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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门人”今年78岁

丽宫股份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秉承传统陈皮文化、集
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陈皮产业运营企业，主营产
品包括新会陈皮，以及柑普茶、陈皮糕点和陈皮预制菜等深
加工产品，同时还为客户提供柑普茶受托加工及陈皮酿化服
务等。丽宫股份是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其积极推动新
会陈皮产业化和标准化建设，目前已成为新会陈皮产业化和
标准化建设领导者之一。

招股书显示，丽宫股份的控股股东为江门市丽宫陈皮产
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陈皮产业园”），直接持有其64.59%
股份。陈皮产业园由丽宫农业100%持股，实际控制人为欧
栢贤，其通过陈皮产业园、本草投资、丽宫农业间接持有丽宫
股份72.39%股份，为丽宫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从其主要工作履历来看，1946年7月出生的欧栢贤今年
已经78岁，1994年12月至2023年4月，历任江门丽宫酒店
董事长、新会江裕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映美信息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江门市江裕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珠海至和康养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执行董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欧栢贤控制的其他主要企业还有上海江裕数
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裕科技园（新会）有限公司、广东丽
宫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大峡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乳源丽宫国际温泉酒店有限公司、新会江裕信息产业有限公
司、江门丽宫国际酒店、映美控股有限公司、珠海至和健康产
业控股有限公司等多达52家，横跨大健康产业、医疗养老配
套产业、农业种植和农产品加工、水产养殖、电子商务、数码
科技、广告业务、工艺美术品、餐饮酒店、物流、旅游、股权投
资等诸多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丽宫股份的家族企业色彩比较浓厚。在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董事长、总经理欧国良与
实际控制人欧栢贤是父子关系，欧栢贤与董事区柏余是兄弟
关系，欧国良与区柏余是叔侄关系。在欧栢贤控制的企业
中，区柏余、欧国良在多家关联企业中有投资持股和参与经
营，这也使得丽宫股份与其中多家企业存在关联交易，包括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销售商品、关联担保等。

根据招股书，2020年至2023年6月末，丽宫股份的关联
采购金额分别为7449.88万元、8159.30万元、396.21万元、
53.24万元，其中，2020年和2021年关联采购金额较大；关联
销售方面，上述周期内发生的金额分别为 1253.38 万元、
2327.54万元、1244.68万元、90.23万元，主要为向关联经销
商及丽宫国际酒店销售商品。

对于业务独立性及关联交易情况，交易所也给予了高度
关注。2024年1月25日，北交所在首轮问询函中，要求丽宫
股份说明：由实控人控制各业务板块业绩情况，以及是否与
公司存在重叠客户或供应商、是否存在共享采购销售渠道、
协同获取订单、单方或相互让渡商业机会等情形、是否存在
为公司分担成本费用、利益输送或通过特殊安排调节业绩情
形，是否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同时要求其解释各类
关联采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结合关联销售定价依据、非
关联方销售价格等说明关联交易的公允性等。但截至6月
18日，丽宫股份仍未对问询函进行回复。

政策支持成就新蓝海

随着陈皮产业链的不断完善，陈皮产品品类不断丰富，
新会陈皮的市场需求和产业规模也随之进一步扩大，当下已
逐步成为江门市新会区重要的产业之一。为带动江门地区
经济发展，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产业鼓励政策。

2020年3月，《江门市新会陈皮保护条例》获广东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这是江门市针对单个地理标志产

品进行立法的第一部实体
法，实施后有望推动新会陈

“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

78岁老人带领家族卖陈皮
20年卖出1个IPO

俗话说“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
陈皮胜黄金”，陈皮作为中医常用
的药材之一，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
和商业价值。我国最为著名的陈皮
生产地是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地区，
新会陈皮以独特的风味和药用价值
而闻名于世，被誉为“广东三宝”之
首。

随着新会陈皮市场需求的不断
扩大，作为江门市新会地区的陈皮
头部企业，江门丽宫国际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宫股份”）
于2023年12月正式向北交所递交
上市申请。值得关注的是，目前A
股市场尚没有以陈皮为主营业务的
企业，这意味着，如果丽宫股份成
功上市，将成为当仁不让的“陈皮
第一股”。

