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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黑鸭净利下滑或将逾九成

周黑鸭业绩预告显示，公司2022年营收预计同比
下滑20%左右；净利润不少于2000万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下滑幅度最高可达94%。

数据显示，2021年，周黑鸭曾实现营收28.70亿
元，同比增长31.6%；实现净利润3.42亿元，同比增长
126.4%。

至于2022年业绩下滑的原因，周黑鸭在公告中解
释称，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疫情持续、反复，导致消费
客流骤降，同时部分门店存在暂时停业的情况，对公司
销售及利润均造成一定影响。此外，周黑鸭提到，原材
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端压力增加、汇率变动导致汇兑
损失增加也使得公司利润受到较大冲击。

需要注意的是，进入2023年，周黑鸭成本端依然
承压。今年1月，市场传言称，周黑鸭给2023年的业
绩利润指引只有1.5亿元—2亿元。此消息导致周黑
鸭股价大跌。

之后，周黑鸭对此事进行了澄清，称公司2023年
将努力实现2亿元或以上的年度利润，这是目标而非
预测。周黑鸭同时坦言，公司继续面临来自可能对其
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各种因素的挑战，包括当前
产业趋势下原材料和配料成本更高、公司在成都新设
立的加工厂预计将产生更高的成本及费用等。

国元证券曾在近期研报中指出，周黑鸭在2023年
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公司原材料成本压力自2022年
第四季度已经逐渐显现，该趋势有望延续至2023年，
个别大单品如鸭脖、鸭掌的价格涨幅预期达30%以
上。公司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如主推利润率较高的产
品等，有望缓解部分原材料成本压力。

绝味和煌上煌两巨头净利也大跌

事实上，除周黑鸭外，疫情、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
素对绝味食品、煌上煌2022年的业绩也产生了较大影
响。

绝味食品近期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公司2022年
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2.2亿元-2.6 亿元，同比下降
73.49%-77.57%；预计实现扣非净利润2.5亿元-2.9
亿元，同比下降59.69%-65.25%。营收方面，绝味食
品预计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66亿元-68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0.78%-3.83%。

煌上煌预计公司2022年实现归母净利润3000万
元—4000万元，同比下滑72.33%-79.25%；实现扣非
净利润 200 万元—1200 万元，同比下滑 89.78%-
98.30%。

在提及业绩下滑的原因时，绝味食品表示，受疫情
影响，部分工厂及门店暂停生产与营业，对公司销售收
入及利润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在疫情期间加大了对加
盟商的支持力度，导致销售费用增加较大；报告期内原
材料成本上涨幅度较大，造成对毛利率的负面影响等。

煌上煌提到，受疫情影响，公司2022年门店数量
首次出现负增长，肉制品业营收同比下降16%，米制
品业务营收同比下降18%，公司销售毛利额同比下降
较大。此外，报告期内，公司畜禽类等主要原材料、包
装材料成本持续上涨一直处于高位，生产能耗、配送等
环节成本增加，导致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食品产业分
析师朱丹蓬表示，2022年可以说是中国食品饮料行业
最艰难的一年，受到了疫情以及原材料成本、管理成

本、物流成本上涨等多重
挑战，以至于不少企业当
年净利润出现下滑，其中
包括周黑鸭等卤味巨头。

“对于这些企业而言，
如何在2023年抓住消费
复苏的机遇，如何进一步
布局，尤为关键。”朱丹蓬
称。

卤味三巨头2022年净利集体跳水。
13日晚，周黑鸭发布业绩预告，2022年净利

润或较上年同期下滑逾九成。而此前，绝味食
品、煌上煌也陆续披露了2022年业绩预告，净利
润均出现大幅下滑。卤味不好卖了？

每每卤味巨头发财报时都会有类似鸭脖卖不
动、年轻人不吃鸭脖的话题伴随而来，今日，“卤味三
巨头利润全暴跌”“鸭脖为什么卖不动”等话题接连
登上热搜。

在听到“为什么不买鸭脖了”这个问题时，北京
朝阳的王女士反问：“为什么要买鸭脖？”在她看来，
不论是绝味、煌上煌还是周黑鸭，鸭货品类都大同小
异，价格也不低，找不到什么非要购买鸭货当零食的
理由。“不爱吃的感觉不值当，爱吃的人有的是替代
品。”

