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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晚，蒙牛乳业发布
公告称，卢敏放已辞任公司执行董
事、董事会副主席、战略及发展委
员会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等

职务。
公告显示，卢敏放因投入更多

时间于个人事务及家庭，自 2024年
10月 10日起辞任上述职务。今年
3月，卢敏放已辞去蒙牛乳业总裁
职务，蒙牛乳业高级副总裁、常温

事业部负责人高飞接任总裁，并担
任执行董事。

同时，公告表示，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集团”）战略部
副总裁兼产业投资部总经理、中粮
我买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王希，将

出任蒙牛非执行董事、战略及发展
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

截至公告日，中粮集团透过全
资子公司持有中粮乳业控股有限
公司 70%权益，后者持有中粮乳业
投资有限公司约 82.16%权益。中

粮乳业投资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
持有蒙牛乳业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21.50%权益。此外，中粮集团还
透过其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蒙牛
乳业已发行股本总额约 2.64%权
益。

卢敏放辞任蒙牛董事会副主席等职务卢敏放辞任蒙牛董事会副主席等职务

□文/图 郭铁

四战深交所上市失败，区域乳企四
川菊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菊乐股
份”）转向北交所。近日，菊乐股份在新
三板挂牌，并已完成北交所上市辅导备
案。

自2017年起，菊乐股份先后四次向
深交所递交招股书，主板上市未成，却因
分公司挪用资金问题而收到证监会警示
函。在此后的上市申请过程中，菊乐股
份内控问题成为监管部门关注焦点。此
外，对区域市场过于依赖，不符合A股全
面注册制“大盘蓝筹”要求等问题，也被
认为是阻碍菊乐股份登陆A股的几大因
素。

为打破销售区域限制，菊乐股份在
2020 年收购黑龙江惠丰乳品有限公
司。然而最新财务数据显示，菊乐股份

传统乳饮料营收占比回升，以惠丰乳品
产品为主的发酵乳业务营收有所下滑。
目前，惠丰乳品生产经营场地及主要设
备仍是租用而来，不排除搬迁风险。

四战深交所上市
9月 24日起，四川菊乐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在全国股转系统创新层挂牌公开
转让，证券简称“菊乐股份”。

在此之前，菊乐股份曾四次冲刺深
交所上市，分别于 2017年 12月、2019年
8月、2020年 6月、2023年 3月披露招股
书，且在 2017年、2019年提交上市申请
后撤回。2023年 3月以来，菊乐股份 3
次中止发行上市审核，理由均是 IPO文
件中记录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
2024年 6月，因菊乐股份撤回发行上市
申请，深交所决定对其终止发行上市审
核。

上市未成，菊乐股份却因分公司挪
用资金问题而先领到证监会“罚单”，被
外界形容为“带病闯关”。据证监会
2020年 4月 21日通报，菊乐股份在申请
首发上市过程中，存在眉山分公司出纳
挪用公司资金发生额累计达 9577.89万
元且首次申报稿未披露该事项、货币资
金披露不实、内控制度存在重大缺陷、返
利计提不准确等问题，因此对其采取出
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菊乐股份曾多次在招股书中称，公
司发现问题后已报警处理，并在事后追
回了全部挪用资金，未造成财产损失；对
当事人予以辞退并报案，对时任分公司
会计主管及公司财务总监、财务经理进
行处罚。公司自2019年3月以来采取了
一系列整改措施，加强货币资金的内部
控制，并在最新招股书中对货币资金披
露不实、返利计提不准确事项如实披露
并进行了调整。监管措施对公司的影响
已消除，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不过从监管部门 2023年 3月、2024
年 2月发出的两轮问询函可以看出，内
控问题依然是菊乐股份上市过程中难揭
掉的“伤疤”，被要求说明当初挪用资金
是否流向关联方，菊乐股份未及时发现
违规行为的原因，内部控制的具体缺陷，
以及内控整改的有效性、是否存在其他
内控不规范的情形等。

随着2023年2月股票发行注册制全
面实施，菊乐股份主板上市再添难度。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全面实行股票发行
注册制投教问答”，改革后主板要突出大
盘蓝筹特色。所谓“大盘蓝筹”，是指上
市公司在市场中有一定垄断性的市场潜
力，有较好的盈利能力，且有一定的市场
前景。在股市上代表了本行业特征，并

