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月12日，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
均价是4.35元/公斤，比2月11日的4.32元/公斤上涨
0.69%。

2月13日，蔬菜的上市量比2月12日有所增加，
增幅为3.32%，节后上市量首次突破两万吨。近几日，
北方地区连续出现阴雨天气，对蔬菜生长、采收及运
输造成一定影响，前天因大雾天气滞留途中车辆陆续
进场，使得蔬菜上市量连续两天增加，两天累积的增
幅达到12.14%。加权平均价受叶类菜及茄果类价格
上涨拉动，出现小幅上涨。

2月13日价格上涨的蔬菜主要有：菠菜、散叶生
菜、茴香、香菜、油麦菜、青蒜、黄瓜、丝瓜、苦瓜等。市
场上叶类菜大部分产自河北地区，属于暖棚种植，对
温度比较敏感，气温降低、光照不足都会迫使生长速
度放缓，产量随之下降，产地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产自
山东的青蒜受降雨影响上市量锐减，同时由于前段时
间产地气温较低，一批青蒜被冻死在地头，产量明显
减少，山东青蒜价格上涨的同时拉动四川青蒜同步上
涨；产自河北、辽宁的黄瓜因连续阴天，光照严重不
足，生长速度放缓，能达到商品规格的产量急剧下降，
产地供应紧张，价格不断走高；丝瓜、苦瓜均来自山东
地区，低温、阴雨天气造成供应短缺，产地价格升高。

2月13日价格下降的蔬菜主要有：圆白菜、鲜食
玉米以及部分菌类等。产自湖北的圆白菜由于市场
保有量充足，后续进场量还在不断加大，供应明显大
于需求，商户被迫降价促销；产自海南的鲜食玉米节
后价格持续回落，一是节前商户储存量大，二是节后
产地价格不断下降，形成销售价格跟着产地价格跑的
节奏；整体菌类价格出现不同程度回落，节前菌类销
售旺盛，价格被消费拉动，节后菌类消费回归常态，价
格自然回落。

总体来看，由于降雨原因，今天上市量充足，但
销售量稍显不足。对于节后的销售状况，商户之间
也存在不同感受，但大家都盼望着市场恢复到之前
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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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味“失味”

近日，三巨头中的“一哥”
绝味食品发布 2022年度业绩预
告 。 根 据 该 预 告 ，绝 味 食 品
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66亿元～
68亿 元 ，同 比 上 升 0.78%～
3.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2.2亿～2.6亿元，同比
下降 73.49%～77.57%；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5亿
元 ～2.9亿 元 ，同 比 下 降
59.69%～65.25%。

营业收入微弱上升、净利润大
幅下滑，这可以说是绝味食品上
市以来最差的一份成绩单。据了
解，2017—2021年，绝味食品的归
属净利润分别为5.017亿元、6.406
亿元、8.012亿元、7.014亿元、9.809
亿元，扣非净利润分别为4.875亿
元、6.21亿元、7.613亿元、6.795亿
元、7.194亿元。

煌上煌紧接着发布了业绩预
告，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预计为
3000万元～4000万元，同比下降
约 79.25%～72.33%；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区间预计为
200万元～1200万元，同比下降约
98.30%～89.78%。另外，2022年煌
上煌门店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

目前，卤味三巨头仅剩周黑鸭
还未披露财报。但在今年年初，
周黑鸭被传在业绩交流披露出业
绩预测值，预计公司2023年净利
润仅为1.5亿元～2亿元。受市场
消息影响，周黑鸭股价在 1月 11
日闪崩跳水，盘中一度跌超25%，
收跌22.95%。1月12日，周黑鸭发
布澄清公告，称公司将努力实现2
亿元或以上的2023年度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周黑鸭 2022
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去年上半年
实现营收 11.81亿元，同比下降
18.7%；实现归母净利润1837.7万
元，同比下滑92%。因此，这一澄
清公告显然不能有效回应市场传
闻。1月 12日，周黑鸭股价低开
低走，延续前一天的跌势，当日收
跌5.78%至4.24港元/股。

价格“劝退”

