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经

“中国中化”登场

3月31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网站消息显示，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化

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施

联合重组。一个多月后的5月8日，这个全球最

大规模的化工企业终于正式在北京成立，宁

高宁任中国中化董事长、党组书记，李凡荣任

中国中化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重组后的中国中化堪称巨无霸。具体而

言，中国中化总资产达1.4万亿元，营业收入超

1万亿元，员工22万人，业务范围覆盖生命科

学、材料科学、基础化工、环境科学、橡胶轮

胎、机械装备、城市运营、产业金融等八大领

域，在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生产基

地和研发设施，旗下有16家境内外上市公司。

“创建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的、技术领先

的化工企业集团，这是目前的大目标。”宁高

宁表示，此次联合重组将更好地整合资源、发

挥协同效应。比如，在建筑、交通、新一代信息

产业等应用领域，突破关键材料瓶颈，提供化

工材料综合解决方案；在农业领域，提供高水

平的农资与农业综合服务，推动我国农业转

型升级。

中国中化背后伫立的是全球最大的化工

市场。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化工品销售额

3.35万亿欧元，其中中国化工品销售额1.2万

亿欧元，占全球化工品销售额的35.8%。德国

化工巨头巴斯夫预计，到2030年，中国在全球

化工市场的份额将扩大至近50%。

但此前中国化工市场却存在着“市场巨

大，企业不大”的格局。2019年全球前50大化

工企业中，仅中石化、台塑、中国石油、恒力

石化、先正达及万华化学6家中国企业，而重

组后的中国中化则拥有16家境内外上市公

司。此次中国中化横空出世，也意味着龙头

企业将发挥规模效应的优势，集中化也将成

为必然。

中国中化成立大会于5月8日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

此作出重要批示，指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的重组组建，对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和

布局、助力我国农业现代化、增强化工行业市

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李锦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总结分析称：“从批示讲话

中可见，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是主题；

科技创新是主线；农业、化工行业的市场竞

争力是主要内容；龙头企业是抓手；加大种

源、化工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力度，创新管

理和运营模式，是两个切口；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是关键。”

重组领域由点及面

并购重组是企业经营发展中一个永恒的

话题。从中央企业来说，推动重组整合是加快

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因此近年来，国内大型央企的重组

整合不断，先后出现南北车重组、宝钢与武钢

合并、南北船合并等。

2014年10月，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公布

合并预案，此后近4个月的时间里，南北车股

价均一度上涨至400%，总市值超过4000亿

元，被称为“中国神车”，即中国中车。这一成

功案例为此后的央企重组打下了坚实基础。

粗略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近40家中央

企业重组，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企业数

量也由2012年初的117家调整至2019年的96

家，范围涵盖装备制造、电力、航运、能源、建

材、钢铁等诸多领域。

目前来看，央企重组已由点及面，逐渐走

向成熟发展。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在今

年2月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资委将加

快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更好

推动重组、整合、调整、优化，打造一批行业产

业龙头企业、科技创新领军企业、“专精特新”

冠军企业、基础保障骨干企业，更好服务支撑

国家重大战略。

郝鹏还表示，国资委还将抓紧抓实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着力推动

落地见效，今年完成三年改革任务的70%以

上；推动中央企业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

务”，积极与国家科技计划、攻关计划相对接。

而针对下一步重组的行业领域，中国企

业联合会研究员刘兴国认为，未来国资委将

进一步推动战略性并购重组，钢铁领域的并

购重组将深化，以提高产业集中度，信息领域

和医药领域也可能会进一步推进。

其中钢铁行业的重组备受关注，国内钢

铁企业的高度集中也已是大势所趋。钢铁行

业巨头中国宝武连连发力，去年8月山西国资

运营公司向中国宝武无偿划转持有的公司控

股股东太钢集团51%股权，此外市场亦有宝

武与包钢合并的预期。

刘兴国还表示，通过整合可以使得原有

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加一体化，减少重复投资，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实力都将相应提

高，从而直接地表现为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

李锦也表示，在重组中，组织新的链条时，也

会将一部分交由民企来做，这对民企来说也

是机会，同时市场也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引发行业可能存在的震荡性变化。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阮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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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重组掀高潮“两化”合并诞生巨无霸

食品安全问题再现 三只松鼠代工隐忧何解

经合并各方唯一共同股东劳力士手表服务有限

公司决议，劳力士（上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4680万美元）拟吸收合并劳力士（北京）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4450万美元）及劳力士（广州）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3250万美元）。劳力士（上海）有限公司存

续、劳力士（北京）有限公司及劳力士（广州）有限公

司解散注销。公司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

存续的劳力士（上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2380万美元）承继。劳力士（北京）有限公司及劳力