能左右本行业在股市中的波动。以此为
参照标准，对四川区域市场依赖度较高
的菊乐股份，想要冠上“大盘蓝筹股”有
一定难度。

冲刺A股失败后，菊乐股份上市雄
心未死，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北交所。
2024年 9月 24日公告显示，菊乐股份已
与中信建投证券签订上市辅导协议，并
在 9月 18日完成北交所上市辅导备案。
菊乐股份提示，公司 2022年度、2023年
度经审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及近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符
合北交所上市财务条件，但须在新三板
连续挂牌满 12个月才能在北交所上会
审议。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认为，菊乐股
份自身条件不符合主板上市要求，退而
求其次选择北交所。目的两个，一是北
交所前景不错，未来有转板可能。另外
不排除其内部投资者想离场，不上市就
没有好的估值。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此前接受记者采
访时称，北交所目前对于投资者有一定
门槛，投资者偏好更加理性专业，对企业
起到一定的筛选作用，因此在北交所也
不一定是无差别交易。只有那些真正具
有专精特新特色、高成长性的企业才可
能得到投资者青睐，形成企业与投资者
的良性互动，最终发展壮大并进入下一
个层级的资本市场。

发酵乳业务营收下降
资料显示，菊乐股份历史可追溯到

1984年成立的成都菊乐健康食品开发
公司，1996年凭借含乳饮料“酸乐奶”踏
入乳制品行业。依照菊乐股份此前招股
说明书，其公开发行募资主要用于甘肃
古浪县菊乐牧业奶牛养殖项目、四川温

江乳品生产基地改扩建项目、年产12万
吨乳品生产基地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等。

2019年—2023年，菊乐股份业绩呈
增长态势，营收分别为8.29亿元、9.94亿
元、14.21亿元、14.72亿元、15.62亿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11亿元、1.3亿元、
1.58亿元、1.72亿元、1.96亿元。

与多数城市型乳企一样，菊乐股份
的一大风险是对区域市场过于依赖。
2019年—2020年，菊乐股份在大本营四
川市场的营收占比超过 90%，直到 2020
年 10月收购黑龙江惠丰乳品有限公司
（简称“惠丰乳品”）才真正打破销售区域
过于集中的风险。2023年，其四川市场
营收占比降至77.35%，东北三省营收占
比为8.36%。

除伊利、蒙牛、光明三大巨头外，菊
乐股份在四川市场主要面对的竞争对
手是营收规模超过百亿元的新希望乳
业，旗下惠丰乳品在东北市场面临的主
要区域对手则是黑龙江完达山、辽宁辉
山等。

东北某乳企销售负责人李经理此前
告诉记者，惠丰乳品最早以“烧酸奶”切
入市场，核心市场集中在黑龙江。后来

“烧酸奶”走下坡路，惠丰又凭借“嚼酸
奶”提高了该品类在东北市场的渗透
率。目前，伊利、蒙牛及地方性品牌都推
出了“嚼酸奶”，惠丰的市场份额面临被
蚕食风险。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以及头豹研究
院数据，2021年，菊乐股份在中国含乳
饮料市场的份额为 0.59%，排名第九。
从近两年业绩表现来看，菊乐股份传统
含乳饮料业务营收占比有所回升，从
2022 年 的 54.7% 升 至 2023 年 的
58.52%。同期，以惠丰乳品为主的发酵
乳 业 务 营 收 占 比 从 24.05% 下 降 至

19.69%，2023年相关营收为 3.08亿元，
同比下降约13.06%。

菊乐股份对此解释称，公司含乳饮
料收入增长且占比提升主要受益于销售
渠道的完善和产品线的丰富。公司大部
分发酵乳收入来源于惠丰乳品，2023年
由于发酵乳终端消费需求恢复有限，区
域竞争有所加剧，导致相关收入有所下
滑。

另据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惠丰乳
品生产经营场地及主要设备均系向第三
方租赁取得，租赁合同有效期到2027年
3月31日止。若未来面临生产场地被动
搬迁风险，将对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在此前的上市问询函中，监管部门
层要求菊乐股份说明惠丰乳品固定资产
租赁合同是否会对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存
在不利影响。

