饿了么
等，但是摸索半年后，饿了么与菜鸟的相
关业务都不再大规模扩张。最终“赛马”
的结果是盒马集市及零售通胜出，通过二
者合并的方式成立新事业群。

2021年 3月，MMC事业群成立，聚焦
社区团购业务，由阿里合伙人戴珊带队。
MMC事业群在产端打通了盒马、大润发、
零售通、1688及淘特、阿里数字农业的供
应链，网格仓依托三通一达开展的网格仓
加盟商资源，销售端打通零售通的百万门
店、菜鸟驿站的团长资源。戴珊曾表示，
对社区团购的投入将不设上限。

十荟团和MMC事业群之间关系微妙。
作为创业公司，十荟团拿了阿里的钱，阿
里是其投资人，但也恰是拿了阿里的钱让
十荟团面临的竞争环境更为严酷复杂。十
荟团不仅要面对外部竞争，还要与MMC竞
争，相当于阿里体系内的“赛马”。

尽管陈郢想要保持独立发展，但拿了
阿里的钱，就要达到阿里的要求，上述十
荟团中层员工透露，阿里对GMV和单量都
有要求，做得不好的区域，就得作出牺
牲。2021年 8月，陈郢的内部信中已经出
现了苗头，称十荟团将与阿里MMC在部分
地区进行区域整合，在运营方面资源共
享，随后收缩全面开启。

三、速度与失衡
裁员潮是从去年8月开始的。
2021年 8月 21日，陈郢发布内部信称

短期内将大刀阔斧地改革部分效率较低的
业务区域。随即，十荟团在多城开启大规
模裁员，从 2000余县市撤退到仅留长沙、
武汉、济南、江苏、广东 5个城市继续运
营。

据一位前员工透露，“商品毛利做不到
15%左右 （含营销费用） 的城市全部关
停。裁员则从前线打仗的商务拓展（BD）
开始裁起，多数地方区域员工全部裁掉，
然后就是职能部门，巅峰时期十荟团约有1
万人，最终裁员目标在 1500人。” 一位广

东的十荟团团长也向界面新闻证实，去年8
月下旬的一天，十荟团突然直接撤仓，一
点预兆都没有。

去年 3月，十荟团曾拿下阿里领投的
7.5亿美元D轮融资，加上 2020年 11月的
C3轮融资，十荟团在这一巅峰阶段共拿到
了 9.46亿美元。为了在阿里内部拿到更多
的话语权，也为了用数据换来财务投资人
的继续支持，十荟团加速扩张、拓城。

一位湖北地区的十荟团前员工向界面
新闻描述了十荟团的速度：“我是去年 3月
份入职的，当时公司还不到 4000人，到了
7月，就已经超过9000人了。”

拓城的要求也在降低，顾洪证实，之
前新开一个城市的要求是达到正毛利，但
有了资本输血后，指标可以允许亏 11%。
这样，社区团购的战火主要从过去二三线
的核心城市，迅速蔓延至三四五线城市。

危险正在暗处滋生，大力开发下沉市
场，导致链路拉长，物流费用增加。为了
规模与速度，十荟团还开始了低价补贴，9
毛9的商品在行业中全面铺开，刷单冲KPI
成为了内部的心照不宣的秘密。尽管低价
补贴让单量有所起色，但整体业务受损非
常严重。

一系列操作带来的是十荟团发展节奏
失衡，业务模型崩塌。另一方面，在美团
优选、多多买菜等围攻之下，9.46亿美元
弹药也算不上充足。据媒体报道，2021年
十荟团定下了 800亿的年度GMV目标，而
此前十荟团活动力度最大的 1月份，GMV
也只有20亿。

在十荟团腹背受敌之时，国家的强监
管政策，也在给十荟团“降温”。2021年 3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刷单乱象对十荟
团在内的 5家社区团购企业作出行政处罚，
其中十荟团被处以150万元顶格处罚；同年
5月，十荟团再因“低于进货成本价格销售
商品的低价倾销行为”及“利用欺骗性的
语言、文字等标价，诱导他人与其进行交
易”，被处以 150万元的顶格罚款，江苏区
域停业整顿3日。

“其实各家平台都在拼销量，但处罚明
显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压力。比如用券受到
限制，甚至每月月底的促销活动节日，也
都取消了，直接导致了平台订单量和UV的
下滑。”上述湖北地区的前员工说到。

此时，距离投资人希望看到的可持续
性的盈利增长，已经相差太远了。去年 7
月，十荟团传闻中的新一轮融资并没有完
全到账。据界面新闻了解，该笔融资规模
在 12亿美金，但只有阿里作为战略投资人
完成了3亿注资，其他财务投资人的钱并未
如期到账。

