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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花500元天天换新衣，你接受吗
多款“共享衣橱”抢滩市场，难获认同 资本燃烧资源浪费，“共享”经济步入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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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11月29日， 三湘都市报记
者下载了包括“衣二三”、“女神
派” 在内的几个比较火的共享
衣橱APP发现， 所谓的共享模
式大同小异， 就是用户通过包
月或者按次向租衣平台付费
后， 可以挑选平台中的各类昂
贵或者新潮衣服。

“包月租衣，每月仅需499
元，一次可租3件，任你挑选，
30天衣服不重样。”这是“衣二
三”上打出的广告语。在该租
衣平台上， 用户会员费为499
元，为吸引更多会员，首月新
人会费则只需299元。 会员期
间， 可以在一个月内不限次
数、不限持有时间地挑选中意
的款式，每次可选择3件。而在
“女神派”上，租衣规则显得更
为复杂。 不仅衣袋有三件限
制，会员卡还分为时尚卡和轻
奢卡；平台服饰也有1钻至3钻
的划分。

记者注意到， 几家APP来
回租衣邮费均由平台自己承
担， 并且提供快递上门取衣服
务。

“能节省买衣开销，又能每
天打扮时尚， 对我来说是很好
的生活模式。” 周小姐表示，衣
服流行换季周期很快， 以前买
回来的衣服， 经常是穿几次就
压箱底了。

在今年4月于长沙举办的
2017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上，
“衣二三”的创建人之一王琛就
表示，“衣二三” 借助美国一个
衣服租赁平台的经验， 打造出
云端衣橱， 目的是让消费更加
理性，“时尚消费有一个价格壁
垒，有什么钱就买什么衣服，我
们想让更多人用更低的成本穿
到更多的衣服。”

“每个月都会在上面租衣
服， 穿得好就买下来。”25岁
的律师周小姐需要很多职业
装，在半年前注册了一款共享
衣橱APP，“不用去商场就可
以试穿，很方便。”

每月花二三百元，就能每
天穿不一样的衣服。“共享衣
橱”的落地，让女生“公主梦”
照进现实。近两年来，以“多啦
衣梦”、“衣二三”、“女神派”为
代表的数家共享衣橱企业先
后获得数千万级美元的多轮
融资， 其中不乏IDG资本、经
纬中国等一线投资机构。

尽管“共享衣橱”抓住了
女性服装的痛点，但业内专家
表示，共享衣橱相对来说非刚
性需求，用户习惯培养和市场
拓展仍需较长时间，现阶段很
难出现行业巨头。

■见习记者 陈柯妤

“共享”顺风车真的好搭吗

近年来， 共享经济的触角似
乎在无所忌惮地延伸： 从共享单
车到共享衣橱，甚至到雨伞、充电
宝、 宿舍……根据罗兰贝格公开
报告显示，预计到2018年，中国共
享经济规模将达2300亿美元，约
占世界共享经济总额的44%。然
而，“共享充电宝” 看起来和过去
的充电宝租赁没有什么不同，“共
享婴儿车”和“共享雨伞”也是很
多商场和酒店早就存在的服务，
那么“共享”和“租赁”到底有什么
区别呢？

丁道师认为， 共享经济的核
心应该是去激活闲置资源的价值，
有偿与他人分享，从而提升社会资
源的利用效率。“而现在的共享单
车、共享雨伞、衣橱其实都是租赁
经济，它只是改变了付款方式。”

当商业形式只想搭上“共享”
的顺风车，可能并不是好事，容易
出现盲目跟风以及同质化严重的
问题。毋庸置疑，基于市场需求，
所有共享经济都有巨大的潜力，
比如，几十元一晚的住宿，几百元
就可以穿上的奢侈品牌……确实
让人心动。 共享概念顺应了市场
发展和人们对便捷生活的追求，
但不能忽视“共享”的本质，是整
合线下的闲散物品、劳动力、教育
医疗资源；而“共享”的未来，则是
由市场和消费者共同来决定。

热潮退去，
共享经济迎来冬天

共享单车行业经历了一轮爆
发式增长后，出现了马太效应，第
一梯队的ofo摩拜越战越勇，第二
梯队的哈罗单车与永安行已宣布
合并，而小蓝单车、酷骑单车、悟
空出行等单车则因车辆被损毁、
资金链断裂等原因陆续宣布停止
运营或被转让。

与共享单车境遇相同的，还
有共享充电宝， 今年3月以来，共
享充电宝行业宣布获得融资的企
业已有Hi电、来电、街电、小电等，
甚至出现了40天融资超过12亿元
的盛况。但仅仅半年以后，乐电、
河马充电、小宝充电、创电、放电
科技、PP充电、 泡泡充电等7家共
享充电宝企业出局或已走到项目
清算阶段。

