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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

——多次跨界“讲故事”——

“负责青海春天主要产品的总体设计和销售网络的
建立及推广。”这是青海春天给张雪峰的定位介绍。

3月15日晚间，在央视“3·15”晚会上，青海春天
旗下听花酒被点名，提升免疫力、改善睡眠、保障男
性功能、调节生理紊乱、抗衰老，这是听花酒对外宣
称的功效。听花酒被点名后，产品下架、监管发函、
市场监管局调查、公司回应，一系列连锁反应发生的
同时，创始人张雪峰及其过度营销也被重新拉回大
众视野。

公开资料显示，张雪峰，工商管理硕士，其最初创
办的企业均在四川省成都市，曾任四川省华兴公司经
理、四川中达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川中咨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四川九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等职位。

对于张雪峰而言，2000年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他开始将目光转向医药行业。当年，青海唐古拉药业有
限公司成立，张雪峰曾任董事长。之后，塞隆生物（青海
春天的前身）于2003年4月3日在青海省工商局注册成
立，张雪峰正式扎根青海。

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10多年后，张雪峰将目光锁
定在了冬虫夏草上，由于西藏是冬虫夏草等青藏高原特
色资源的主产区，拥有较多优势资源，张雪峰2013年在
西藏参与设立了西藏荣恩。

经过一系列的股权变动，西藏荣恩成为青海春天的
控股股东，青海春天也成为了经营冬虫夏草的业务主
体。自此，讲故事开始成为张雪峰的“主业”。

凭借“含着吃的冬虫夏草”广告语，青海春天冬虫夏
草纯粉片“极草”成为家喻户晓的“神草”。不过，2016
年，监管发文停止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工作，青
海春天的“极草”神话破灭，这也让讲故事的张雪峰遭受
了致命一击。

打造“神草”失败后，张雪峰的下一个故事盯上了白酒。
实际上，张雪峰最初的白酒故事主角并非听花酒。

在听花酒之前，张雪峰曾大力营销“吃辣专用酒——凉
露酒”。据介绍，凉露酒是首款专为吃辣而研发定制的
新型酒，该营销当时就备受市场争议。

而让张雪峰真正被冠上营销“鬼才”称号的还是听
花酒，一边讲着“太上老君托梦”的创业故事，一边聘请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出任联席首席科学家，“听花”系列酒
产品精品装卖到了58600元/瓶，天价听花酒出圈。

但过度营销、越过底线的故事显然不会长存。伴随着
听花酒被央视“3·15”晚会点名，也更加证实了这句话。

——“巧妙”借壳上市——

2015年，张雪峰的故事也从市场讲到了A股。
2015年，A股上市公司贤成矿业披露了重组方案，

青海春天要借壳上市，公司将原有业务出售的同时，发
行股份购买青海春天资产。由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由
青海国投变更为西藏荣恩，实控人也发生变更，上市公
司正式更名为“青海春天”。

借壳上市后，青海春天的股价出现一波拉升，在当
年曾达到过50.09元/股的高点。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
科技产业投资分会副会长兼战略投资智库执行主任布
娜新表示，在A股市场上，新故事、热点概念都会让公司
股价迎来一波上涨，但这种上涨很难持续，投资者要仔
细甄别。

从董事会来看，主持青海春天工作的是张雪峰，他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却并非公司的实控人。

正所谓每一个讲故事的人背后都有资本的支持，张
雪峰也不例外。而张雪峰的资本伙伴则要从西藏荣恩
的设立讲起。

2013年，青海春天控股股东西藏荣恩设立时，还有
肖庆元、金鲁萍的参与，其中金鲁萍是张雪峰的母亲，而
肖庆元则是金鲁萍、张雪峰母子的合作伙伴。之后，肖
庆元退出了西藏荣恩，其女肖融接手。

资料显示，肖融1970年出生，比张雪峰小一岁，从
身份证信息来看，她也是成都人。

在青海春天借壳之前，控股股东西藏荣恩也经历了
股权变动，其中张雪峰母亲金鲁萍退出，张雪峰也让出
了控制权，肖融“上任”，肖融、张雪峰分别持有西藏荣恩
60%、40%的股权。

截至去年前三季度末，西藏荣恩、肖融、卢义萍分别
是青海春天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32.13%、
9.67%、0.96%，其中卢义萍与肖融系表姐妹关系。虽然
是青海春天的实控人，但肖融目前只在上市公司担任董
事一职。

值得一提的是，张雪峰的母亲金鲁萍目前虽未参与
青海春天的经营，但也未退休，创办经营了广州华人爱
燕窝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95%的股份，旗下产品是华
人爱燕窝饮。