“此后可能陆续还有两笔数千万的资金
进来，对创业公司来说够撑一段时间了。
放在几年前，每一笔融资在行业里都不是
小数，但现在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一位十
荟团中层员工向界面新闻表示。

四、转折与自救
提起 2021年初的春节，顾洪仍觉得黄

粱一梦。

当年央视春晚，淘宝再次成为春晚独
家电商合作伙伴，并在春晚舞台上力推新
业务淘宝买菜。淘宝买菜只是一个品牌名
和流量入口，实际上的供货方和服务提供
方是十荟团。就在除夕前一天，陈郢还在
年终总结会上强调，2021年春节，十荟团
进入了“关键时刻”，我们要跟着淘宝买菜
上春晚。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十荟团就从
巅峰坠落。

事实上， 一直到2020年春节前，十荟
团的发展都算得上顺风顺水，阿里也给予
其大力支持。彼时，各家巨头都开始抢夺
社区团购的蛋糕，十荟团 2019年的A轮融
资及 2020年 1月、11月的融资中，阿里不
遗余力连续投入。

除了财务投资外，在业务层面，阿里
旗下的零售通小店及菜鸟驿站、1688、大
润发，甚至各端流量入口也都与十荟团开
展了合作，以提升其流量、末端物流密度
和履约能力。自十荟团接入手淘、支付宝
等平台端口后，十荟团湖南等地单量一度
逼近兴盛优选。巅峰时期，淘宝买菜的流
量也占到了十荟团总单量的30%。

变化发生在阿里决定亲自上阵后。
2021年 3月 31日，阿里再次领投十荟团，
这已是阿里第四次投资十荟团了。但 2021
年初的一场投资人交流会上，阿里对在场
投资人明确表示，“我们并不会将重心放在
实际未控股的十荟团身上，2021年开始，
阿里将会亲自大力投身社区团购。”

MMC很快成立，且攻势凶猛。想要保
持独立发展的十荟团，只能不断提高自己
的业绩，以期在赛马中获胜。据媒体报
道，2021 年 8 月，阿里在对赌协议中要
求，若是十荟团想拿到新融资，十荟团必
须实现城市盈利。

上述十荟团中层向界面新闻证实，“阿
里给你钱可以，但是要达到很多要求，做
得好的区域可以留下，做得不好的区域直
接由MMC来做。”

顾洪感觉到，阿里支持的消失也发生
在 2021年 8月。“当时，陈郢在内部信里
说，要进行自我革新，业务与阿里MMC进
行战略整合。随后就是关城，十荟团大规
模关停20多个城市的业务。”

2021年 9月，淘宝买菜和盒马集市合
并升级为“淘菜菜”，阿里的态度变了，彼
时淘菜菜的运营负责人汪庭祥曾表示：“十
荟团跟淘菜菜和盒马集市，并没有太多的
关联。”顾洪认为，淘菜菜内部地位的提
升，自然意味着十荟团地位的下降。

也有高管向媒体连线 Insight透露，阿
里一些顶层管理者决定不再倾斜流量给十
荟团，而是全力导流到淘菜菜，十荟团成
为弃子。

事实上，易果生鲜与盒马生鲜也曾在
阿里内部赛马，最终仅一年多时间，侯毅
所带领的盒马生鲜团队就在阿里集团内部
击败了张晔带领的易果生鲜，后者黯然退
场。

为了生存，十荟团也展开了多项自救
行动。顾洪表示，十荟团关掉了亏损的城
市、提升商品毛利、关停部分销售差的团
点、裁员、开展团批新业务，但就算收缩
到最后的五城，也坚持不下去了，“没有盈
利模式了，不是钱的问题，就算有钱进来
也是亏损。”更何况，投资人开始变得谨
慎，融钱也变得无比艰难。

回望 2020年底，陈郢曾在内部全员信
中预判，未来 12-18个月，行业竞争会非
常激烈，但他仍旧坚定地相信常识：当大
量的用户在“薅完羊毛”之后，会用脚投
票，继续选择去体验最好、最稳定的平台
进行长期购物；合作伙伴们也会选择对他
们有服务意识，和长期共同发展理念的平
台，一起合作。

如今，进入社区团购决赛圈的只剩下
几位玩家：美团优选、多多买菜、淘菜菜
及兴盛优选。橙心优选也逐渐退场，无论
如何，社区团购都将注定是头部公司之间
的战役了。目前十荟团已经进入善后工
作，已经身处谷底的十荟团再无触底反弹
的机会了。

在采访中，界面新闻问及多位离职数
月的员工，得到的回答多是“早就不关心
了”。上述早期投资人提到十荟团时的反应
也是“最近市场还关心吗？这种公司太多
了，拿到融资后倒闭，十荟团都是过去
了，2022年要面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