对于未来发展，菊乐股份表示将以
“稳西南、拓东北、扩全国”作为销售战略
核心，挖掘盈利增长极，贯彻“差异化大
单品”的产品竞争策略。此外，还将加快
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技术改造和智能工厂
的建设。

宋亮认为，菊乐股份当初收购惠丰
乳品不排除满足上市条件考虑。菊乐
股份体量不大，通过一些方法可以保障
持续盈利，但其主营业务竞争力仍在四
川。当地消费具有多元化特点，因此乳
饮料产品有一定市场空间。当前市场
特点是新品高投入无效，因此菊乐股份
乳饮料、巴氏奶走出四川的难度较大，
未来做“白牌”产品、给渠道代工是个出
路。

针对公司转战北交所原因、2024年
业绩表现、惠丰乳品是否筹划自建厂房
等问题，记者 10月 10日起联系菊乐股
份，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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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不少网友发现，绝味食品
部分长沙门店在卖鸭脖之余，也开
始卖奶茶，此举被外界视为品牌正
在寻求的第二增长曲线。在半年闭
店近千家，国际化进程搁浅，投资副
业难见回报的局面下，奶茶究竟能
否为绝味食品带来新出路？

业内认为，当前奶茶赛道群雄
逐鹿，绝味食品的奶茶如果仅靠低
价和常规口味比拼，或难以立足，
比起跨界寻新路，还是要在卤味老
本行内多下功夫。10 月 11 日，绝
味食品回应记者称，售卖奶茶的尝
试系分子公司区域市场创新动作，
暂不会全国范围推广，后续公司会
着重调整门店和加盟商结构，推动
品牌升级、进行数字化转型。

卤味龙头跨入奶茶赛道
“鸭脖大王”开始卖奶茶了。10

月，记者在某外卖平台看到，绝味食
品已在湖南长沙的东庆街店、文艺
路口店、步行街二分店、湘江世纪城
金北路店等至少 5家门店上线红豆
布丁奶茶、椰椰爆珠奶绿两款奶茶
产品，每杯规格 473ml，原价标注为
10元/杯，新品折扣价为 5.9元/杯，
9.9元/2杯。

而在“绝味鸭脖”官方微信小程
序上，两款奶茶售价为 7元/杯。“绝
味奶茶”分类栏目中，还包含售价 4
元、6元、8元的绝味小小杯卤味产
品，宣传语标注着“奶茶配卤味 快
乐加倍”。部分门店虽未开通奶茶
外卖，但可以通过小程序点单，到店
自取奶茶。

社交平台上，8月初就有消费者
展示自己买到了绝味食品的奶茶新
品，惊呼“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两
个月以来，大家对奶茶新品的评价
不一，有人认为“味道挺好，料也很
多”“边啃鸭脖边喝奶茶一步到位”，
也有人称“甜度冰度不可调整，望日
后改进”“觉得不是特别好喝”。

绝味食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绝味食品售卖奶茶已有三个月左
右的时间，属于销售上的一种新尝
试，目前并未单独设立奶茶档口，
只在部分门店增设了制作奶茶的
区域。到店活动为 7.8元两杯，11.9
元三杯，买任意卤味产品还可加
3.9 元换购一杯奶茶，希望以这种
组合促销的方式吸引更多客流。
口味上，红豆布丁奶茶以红茶为基
底、椰椰爆珠奶绿以绿茶为基底，
卖得还可以，结合后续反馈可能还
会有新动作。

闭店近千家业绩承压
Frost & Sullivan和红餐产业研

究院的数据显示，卤制品行业 2018
年—2023 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6.42%，2023年市场规模约 3180亿
元，增速明显放缓。

业内人士指出，绝味食品开售
奶茶的原因或许与卤味赛道比拼激
烈，自身潜力亟待激活有关。2024
年上半年，虽然原材料价格同比有
所下降，但行业整体面临严峻的经
营压力，出清明显，龙头企业同样要
经受生存考验。目前，卤味行业排
名前五的企业，市占率相加仅有两
成多，集中度不高的情况下，中小卤
味品牌正在抢走市场份额。

多年稳坐卤味上市公司“一哥”
之位的绝味食品，想要守擂并不容
易。2024年上半年，绝味食品实现
营业收入 33.40 亿元，同比下降
9.73%，出现近 4年来的首次滑坡；
实现净利润 2.96 亿元，同比增长
22.20%，较上年同期 145.55%、全年
46.63%的同比增速有所放缓。