——营销上亿从未分红——

在讲故事这条路上，张雪峰着实花了不少钱。
从冬虫夏草到白酒，张雪峰的故事伴随着青海春天

的跨界。2018年收购听花酒业100%股权后，青海春天
开始花费大额资金用于白酒推广，而酒类业务也为公司
贡献了6成左右的营收。

数据显示，2018年，青海春天销售费用达9290.79
万元，同比大增792.9%。2022年，青海春天销售费用
突破亿元，当年销售费用约为1.23亿元。青海春天也坦
言主要是酒水快消品板块市场推广费增加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青海春天实现营业收入
约1.6亿元，经计算，公司当年销售费用率为76.88%，
这也意味着公司拿出了当年近8成营收用于白酒的市
场推广。

大额的销售费用以及对外投资亏损等原因，使得青
海春天的业绩也接连亏损。2020～2022年，青海春天
实现营业收入分别约为1.24亿元、1.28亿元、1.6亿元；
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3.2亿元、-2.49亿元、-
2.88亿元。

2023年，青海春天的销售费用仍在继续走高，根据
公司披露的当年三季报，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销售费
用高达1.27亿元，公司当期实现营收1.61亿元，经计
算，销售费用率达78.88%。

今年4月24日，青海春天将披露2023年年报，这
也将成为公司连续第四年的亏损年报，公司预计全年实
现归属净利润约为-2.87亿至-2.22亿元，预计实现扣
非后归属净利润为-2.7亿至-2.05亿元。

与大额资金投向营销相反，青海春天自2015年借
壳上市后，却从未给公司投资者进行过分红。

没有业绩，只有故事，青海春天的投资者也不“买
账”。数据显示，近一年，青海春天股价已经“腰斩”，截
至3月 20日收盘，公司股价报5.84元/股，总市值为
34.28亿元。

相关

超5万户股东损失惨重
主营业务会否全面溃败
3月18日，听花酒遭央视“3·15”晚会

曝光后的首个交易日，青海春天开盘“一”
字跌停，报5.91元/股，市值仅34.7亿元。
最近2个交易日，青海春天先涨后跌。

3月16日，青海春天发布公告称，公
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检
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
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检查。检查组已进
场开展工作。公司可能存在被有关部门处
罚的风险。

此次遭央视点名，听花酒的品牌形象
还能翻身吗？青海春天的主营业务会否全
面溃败？

艾文智略首席投资官曹辙认为，非传
统知名白酒品牌大多通过噱头营销来拉升
自身品牌价值，听花酒就是一个典型。通
过夸大功效，虚假宣传，疯狂营销，吸引眼
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央视“3·15”晚
会的点名算是给这个品牌判了死刑并立即
执行，不太可能翻盘了。

品牌定位专家与危机公关专家詹军豪
表示，听花酒品牌在经历了央视的曝光和
涉嫌违法违规的调查后，确实面临了巨大
的舆论危机和品牌口碑的急速下降。虚假
宣传和虚标高价等指控对品牌的声誉造成
了严重损害。但听花酒并非没有翻盘的可
能，关键在于品牌能否正视问题、积极应
对、加强内部管理并创新营销策略。

Choice金融终端显示，截至2023年
9月底，青海春天的股东户数为5.63万
户。在各大媒体对于青海春天铺天盖地的
报道下，公司股价跌势可能持续，其中小投
资者无疑损失惨重。中小投资者是否可以
要求上市公司赔偿？这背后是否又涉及信
息披露违规呢？

对此，湖北德馨律师事务所刘陆峰律
师认为，要等市场监督局行政处罚后，证监
会确定虚假信息披露成立并处罚，才符合
中小投资者索赔立案条件。

据北京商报、界面新闻等

被央视“3·15”晚会点名、产品下架、上交所发函……一夜之间，听花酒“凉”了，其
创始人张雪峰也崩塌了。从成都走向青海、西藏，从冬虫夏草到凉露酒再到听花酒，
1969年出生的张雪峰一直走在讲故事的路上。2015年青海春天借壳上市，让张雪峰
圆资本梦。

最高58600元一瓶，听花酒违规营销牵出了张雪峰，投资者也将矛头指向青海春天。
过亿元的销售费用、连年亏损的业绩、0次分红，这是青海春天给超5万户投资者交上的
“成绩单”。不过，接受市场、投资者“审判”的不该只有张雪峰，还有其背后的资本。

听花酒的神奇故事越编越离谱

“故事大王”张雪峰
将自己埋在春天里

被央视3·15曝光的听花酒体验店 张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