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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铁 自2022年1月1日起，
熊猫乳品主要炼乳产品出厂价实施新
的调价政策，打响食品上市公司开年调
价“第一枪”。随后，海融科技、立高食
品两家烘焙原料上市公司相继发布调
价公告，涉及冷冻烘焙、奶油等产品，涨
幅在3%—8%不等。

立高食品表示，公司一直靠降本增
效等举措对冲经营压力，且今年涨价态
势仍在持续。公司虽对部分产品出厂
价进行了小幅上调，但更希望采用内部
消化的方式去应对成本压力。

另据下游连锁烘焙企业证实，2021
年烘焙原料成本上涨较快，整体上涨
幅度在5%左右，个别企业动物奶油
采购价上涨了十几个百分点。尽管
如此，企业对终端产品涨价仍比较

谨慎。为缓解成本压力，有烘焙企业
选择在其他方面减少开支，还有一些企
业计划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应对。

烘焙原料企业密集调价

2021年12月30日，“炼乳第一股”
熊猫乳品率先发布调价公告，鉴于主要
原材料、包材、人工、运输等成本的持续
上涨，拟对主要炼乳相关产品出厂价格
进行调整，调整幅度为3%—10%不等，
新价格于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

伴随熊猫乳品打响开年“第一涨”，
海融科技、立高食品两家烘焙原料上市
公司相继跟进。1月4日，海融科技宣
布，鉴于各主要原辅料成本持续上涨，对
部分产品出厂价进行5%—8%的上调，新
价格于2022年3月1日开始实施。

立高食品也自2022年1月4日起执
行调价，称基于主要原料、包材、辅材、
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及公司优化升级
产品带来的成本上升等因素，对部分主
要冷冻烘焙食品及烘焙原材料的产品
出厂价进行3%—8%的上调。

从近日网上流出的海融科技“交流
会议纪要”来看，投资者对此轮调价也
较为关心。海融科技在交流会上表示，
行业内公司纷纷提价与油脂价格上涨
背景有关，本次提价涵盖海融科技所有
奶油产品。而在2021年12月，另一家
奶油生产企业维益食品已进行7%左右
的调价。

立高食品 1月 7日回复，公司在
2021年初就发现烘焙行业重要大宗物
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但一直通过内部生
产经营管理优化、产品结构优化等方式
降本增效，对冲原材料 涨 价 带

来的经营压力。“直到今年，大宗物料价
格仍处于上涨态势，由于公司部分产品
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较大，结合公司
实际生产经营成本、市场供求关系等因
素，审慎决定对部分产品包括葡挞皮以
及奶油的部分品类等进行小幅提价。”

成本压力早有显现

事实上，大宗物料上涨压力在2021
年各烘焙原料上市公司财报中就有体
现，其中油脂原料涨价被多家企业提及。

立高食品在2021年半年报中表示，
由于油脂、糖类、面粉、鸡蛋等大宗物料
价格上涨的影响，以及部分低毛利的品
类如冷冻蛋糕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给公
司成本带来一定的压力。但在规模效
应作用下，公司报告期内冷冻烘焙食
品、奶油、水果制品的人工成本及制造
费用得到进一步摊薄，减缓了材料成本
增长的压力；同时，公司调整产品结构，
奶油、水果制品中毛利较高的产品营业
收入占比有所增加。

与立高食品、海融科技相比，“烘焙
油脂第一股”南侨食品过去一年直面的
是食用油价格上涨压力。中期研究院
曾发布报告称，受全球食用油籽和植物
油库存处于低位影响，国际油脂价格持
续大幅上涨，带动国内食用植物油价格
上涨。南侨食品曾在2021年回应，将根
据市场价格变化调整采购策略，通过询
价、比价、议价，综合考虑技术、质量、功
能、价格等因素确定合适的供应商，尽
可能降低原料油价格波动对经营成本
的影响。

然而南侨食品公布的“月报”显示，
自2021年9月起，其归母净利润开始下
降。2021年11月，南侨食品归母净利润
为2714.51万元，同比减少29.16%，其中
一项主要原因即是受国际原物料价格
上涨影响，成本增加。

作为全球乳粉、乳脂原料重要供应
商，恒天然大中华区 CEO周德汉在
2021年进博会期间表示，恒天然将根
据全球乳制品贸易（GDT）价格指数来
调整产品价格。2021年12月，恒天然
首席执行官MilesHurrell在公司发布
2022财年一季报时再次强调，行业会
根据GDT指数定价，而后者近期呈上
行趋势。

上下游企业多举措应对

与供应商一样，下游烘焙企业也在
过去一年感受到了原料成本上涨压力。

“这两年原料 价 格
一 直 在 涨 ，但
2021年涨价比较

明显，原料整体上涨幅度在5%、6%。”北
京一位烘焙连锁品牌创始人表示，2021
年面粉、白糖、烘焙油脂、奶油等原料均
有所上涨，其采购的动物奶油成本上涨
十余个百分点，在所有原料中涨幅最
大，且不时出现供货紧缺情况。