绝味食品称，营收下滑主要是
因报告期内销量下降。而作为增加
销量和市占率的重点，绝味食品门
店数量已停滞不前。截至 2024年
上半年，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市场，绝
味食品共有门店数量 14969家，较
2023年末减少981家。

围绕盈利能力的变化，10月 10
日，绝味食品董事会秘书高远在湖
南辖区 2024年上市公司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中回应称，公司
的盈利能力受市场环境、原材料价
格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管理团
队已在可控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提升
盈利水平，持续改善运营效率。对
于盈利能力的变化，公司将从多个
方面探索提升方法。

其中，伴随着宏观需求和消费
环境的转变，公司开店策略正从跑
马圈地转向精耕细作，将把提升单
店营收和保障加盟商生存作为首要
任务，根据不同市场的实际情况调
整门店模型。

国际化进程和投资副业收效甚微
业绩突破上，绝味食品曾尝试

海内海外两条腿走路。2017年，绝
味食品上市之际，就在布局新加坡、
加拿大等市场，并在 2019年 8月宣
布投资 4亿日元在日本设立全资境
外子公司。2019年半年报中，绝味
食品指出，“要快速推进海外市场的
开发力度，抢占空白地带，以保持规
模优势。”

2023年 3月，绝味食品公告称，
为加快国际化战略，增强境外融资
能力，提高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综合
竞争力，拟启动公司境外发行股份
（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市相关筹备工作。

清晖智库创始人、经济学家宋
清辉向记者分析，“A股+H股”的上
市布局的确能够拓展融资渠道、提
升公司估值和知名度以及增强公司
竞争力等，但由于两地市场的估值
逻辑存在差异，也会面临着因为发
行定价差异太大而损害部分投资者
利益的风险。

绝味食品赴港上市计划最终搁
浅。2024年10月11日，绝味食品回
复记者，2023年 3月公告的筹备港
股上市事项，尚未经股东大会审核，
后公司管理层经审慎研究，相关事
项已处于暂停状态。

目前的绝味食品仍极大依赖内
地市场。2024年上半年，绝味食品
在新加坡、加拿大、港澳市场的收入

之和为4975.43万元，仅占总营收的
1.52%。

海外蓝海扩张有限，绝味食品
又一度打起扶持副业的主意。2017
年起，绝味食品旗下投资平台深圳
网聚通过独立投资和参股基金企
业，参与了对卤味品牌盛香亭、廖记
棒棒鸡，餐饮品牌和府捞面、很久以
前，茶饮品牌书亦烧仙草等品牌的
投资。

2021年，绝味食品提出，将重点
围绕卤味、特色味型调味品、轻餐饮
等与公司核心战略密切相关的产业
赛道投资，探索“第二、第三增长曲
线”。长期目标是用好“内生+外延”

“产业×资本”的增长双引擎，构建美
食生态。

2020年至 2022年，绝味食品在
股权投资上相继支出约 5.64亿元、
6.62亿元、4.62亿元，但投资活动至
今未产生资金净流入。截至 2022
年，绝味食品投资的 29个标的大多
处于亏损状态，相关净利润亏损合
计近2.82亿元。

记者注意到，绝味食品 2023年
年报未再出现投资布局新增长曲线
的说法，而是称“调整了部分投资组
合，突显聚焦卤味核心赛道的投资
定位”。对于该举措是否代表投资
业务在公司的战略地位下降，绝味
食品并未直接回答，只表示相关情
况是公司结合市场发展现状对投资
策略进行的适时调整。

奶茶能否成为绝味的第二增长曲线
而今布局的奶茶业务，能否为

绝味食品打开一扇新窗？据环保组
织太平洋环境资源中心《解锁奶茶
新绿意：中国奶茶行业减塑路径研
究》报告，过去一年，中国消费者共
消费了213.1亿杯现制茶，相当于平
均每秒钟就喝掉676杯。

国人对奶茶的需求不小，但行
业竞争也相当激烈。窄门餐眼数据
显示，截至 2024年 8月 5日，“奶茶
饮品”赛道近一年新开店 16.73 万
家，但是净增长只有3.55万家，意味