看起来更加“高大上”的共享
汽车领域同样是冰火两重天，10
月27日共享汽车企业途歌（TO-
GO）宣布获得2200万美元的B轮
融资。几家欢喜几家愁，就在同一
天，另一家共享汽车平台EZZY正
式对外发布公告， 宣布终止平台
服务，黯然收场。

租衣平台转型之
后，日常服装这种私有
度很高的物品，会有租
赁市场吗？

对此，速途研究院
执行院长丁道师认为，
运营成本如果无法被
摊薄，将会陷入恶性循
环。“互联网租衣虽有
市场需求，但目标群体
仅是小部分人群，少而
分散，很难在全国范围
内做成标准化复制。”

他表示，分享经济
模式通常是以大件物
品进行共享， 比如房
子、汽车等，小件物品
是难以形成分享经济
的，“因为小件物品涉
及流通成本、来往邮寄
衣服的快递费用，这个
过程增加了行业成
本。”

此外， 艾媒咨询
CEO张毅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也表示， 这种
“共享衣橱” 的模式类
似汽车试驾，最终盈利
还是要通过卖衣服，会
员制只是获客试穿的
方式。

正因为这一点 ，
“共享衣橱”受到争议。
不难发现，市场上“昙
花一现”的共享创业公
司举不胜举，如跳色衣
橱、魔法衣橱、摩卡盒
子等均没能熬过2016
年。

小物件
不适合“共享”

背景

手记

采访中，长沙某婚纱租赁店
老板告诉记者， 目前线下礼服
的租赁价格以天为单位计算，租
赁单价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此外，衣服更新率高且需要经常
清洗维护，而线上平台除了承担
衣服采购成本、清洗费用，显然
还需要支撑起庞大的物流费用。
如果一个月30天中消费者每天
都在不断寄还衣服，单是快递成
本就需要200元左右。

仅靠每月几百元的月租费
用， 似乎很难支撑平台发展。有
业内人士就直言，“共享衣橱”模
式一直处于冰火两重天的境况。
一方面，凭借共享经济的风潮不
断获得投资。但另一方面，“共享
衣橱”的商业模式转变本身又似
乎有着悖论。

今年9月， 女装月租共享平
台“衣二三”宣布完成5000万美
元C轮融资，由阿里巴巴、软银中

国、红杉中国联合领投。仅一年九
个月时间，“衣二三” 就完成了从
A轮到C轮的融资。 不仅如此，其
他线上服装租赁平台也曾相继
上线并获得融资。3月1日， 多啦
衣梦宣布获得1200万美元A+轮
融资。今年2月，女神派也拿下了
国内服装电商领域迄今为止最大
的A轮融资，共计1800万美元。

然而，相比于“滴滴打车”今
年4月28日超过50亿美元的新
一轮融资，就数额方面，可以看
出市场对共享衣橱的认可度远
低于其他共享模式。

据了解，此前线上服装租赁
多定位于礼服、 制服等专业领
域，因市场不大，随后转向大众
日常服装，如“衣二三”前身是一
家名为“久物”的二手服装租赁
平台，最初的定位仅是在线礼服
短租平台，面向商务会议和婚礼
派对等使用场景。

【发展】 线上租赁赚钱难，靠投资生存

“根据平台规则， 消费者要
先把衣服寄回，平台才能寄出新
的衣服。 邮寄过程需要时间，最
快也要隔天到。” 周小姐告诉记
者，尽管共享衣橱提供的选择范
围大了，但耗在等待衣服上的时
间也难免闹心。

采访中，记者查询发现，在多
家共享衣橱APP的评论下，用户反
馈得最多的除了“时间花费多”，
还有“等得花儿都谢了还是约不
到心仪款”“租到的衣服有落差”
等等抱怨。比如网友“找树洞藏故
事”就吐槽道：“相中的衣服基本都
待返架，还不能预约返架后租。”

11月30日，记者在“衣二三”
上随意勾选了Acne�Studios品
牌，发现其下仅有的三款衣服均
处于待返架状态，随后勾选的几

个品牌，如“Michael�Kors”“O-
HCAT”等也有超过半数的款式
未返架，无法预约。

在消费者最关注的卫生方
面，记者注意到，国内几家共享
衣橱平台都在宣传中强调“可以
做到五星级的清洗服务”，比如：
“采用进口干洗设备”，“多道人
工筛查及整理工序”， 可以完全
“清除衣服上附着的灰尘”……
不过，当记者在其平台上询问客
服人员可否告知具体的清洗工
厂地址或者合作的清洗企业名
称时，始终没得到回复。

“衣服是贴身穿的，如果不能
确定干净， 基本是不会考虑的。”
传媒工作者黄小姐表示， 自己虽
然爱美，但考虑到卫生问题，心里
还是过不去那道坎儿。

【体验】 耗时久，预约难，客户更看重卫生【模式】
499元可以打扮一个月

每月花两三百元，就能每天穿不同的衣服，“共享衣橱”的理念也收获了一批粉丝。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