士（广州）有限公司债权人可在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要求其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如相关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

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劳力士（上海）有限公司
劳力士（北京）有限公司
劳力士（广州）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0日

公告

5月9日，针对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的三

只松鼠开口松子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不符

合规定一事，三只松鼠方面对北京商报记

者回应称，此次产品不合规为经销商运输

环节未按包装标示要求存放所致，目前涉

事产品已召回。事实上，食品安全问题一直

是三只松鼠的顽疾。在轻资产“代工+品

牌”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三只松鼠始终未脱

离“代工模式”，多而分散的代工厂很难监

管到位。

开口松子过氧化值超标

5月9日，针对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的三只

松鼠开口松子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不符合

规定一事，三只松鼠方面对北京商报记者回

应称，此次是经销商运输环节未按包装标示

要求存放所致，公司将加强流通环节质量管

理，全面强化产品全供应链质量风险管控，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20批次食品抽检不

合格情况的通告》显示，重庆家乐福商业有

限公司成都分店销售的、标称安徽省芜湖市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分装的开口松子

（160g/袋，2020/5/23），过氧化值（以脂肪

计）检测值为2.2g/100g。而《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GB19300—2014）

中规定，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除葵花籽外）

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的最大限量值为

0.5g/100g。

对此，三只松鼠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

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调查，对供应商出厂环

节、自身分装及物流仓储环节、经销商转运

销售环节等开展全面排查，出厂检测均显示

合格。经经营者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对4批次食品

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2021年第5号）》确认，

造成该批次产品抽检不合格的原因为上级

经销实际履行人运输过程中未按产品包装

标示的要求存放”。

市场监管总局也表示，坚果与籽类食品

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

可能是产品用油已经变质，也可能是原料中

的脂肪已经被氧化，还可能与产品在储运过

程中环境条件控制不当等有关。

公开资料显示，过氧化值是表示油脂和

脂肪酸等被氧化程度的一种指标。其代表1

千克样品中的活性氧含量，用于说明样品是

否因已被氧化而变质。简言之，过氧化值就

是食品标准中设定的允许食品氧化的最高

限值，超过这个值，食品就不是合格食品。过

氧化值超过限值说明食品已经变质，变质的

食品有可能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

食品安全顽疾

事实上，这早已不是三只松鼠第一次被

曝出食品安全问题。截至2021年5月9日，三

只松鼠在黑猫投诉平台，投诉量达874条。其

中，4-5月投诉最多的就是在三只松鼠的食

品中吃出各种“异物”，包括虫子、虫卵、塑

料、钢丝和不明物体等。

除了消费者投诉之外，三只松鼠还因开

心果霉菌超标被通报。2017年8月15日，国家

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总局关于3批次食品不

合格情况的通告》显示，天猫超市在天猫（网

站）商城销售的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开心果霉菌检出值为70CFU/g，比国家标

准规定高出1.8倍。

此外，三只松鼠还曾陷入“食品致癌物

超标”的漩涡。2020年10月，深圳市消委会挑

选了15款国内外知名品牌薯片进行比较试

验，并在官网发布了《2020年薯片中外对比

比较试验报告》。其中，盐津铺子薯惑焙烤薯

片醇香原味、三只松鼠原味脆薯和董小姐轻

食薯片清怡原味3款薯片的丙烯酰胺（2A类

致癌物）含量超过了2000μg/kg，而欧盟制

定的基准水平值为750μg/kg。

彼时，就薯片被检出丙烯酰胺一事，三

只松鼠随后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其原味

脆薯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将持续为

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的产品，如仍对该产品

有疑虑，三只松鼠承诺随时退货退款。”

当年三只松鼠首发过会，食品安全管理

问题被证监会重点关注。2019年5月，三只松

鼠首发申请获得通过，彼时针对2014年至

2017年上半年，三只松鼠曾因食品安全管理

问题受到过多次行政处罚和多起客户诉讼，

证监会发审委要求三只松鼠说明，公司在原

材料采购、食品检测、生产及添加剂添加、储

存、运输、保管等各个环节的产品质量及食

品安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并得到有

效执行等。

代工模式风险

频现食品安全背后是三只松鼠代工模

式的隐忧。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轻资产“代工+品

牌”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三只松鼠，虽然也在

逐步建立自己的工厂，但始终未脱离“代工

模式”，多而分散的代工厂很难监管到位，造

成其多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三只松鼠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目前三只松鼠仍以代工模式为主”。三

