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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不断 威龙葡萄酒陷经营困局

水井坊首发落地苏州 川酒缘何瞄准江苏市场

难服众的澄清公告

威龙葡萄酒之所以公开澄清，是因为

相关报道中涉及大量企业高层的职位变

动。公开报道中，“威龙葡萄酒的3名董事、

财务负责人、监事会主席集体辞职；任命王

步更为总经理、曹方明为财务负责人，另外

还任命曹方明、黄飞航、陈良、王步更为董

事，凤元宝为监事”。但威龙葡萄酒方面表

示，以上人事变动消息均不属实，企业方并

没有就这些消息发布过任何公告，目前企

业的董事、监事、高层均没有离职，并且积

极履职。另外，针对这一事项，企业也不排

除会使用法律渠道维护利益。随后，北京商

报记者就该事件询问威龙葡萄酒证券部，

对方表示此次事件是由于发出该消息的公

司在名称上与威龙葡萄酒有些相似，故导

致部分媒体产生误读，因此不会影响到企

业在股票市场的表现。

然而，在威龙葡萄酒的澄清公告下面，

股民评论却呈现出较为负面的态度。记者

在同花顺平台上查询到的评论中，更是有

股民用“越描越黑”、“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等犀利言辞来表达个人观点。有业界观点

直言，股民给威龙葡萄酒投下“不信任票”

并不让人意外，10月至今短短的两个月时

间内，威龙葡萄酒已发出多则不利信息，这

些信息极大影响到社会各界对于威龙葡萄

酒的评价。

记者随后查询威龙葡萄酒的相关公

告后发现，“起诉”、“股份冻结”、“停牌”成

为近两月以来威龙葡萄酒的关键词。尤其

是11月22日发出停牌公告之后，威龙葡萄

酒股票随即戴上了“ST”的大帽。在同期发

布的风险警示中，威龙葡萄酒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王珍海也因违反相关章程制

度，擅自以上市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

等事项遭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询。而

这些事件在业内人士看来，或在一定程

度上与威龙葡萄酒持续低迷的业绩相互

呼应。

窘迫的业绩数据

从威龙葡萄酒发布的三季度数据来

看，1-9月企业的营业收入为5.04亿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9.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246.7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35.3%。尤其是净利润的下跌幅度，不仅在

一众酒水企业中显得较为突出，与威龙葡

萄酒自身上半年的下跌数据对比，净利润

的下跌幅度甚至有扩大的迹象。对此威龙

葡萄酒方面解释，销售情况不佳导致了净

利润的下滑。

在分析威龙葡萄酒三季度业绩数据后

不难发现，威龙葡萄酒无论是按产品档次、

销售渠道还是按地区来划分，业绩数据均

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滑。尤其是以浙江和

上海为代表的威龙葡萄酒核心市场也在

收缩。其中浙中销售区销售收入下滑

9.93%、浙西销售区下滑4.45%、浙东销售

区下滑9.18%、上海销售区下滑幅度超过

两位数，达到16.15%。这种收缩的背后，是

经销商规模扩张乏力，1-9月新增经销商

39家，退出经销商40家。尽管威龙葡萄酒

强调退出的经销商主要系部分销量少、市

场营销能力差的客户，但进退之间，企业很

容易因这一数据，给人以渠道拓展颗粒无

收之感。

业内人士表示，销售情况不佳、渠道扩

张不利，均意味着威龙葡萄酒的现有产能

存在过剩嫌疑。之所以有此怀疑，相关生产

项目计划停滞也进行了佐证。事实上，威龙

葡萄酒已宣布对澳大利亚投资项目计划进

行延期。威龙葡萄酒更直接坦承，目前年产

原酒供应近两年内能够满足企业的生产经

营需要，企业对原酒的需求压力减少，为降

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故决定暂缓项目进度。

经营危机隐约显现

在业界看来，威龙葡萄酒对澳洲项目

进行延期不过是其经营困境的表现之一。

围绕威龙葡萄酒实际控制人王珍海的财

务状况所产生的争议更成为业界关注

的焦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就王珍海违

规担保事项向威龙葡萄酒提出了质询。

据了解，王珍海存在利用职务便利、违

规以企业名义对外担保并隐瞒相关担

保及债务的情况，违规担保事项累计涉

及借款本金金额25068万元。威龙葡萄

酒方面坦承，因为违规担保问题出现，说

明企业内部控制在执行方面是存在重大

缺陷的。

伴随着违规担保事项而来的一则民事

起诉状，将威龙葡萄酒本已严峻的资金问

题拉入“深坑”。企业于11月20日收到山东

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

状，华夏银行烟台龙口支行要求偿还4978

万元的借款。北京商报记者从威龙葡萄酒

方面了解到，目前企业正在着手应诉准备

工作，但是若法院判决企业应当对上述担

保事项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将对企业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至此，威龙葡萄