着一年内有 13万家店经营者黯然
离场。

在白热化竞争下，绝味食品能
分得几杯羹？据餐战数据，截至
2024 年 8 月，奶茶行业中，蜜雪冰
城、古茗、茶百道门店数量居前三，
分别为 3.12 万家、9433 家、8502
家。如果绝味食品在近 1.5万家门
店全面铺开奶茶业务，将在门店数
量上名列前茅。连锁经营专家李维
华对媒体指出，绝味食品做奶茶的
优势正是上万家门店及消费者与奶
茶消费者重叠，只需要上架转化就
行，“但相对于其他已成熟的奶茶品
牌，绝味食品在供应链、产品品类等
方面都存在劣势。”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向记者分析，绝味食品近几年表现
偏平淡，入局奶茶可能是看到了该
赛道的火爆。但当下的奶茶行业
在高强度竞争中已呈现出“马太效
应”，绝味食品作为新手入局机会
渺茫。从“奶茶+卤味”的组合角度
来讲，其推出的奶茶尽管在 10 元
内，毕竟还是收费产品，不是赠品，
消费者花钱还是会货比三家。绝
味食品在口味上与同价位段的蜜
雪冰城等不具竞争力，地域优势上
也要面对茶颜家族等已成型品牌，
以当前调性较难获得成功，想要拉
升业绩，更多还是要在卤味本行上
多下功夫，提升产品和门店的品
质、管理等。

对于奶茶业务的具体规划，以
及后续如何提振业绩，绝味食品回
复记者称，2024年上半年，行业变化
给公司带来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
但随着近期国家各种利好政策不断
出台，公司将抓住机遇，进一步推进
公司高质量发展。“售卖奶茶的尝试
系分子公司区域市场创新动作，暂
不会全国范围推广。公司会坚持

‘深耕鸭脖主业’的经营战略，着重
调整门店和加盟商结构，推动品牌
升级、进行数字化转型，努力适应宏
观形势的变化和卤味市场的新格
局。”

绝味食品要用奶茶来救绝味食品要用奶茶来救？？
半年闭店近千家半年闭店近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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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达山乳此新鲜北京首店
将另选地址

10月14日，就媒体报道的完达山乳此新鲜北
京首店闭店一事，品牌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回应
称，相关报道不实，不排除寻求法律支持。完达
山乳此新鲜北京首店由于店铺到期，将另选地
址。据了解，此前有报道称乳此新鲜在北京遇
挫，北京首店已悄然关闭。而乳此新鲜正是老牌
乳企完达山创立的品牌，乳此新鲜品牌所用的奶
类原材料均来自北大荒完达山，供应链也是统一
管理和供应。 （张天元）

君乐宝增持奶酪企业思克奇

日前，天眼查显示，思克奇食品科技（河北）
有限公司近日发生股权变更，耿世华由出资 255
万元减至75万元，君乐宝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由出
资 225万元增至 450万元，思克奇企业管理（河
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出投资。此外高级管
理人员备案也出现变更，杨洪滨、周少华、张磊退
出，新增黄亚芳、吴文楠、田晓，变更后由田晓担
任董事长。

据悉，思克奇食品成立于 2019年 4月，主营
常温奶酪棒、低温奶酪棒、奶酪布丁、稀奶油、厚
乳等品类，签约动漫 IP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
裙妈妈。该公司上海工厂布局了常低温奶酪线
及奶酪创新产品生产线，可见君乐宝加大了在儿
童奶酪市场的投入。 （据《新京报》）

“西麦”1批次高钙牛奶
燕麦片抽检不合格

10月 10日，据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第25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通告，该局近
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取 23大类食品 299
次样品，检出不合格样品5批次。

通告显示，标称河北西麦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西麦”高钙牛奶燕麦片（315克（35克×9）/袋，
2024/6/22），被检出霉菌超标。河北西麦食品有
限公司为A股上市公司西麦食品全资子公司。

根据公开资料，霉菌是评价食品卫生质量的
指示性指标。如果食品中的霉菌严重超标，将会
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还可
能产生霉菌毒素；长期食用霉菌超标的食品，可能
会危害人体健康。食品中霉菌数超标的原因，可
能是原料或包装材料受到霉菌污染，也可能是产
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卫生条件控制不到位，还可
能与产品储运条件不当有关。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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