卤味三巨头的财报数据不如
意，是卤味赛道不再“香”了吗？

绝味食品和煌上
煌在业绩预告中均
提到，企业受疫情影
响导致生产能力不
足或门店停业，以及
原材料成本上涨幅度较
大。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年轻人为何不爱吃鸭
脖”曾登上微博热搜，部分年
轻消费者提到绝味、周黑鸭等
品牌涨价幅度过大。

2022年年初，绝味食品将部
分产品提价5%；2022年7月，绝味
食品再次对部分品类进行调价，
涉及鸭掌、鱿鱼、凤爪等，此次平
均提价幅度7%～10%。在大众点
评和小红书上，也有不少消费者
吐槽卤味三巨头的涨价行为，说
鸭脖虽然味道还“在线”，但价格
着实“劝退”。

休闲卤味到底有多贵？2月
10日，在广州市三家休闲卤味巨
头的线下门店。就部分消费者提
到的鸭脖单品而言，周黑鸭销售
的微辣鸭脖、五香辣脖均为一份
26.9元（200g），绝味销售的招牌鸭
脖一份22元（250g），煌上煌的酱
香鸭脖一份24.9元（250g）。粗略
估算一下，一斤鸭脖最便宜也要
44元，最贵的接近68元。

正在绝味购买卤味的消费者
介绍，自己一般一周来买一次，如
果自己吃每次大概就花费几十元
钱，如果有聚会的话基本上在200
元之上，近几年因为疫情待在家
里不会出来，所以买的次数有减
少。另一位在煌上煌购买的消费
者则提到，自己大概一星期最多
买一次，金额方面看人多人少，自
己买30元左右，基本上不会受疫
情的影响而改变买的次数。

渠道“缺位”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年
中国卤制品行业研究报告》显示，
2021年中国卤制品市场规模约
3296亿元，同比增长 15.0%，佐餐
和休闲卤制品行业规模分别为
1792亿元和1504亿元。股价闪崩
跳水的周黑鸭、业绩不佳的绝味
食品和煌上煌，卤味三巨头的生
意经为何不灵了？“涨价”策略能
帮助卤味巨头业绩止跌吗？

“卤味食品在过去的一年里
面，应该说总体日子都不太好过，

尤其是以线
下门店为主的，这
些品牌整体业绩都不太好。”艾媒
咨询 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分
析，一个是受疫情影响，在门店里
基本没生意做，对业绩造成非常
大冲击；另一个就是他们的销售
渠道还是以线下的加盟连锁为
主，线上布局整体来说比较弱，缺
乏对渠道风险把控的有效布局。

“卤味食品并不是消费者特
别刚需的产品，频繁地调整价格
会伤了这些消费者的心，同时也
会减少消费的量。”对于不停上
涨的价格，张毅则表示，把“涨
价”当作减少亏损的补偿，这种
方法不可取，尤其是对卤味食品
本身，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好渠道
的布局、抓好食品的品质、拓展销
售的品类。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也提到，卤味食品的涨价，既有被
动式的成本上升的影响，也有企
业主动拉升利润的一个策略。
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原
因，涨价对企业来说都是一把双
刃剑，它能帮企业挽回一些利
润，可消费者却不大接受，建议企
业在涨价之前一定要做好全方位
的评估。

此外，卤味食品的卫生问题
也颇受关注。张毅提到，对于
卤味这类食品，如果生产没把
好、运输没把好、储存没把好，
整 个 食 品 安 全 问 题 会 随 时 爆
发。朱丹蓬则建议，消费者要认
准一些大品牌，在正规的渠道、
正规的门店去购买相应的产品，
企业则一定要做好整个质量内
控体系的完善，国家要加大整
个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以及处
罚的力度。

年轻人还爱啃鸭脖子吗？

近日，传统休闲卤味“三剑客”两大巨头绝味食
品、煌上煌相继发布2022年业绩预告，净利润均
出现断崖式下跌；另一巨头周黑鸭此前被传净利润
大幅下滑，导致股价单日闪崩式下跌22.95%，市
值一天内蒸发约32亿港元。卤味赛道的顶流为何
集体发展失速，净利下降、营收难涨的难题又如何
破解？

休闲卤制食品
行业需要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