酒的资金安全已显现出重大风险，为控制

风险，威龙葡萄酒不得不发布公告表示已

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

另外，针对目前股民关心的诉讼进展，

以及违规担保事项带来的风险是否会影响

到股民的利益、企业的控股权是否会发生

变化，威龙葡萄酒回答记者时均表示当前

很难具体告之，详细情况需要等法院做出

判决之后再做说明，有最新消息企业也会

即时发出公告。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摆在危机重重

的威龙葡萄酒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因市场

萎缩带来的“后继乏力”。酒类营销专家

蔡学飞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近几年国产

葡萄酒整体发展势头不佳，并且面对着

来自进口葡萄酒的猛烈冲击，而消费者

消费结构的改变，也让国产葡萄酒的传

统渠道严重萎缩。这些状况共同导致了

包括威龙葡萄酒在内的国产葡萄酒企业的

困境和问题。

记者在进行市场走访过程中也发现，

国产葡萄酒在大型商超、零售门店等终端

零售渠道大幅缩水的同时，在电商渠道仍

未构建起充足的发展空间。此前九度智力

集团董事长马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

示，品牌力孱弱以及二三线企业实力不强，

是造成国产葡萄酒在当前的品牌建设和渠

道推广上有心无力的重要原因。

不过，有观点指出，尽管以威龙葡萄酒

为代表的国产葡萄酒品牌张力弱、渠道不

够强势、消费忠诚度不高、自我成长慢等因

素依然存在，但消费者日趋多元化的消费

需求，仍为具备品质的新生产品提供了很

大空间。但如何以“新”吸引消费者，或许才

是国产葡萄酒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毕竟，

瞬息万变的中国葡萄酒市场，留给“威龙葡

萄酒们”的时间，或许真的不多了。

北京商报记者 薛晨

近日，水井坊新品井台12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首发。对此，
水井坊相关部门人员称， 该产品选择在江苏地区首发在于江苏
市场对于水井坊而言体量较大，加之通过补位次高端价格带，进
一步推动市场发展。 通过此次新品发布辅之以市场走访不难发
现，川酒产品在江苏市场的市占率较高，且消费市场广阔。业内
人士认为，如今江苏省市场呈现出群雄逐鹿的态势，尽管头部企
业在竞争中获得部分市场份额，但是对于四川省腰部企业而言，
由于其品牌力不足，在竞争中仍面临较大难度。

抢占市场

11月25日，水井坊新品井台12在苏州

国际博览中心首发。据了解，该产品为42

度，进一步迎合了江苏市场的主流消费度

数。据亲近水井坊的消息人士称，该产品目

前在苏州市场进行首发，但根据市场反馈

情况，也可能会在其他地区进行上市发售。

据悉，该产品选择在江苏地区首发在

于江苏市场对于水井坊而言体量较大，进

一步推动市场发展。根据公开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前三季度，水井坊北区销售收入为

3.93亿元，同比增长14.83%；东区销售收入

为7.24亿元，同比增长27.33%；南区销售收

入为3.05亿元，同比增长11.49%。对此，水

井坊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江苏地区体量较

大，加之水井坊在江苏地区较为热销的区

域主要集中在苏南，因此选择在苏州进行

产品首发。

另外，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江苏市场

主流消费价格带位于350-600元，此次水

井坊则瞄准该价格带推出了新品42度井台

12，从某种角度而言，既是对水井坊在该价

位段的补强，也是对次高端产品矩阵的夯

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350-600元价

格带各品牌间竞争激烈，其中不乏古井贡

酒、今世缘以及剑南春等。

对此，水井坊总经理危永标表示，江苏

市场增长和潜力并进，这是井台12选择江

苏首发的重要原因所在。并且，随着江苏

市场消费不断升级，次高端市场成长逐渐

加速，但水井坊在次高端缺乏相应产品，

因此配合江苏地区的消费习惯该产品应运

而生。

尽管如此，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

蓬表示，由于江苏市场竞争压力较大，各地

名优酒渠道下沉，使得水井坊在抢占江苏

市场时仍面临较大压力。另外，水井坊属于

区域性品牌，体量较小，品牌力并不足以支

撑其大力拓展省外市场。

终端广阔

不仅是水井坊在江苏市场布局，其他

川酒也纷纷在江苏地区有所布局。

由于消费市场容量广阔，因此川酒品

牌纷纷将目光锁定江苏省，提早布局。据了

解，五粮液曾提出“百亿华东”战略规划，其

中江苏省占据近50亿元的份额；泸州老窖

早在去年便将江苏市场作为重要阵地，并

不断扩充线下门店，其中据相关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南京开店38家，苏州42家；郎酒