只松鼠的产品主要是委托合作联盟工厂进

行加工的方式（亦称“贴牌代工模式”）进行

生产。据三只松鼠说法，对于坚果、果干等需

要进行炒制、冻干等中间加工工艺的产品，

由合作联盟工厂收购标准化原材料，按公司

要求进行中间工艺的生产加工，最后交由公

司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测、产品筛选及分装。

“三只松鼠的经营思维，是用轻资产运

营来规避重资产的经营风险，但代工厂模式

是存在高风险的，因为企业无法盯住每个代

工厂的每个环节。三只松鼠近年频频发生食

品安全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因其‘贴牌+代加

工’的产品生产模式。”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

蓬表示。

三只松鼠在2020年年报的“食品质量控

制风险”中也提到，“在公司日常经营过程

中，可能存在上游供应商未按有关法规及公

司要求进行生产，质量控制制度和标准未严

格执行、生产和检测流程操作不当等现象，

从而导致不能完全规避食品质量安全控制

风险”。

快消新零售专家鲍跃忠表示，“存在食

品安全的问题，说明三只松鼠在生产、加工、

运输、储存等方面都存在潜在风险。除加强

对代工厂的监管，三只松鼠还应完善供应链

的风险管控”。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王晓

北京商报讯（记者 姚倩）近两天，哈药股
份颇不平静。除了再次延期回复问询函，原

总经理姜林奎受贿案也遭到曝光。

继4月27日首次延期回复问询函后，哈

药股份宣布将再次延期。5月8日，哈药股份

发布公告称，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协调相

关各方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鉴于

截至公告披露日，《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事

项仍需进一步完善，为保证回复内容的准确

和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同意，公

司将再次延期不超过5个工作日。

哈药股份此次延期回复的问询函与公

司年报有关。4月20日，上交所向哈药股份下

发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交所要

求哈药股份进一步补充披露各细分领域收

入下滑、销售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等信息。

其中，哈药股份销售费用大幅增长是上

交所关注的重点之一。问询函显示，2020年，

哈药股份销售费用为10.75亿元，同比增长

24.83%。广告宣传费、办公差旅费和业务招

待费同比分别增长85%、20%和50%。同期，

哈药股份研发费用为9253万元，同比下降

26.06%。

对于此次再次延期回复问询函的原因

等问题，哈药股份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由于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延期的原

因主要是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让哈药股份头疼的不只是如何回复问

询函，原高管受贿案的曝光也给公司蒙上阴

影。日前，据多家媒体报道，曾一手打造“新

盖中盖”等洗脑广告的原哈药股份总经理姜

林奎现因受贿千万被判刑。

中国裁判文书网于2021年1月14日发布

的两份刑事判决书显示，姜林奎在整个哈药

集团任职期间受贿近1000万元。这其中便涉

及与承揽三精制药公司广告业务的广告商

近百万元的受贿往来。2009年3月，姜林奎看

中了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套房子，他给承揽三

精制药公司广告业务的广告商赵某打去电

话。赵某在2009年5月12日前，向姜林奎的女

儿转来87万元购房税金，并给原房主转去

329万元的购房款，共计416万元。

作为公司关键人物，姜林奎开启了“哈

药模式”，也就是巨额砸广告费换取销售额

模式。据1997年进入三精制药财务处工作的

老员工透露，姜林奎曾花1000万元天价投放

广告，而当时三精制药的账户上只剩1000余

万元。不过，1000万元投完后，三精制药的销

售额达到1个亿，1998年，再投2000万元后，

该公司的销售额达到2亿元。

目前的哈药股份仍能找到“哈药模式”

的影子。2020年，哈药股份的销售费用达

10.75亿元，广告宣传费同比增长85%。数据

显示，2017-2020年，哈药股份的研发费用

分别为1.4亿元、1.3亿元、1.2亿元、0.9亿元。

不过，“哈药模式”已很难再奏效。2020

年，哈药股份实现营收107.88亿元，同比下

降8.76%；首次年亏损10.78亿元。从具体业

务来看，哈药股份商业板块超半数的核心品

种销售下滑。其中，化学制剂、生物制剂以及

保健品板块营收下滑幅度分别为29.67%、

24.06%、58.06%。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哈药股份此前通过与电

视剧捆绑的方式进行地毯式营销，扩大知名

度，但近年来随着电视剧营销模式效果越来

越差，加上公司近年来缺少新的拳头产品投

入市场，产品研发滞后是公司的核心问题。

再次延期回复问询函
“哈药模式”不灵了

又一家央企来了。5月8日，由中国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联合重组的中

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化”）正式成立，据了解，中国中化

是目前唯一以化工为主业的中央企业， 总资产和销售收入双双超过万亿元，由

此也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化工企业。而据北京商报记者粗略统计，近年已有近

40家央企重组，且热度有增无减。整体来看，自中国中车成功合并以来，央企重

组正由点及面，各个领域齐头并进，谋划布局。

部分央企重组案例

被重组企业名称 重组后企业名称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电投集团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北车

中国南车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丝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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