据其了解，面对成本压力，一些烘
焙企业上调了终端产品价格，但他目前
还没有提价打算。“我们想自己消化成
本，从其他方面减少开支和不必要的花
费，整体不会涨价，但个别产品有可能
微调。过去也经历过原材料的大幅上
涨，但有可能是暂时的。”

浙江某烘焙连锁品牌总经理钟先
生也表示，过去一年面粉、油脂、奶油等
原料成本均有所上涨，整体涨幅约为
5%。其中涨价幅度最大的是烘焙油脂，
公司已接到益海嘉里、南侨食品的调价
函。此外，奶油价格提升幅度在5%—
8%，对此钟先生所在企业已对生日蛋糕
产品售价上调10元。

“目前调价幅度大部分客户也能接
受，但如果未来涨太多，我们会进行比
价，寻找替代原料。”钟先生预计，由于
2022年各种原料价格已调整到位，因此
烘焙企业成本将较2021年有所上涨。
对此，他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新产品执行
新价，老产品中会对个别成本过高的产
品适当调价，对销售不畅、报损率高的
老产品则下架处理。不过他也坦言，对
销售较好的老产品，调价要慎重。

出于同样考虑，熊猫乳品、海融科
技、立高食品也表达了对调价结果的潜
在风险，提醒投资者调价可能对市场销
售造成一定影响，对未来业绩影响具有
不确定性。

按照海融科技在交流会上的说法，
公司在自身接受范围内去做价格调整，
下游客户有充分接受的时间。“另外也
会看Q1大宗商品的变化。行业和公
司还在渠道下沉过程中，产品不断
迭代，还是高度关注市场的反馈。”
对于后续是否有调价计划，海融科
技表示，要基于2022年大宗商品的
价格变化情况，还要看需求端是否保
持旺盛，并参考行业龙头的价格变化。
“海融科技未来更多着眼于产品结构和
增值服务的提升，对下游赋能。”

立高食品也回应，基于品规不同，
公司部分产品提价幅度在3%—8%，幅
度并不是很大，且大部分产品价格保持
稳定。“公司亦在持续关注下游客户对
价格的接受度。总体上来说，目前还是
更希望采用内部消化的方式去应对原
材料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

本报讯 孟刚 中国水产流通与
加工协会近日发布的《2021年中国
小龙虾产业行情分析》（以下简称
《分析》）显示，2021年，我国小龙虾
养殖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养
殖产量再创新高，加工业保持稳步
发展，但外卖市场已经度过爆发成
长阶段，呈现放缓趋势。

直播带货断崖式下跌

《分析》统计，2021年全国新增
小龙虾养殖面积约200万亩，其中
主要是稻田面积增加，且2021年的
养殖单产和商品虾规格比2020年
均有提升。

在加工企业方面，全国小龙虾
规模以上加工企业有123家。2021
年总体加工量比 2020年增长约
10%，加工企业的利润较上年增加
约10%左右。

不过，小龙虾的网红直播带货
由2020年的6000万元降低至2021
年的1000万元，出现断崖式下跌。
对此，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副
秘书长张远华认为，小龙虾的选
品、网红的出场费、“全网最低价”
比拼等让企业无利可图，甚至亏
本，说明企业无法通过直播带货的
形式获取应得的利润，这一方式无
法持续的现象应引起各方关注。

总体价格涨幅明显

《分析》显示，2021年小龙虾的
总体价格高于2020年。以潜江中
国小龙虾交易中心数据为例，潜江
市9钱规格的小龙虾2020年平均
价格为53元/斤，2021年平均价格
为66元/斤，上升了24.5%；6-8钱
规格小龙虾2020年平均价格为35
元/斤，2021年平均价格为43元/
斤，上升了23%。

《分析》显示，湖北、江苏全年
的小龙虾活体交易量活跃，全国小
龙虾交易的各种规格中，交易价格
最低的时候在5—6月份，这与稻虾
养殖模式集中上市有关。张远华
表示，小龙虾总体走势先降后升，3
月早上市和7月虾少的时候，小龙
虾的价格又有所上升。

广东外卖消费居首

小龙虾的商家线上渗透率比较
高，超过50%，外卖是小龙虾餐饮重
要的销售渠道。《分析》显示，小龙虾
外卖市场已经度过爆发成长阶段。

张远华表示，小龙虾餐饮消费
呈现明显的周期性，每年1—2月是
淡季，从3月开始，小龙虾餐饮消费
环比呈现爆发式增长，在每年5月
份达到销售顶峰，随后开始下滑。
每年的4—8月份是小龙虾消费旺
季，以2019年数据为例，这5个月
订单量占比全年超过60%。

《分析》显示，小龙虾外面订单
量排名靠前的10个省份分别是广
东、江苏、浙江、四川、上海、湖南、
福建、陕西、北京、湖北。其中，广
东是小龙虾外卖消费第一大省，订
单量占比超过20%。

烘焙原料企业开年密集调价，
成本压力有多大？

直播带“虾”断崖式下跌
《2021年中国小龙虾产业行情分析》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