自在江苏省内加大宣传投放力度，在增强

品牌影响力的同时，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此前，北京商报记者走访了苏州部分

线下终端市场发现，在苏北市场中川酒品

牌市占率较高，且也较为被消费者所接受。

在位于苏州沈浒路附近的云鑫烟酒商

行，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店内较为显眼的

地方摆放着五粮液、水井坊、泸州老窖、剑

南春等产品，且产品较为充足。该店店员向

记者表示，川酒产品在苏州较为被消费者

接受，除名优酒外，剑南春等品牌也较受消

费者青睐。

另外，有经销商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江苏市场作为全国白酒消费量较高的市场

之一，川酒在苏的布局较为全面。不仅像五

粮液、泸州老窖这样的一线品牌在江苏有

所布局，其他二三线品牌也纷纷将江苏作

为其重点市场进行开发。

诚如此言，除头部企业，川酒的二三线

品牌也纷纷对江苏市场虎视眈眈。其中，作

为“十朵小金花”的古川酒业便将江苏市场

作为其重点开发市场。古川酒业相关品牌

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古川酒业的主要市场位于江苏的扬州、镇

江、盐城等地。公司产品酒体度数较低，因

此在江苏市场销量较好。近年来，古川酒业

的收益较为稳定，平均约为2亿元，其中

90%的收益均来自江苏地区。

区域性品牌仍受阻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江苏白酒市场

总销售额约为400亿元。其中，洋河销售额约

为125亿元，今世缘销售额约为35亿元，而剩

余份额则由当地品牌以及外省品牌瓜分。

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表示，严格

意义上讲，江苏是洋河的根据地市场，华东

是洋河的主战场，而如今五粮液、泸州老

窖、郎酒等酒企均要从华东市场分一杯羹。

而作为川酒而言，在品牌价格以及市场渠

道方面，均不输部分江苏区域性品牌。

尽管川酒在江苏布局较多，但是对于

头部企业以及全国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而

言，能够通过品牌力等条件打通江苏市场。

然而，对于区域性品牌而言，在较难抢占市

场的同时，也很难得到较大发展。

有经销商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在江

苏市场，除名优酒外，水井坊等区域性品牌

也是在近两年销量才有所好转，此前销量

仍不尽如人意。

朱丹蓬认为，四川区域性品牌，有意通

过合作以及资源整合来打开并抢占非四川

省消费市场难度仍较大。在江苏市场，以五

粮液、茅台为主的名优酒根基较深，加之本

地市场也有洋河、今世缘作为本地白酒品

牌，因此区域性腰部企业盘子较小，品牌力

不足，并不具备切入省外市场的能力。

北京商报记者 刘一博 冯若男

威龙葡萄酒的这个年末注定不平静。近日，威龙葡萄酒发布澄清公告称，企业关注到有
媒体在网络上发布的文章所报道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但这样的澄清似乎并未获得股民
认可，关于这则消息的股民评论呈现出不信任的状态。这种情绪不仅仅来自于威龙葡萄酒
刚被戴上“ST”的帽子，更来自于近期发布的一系列负面信息。更重要的是，威龙葡萄酒在经
营上的困境，已通过近年来持续低迷的业绩显露无疑。观点指出，当前中国葡萄酒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内外夹击之下，威龙葡萄酒或将在上市不到四年的今天迎来一场大的危机。

前三季度威龙葡萄酒各区域销售数据
（单位：万元）

浙中 浙西 浙东 上海 南方 北方 西北

10068.05

11426.35

12967

3293.2
4211.96

6373.17

1499.88

-9.93%

-4.45%

-9.18%

-16.15%

-17.23%

8.46%

-32.36%

水井坊前三季度销售数据一览（单位：亿元）

北区 东区 南区

3.93

7.24

3.0514.83%

27.33%

11.49%

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