皮文化传承、促进新会陈皮产业发展，为保护新会陈皮提
供法治保障。

2021年，江门市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新会柑》
《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发布，进一步保护新会柑和新
会陈皮。2023年，新会区再度发布《新会陈皮产业高质
量发展白皮书》，致力于打造侨乡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推
动新会向“中国陈皮之都”目标迈进。

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新会陈皮产业正成为一片新
蓝海。来自新会区农业农村局、新会区人民政府的数据
显示，2014年至2022年，新会陈皮产业的总产值由8亿
元增长至190亿元。新会陈皮产业的总产值对新会区
GDP的贡献也逐步增大，2014年新会陈皮产业总产值占
新会区GDP的比重仅为1.58%，到2019年该比例已突破
10%关口，2022年新会陈皮总产值占地区GDP比例进
一步达19.97%。根据新会区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显
示，力争2025年陈皮全产业链营收突破500亿元，这也
为丽宫股份的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2020年至2023年
上半年，丽宫股份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48亿元、2.95亿
元、2.71亿元、1.52亿元，扣非净利润分别为1969.29万
元、6356.08万元、6708.70万元、4205.75万元，整体保持
稳步增长态势。从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来看，陈皮制品是
其核心业务，报告期内陈皮产品销售收入大幅增长，该业
务对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贡献由62.34%增至94.12%。

从客户情况来看，澜沧古茶是丽宫股份的重要大客
户。招股书显示，澜沧古茶委托丽宫股份进行产品加工，
澜沧古茶提供茶叶及包装材料，公司负责提供新会区鲜
柑并加工为柑普茶，涉及鲜柑种类主要包括小青柑、大红
柑等。2020年至2022年，普洱澜沧古茶人合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关联方均位列丽宫股份第一大客户，丽宫股份
对其的销售额分别为 2935.63 万元、5269.22 万元、
2447.13 万元，分别占当年销售金额比重的 19.77%、
17.86%、9.02%，但2023年上半年，澜沧古茶从丽宫股份
的前五大客户名单之中消失了。

再来看产销情况，丽宫股份主营的陈皮类、柑普茶
类、糕点类三大主要产品产销率在报告期内均未低于
90%，但从产量来看，陈皮类和柑普茶类产品的产量均出
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3年上
半年，陈皮类的产量分别为45.37万斤、29.62万斤、22.97
万斤，柑普茶类的产量分别为14.26万斤、5.63万斤、1.85
万斤，可以看出2022年两大产品的产量均有较大幅度的
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陈皮核心原材料的新会柑为多
年生木本植物，容易受到台风、地震、旱、涝、冰雹、霜冻、
森林火灾、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影响的侵害。公司在招股
书中坦言，若种植地区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或者重大病虫
害，将会导致新会柑减产或品质受损，新鲜柑果的采购将
受重大影响，产品供应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影响。

巨额分红触及监管红线

招股书显示，丽宫股份在报告期内共计分配利润三
次，2020年至2022年，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
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分别为2610
万元、5241.46万元、6336.83万元，报告期内合计派发现
金红利14188.2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至2022年，丽宫股份实现的
扣非归母净利润金额共计15034.07万元，其三年内合计
分红金额占扣非归母净利润的比例达94.37%。与此同
时，由于实控人欧栢贤持有公司72.39%股份，按比例计
算，前述14188.29万元的现金红利中，有上亿元进入欧
栢贤的口袋。

此外，在此次IPO的募集资金项目中，丽宫股份拟募
资15028.23万元，其中3000万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该项资金占比达19.96%。针对募投项目，北交所
亦在今年1月份的问询中要求其补充说明补充流动资金
规模的测算依据与测算过程，主要用途与合理性、必要
性，并说明其是否存在大额补充流动资金的需求，是否具
有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计划、安排，预计使用时长、使用
方向、使用管理方案等是否明确，同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
大额分红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事实上，今年4月份出台的新“国九条”明确指出，将
上市前突击“清仓式”分红等情形纳入发行上市负面清
单，而沪深交易所在今年4月份也公开了“突击‘清仓式’
分红”的认定标准：报告期三年累计分红金额占同期净利
润比例超过80％；或者报告期三年累计分红金额占同期
净利润比例超过50％且累计分红金额超过3亿元，同时
募集资金中补流和还贷合计比例高于20％。按照这一
条件，丽宫股份的分红已触及监管红线。

据证券市场周刊

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一处空地，人
们对新会柑皮进行翻皮晾晒。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种植户展示其
珍藏的20年期新会陈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