产品涨价、消费疲劳、业绩跳水，卤味三巨头在
低迷的业绩前尽显疲态。但在过去，他们的境况并
非如此。2012年9月，煌上煌在深交所上市，是卤味
行业第一家上市企业；四年后的2016年，周黑鸭在
港交所上市；2017年，绝味食品登陆上交所。在辉
煌时期，三家企业业绩均保持高速增长，门店数量也
大举拓张。

绝味食品在2013-2019年的净利润增长比例
一直不低于 20%，最高达 31.93%；煌上煌 2016-
2020年净利润呈正增长，增速最高达59.76%；周黑
鸭2014-2017年也一直保持增长，至2018年起增
速开始下滑。

门店数量上，2014年起，绝味食品以每年超过
1000家门店的速度大举开店；2019-2021年，周黑
鸭加盟店数量由5家上升至1535家；煌上煌更是在
2021年放话要开出“万家门店”。

进入2022年，三家财报便开始“跌跌不休”，净
利润接连下滑。截至2022年上半年，绝味食品门店
总数最多，为14921家；煌上煌门店4024家；周黑鸭
门店 3160 家。而其中，煌上煌门店数量已经较
2021年12月底减少了25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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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向记者分析
称，一个是受疫情影响，在门店里基本上没生意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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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贵又少还总涨价，随便称一点就几十块，可以买
整只鸭了。”小君是一名鸭货爱好者，但越来越高的售价
也让她不禁望而却步。她晒出一份消费账单，2022年7
月在绝味鸭脖朝阳塔营店购买的小份鸭锁骨（180g）和
黑鸭鸭脖（240g）价格分别为18.8元和24.8元，而如今上
述两款产品同规格的售价分别涨至21.8元和28.8元。

“卤味食品并不是消费者特别刚需的产品，频繁地调
整价格会伤了消费者的心，同时也会减少消费的量。”对
于不停上涨的价格，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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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要去认准一些大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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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不动的鸭脖

焦点

巨头涨价就能让业绩止跌？

卤味巨头们业绩表现不佳，并不意味着卤味市场走
向没落。

根据美团发布的《2022卤味品类发展报告》，2022
年中国卤味行业规模将达3691亿元，预计2023年达
4051亿元，2018-2021年复合增长率为12.3%。

国泰君安研报提到，近年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加、冷链运输体系成熟、包装升级与锁鲜技术提升推动了
卤制品行业持续快速发展，预计未来中国卤制品行业市
场规模有望保持10%左右的较快增速。

但伴随着新式卤味品牌争相涌入，“卤味三巨头”或
也需考虑，如何不被“后浪”超过。

天眼查信息显示，热卤品牌盛香亭、卤味零食品牌王
小卤已获得B轮融资；热卤食光、卤大妈完成天使轮融
资；研卤堂完成A轮融资。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几大卤味巨头都面
临着‘双天花板’，一个是行业的天花板，一个是自身体量
的天花板。而这些新进品牌，既有品牌效应、规模效应、流
量效应，也有粉丝效应，会不断倒逼传统老品牌进行变革。

业内表示，随着卤味领域更加多元，品牌、品类都逐
渐增加，对头部企业造成明显影响。按照目前的竞争态
势，鸭产品等卤味已达天花板，如果卤味三巨头未来不能
在产品结构上进行创新、升级、迭代，增强自身吸引力，业
绩可能还会持续下降。

朱丹蓬认为，随着消费场景的消失、供应链成本的上
升、消费疲劳等因素叠加，卤味三巨头未来业绩增长恐怕
越来越难。 据中新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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