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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营收40亿“辣条第一股”来了

北京商报2021.5.14 产经
编辑 赵天舒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李爽 电话：64101880��kuaijiaogao@163.com

脉脉、天涯等90款App被下架
工信部监管趋严

闪崩50%建业地产为何暴跌

曾经5毛钱一包的辣条，如今被吃货们“吃”出了一家上市公司。5月13日，根据港交所文件，卫龙美味全

球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龙”）已提交上市申请，正式启动IPO。这意味着，“辣条第一股”或将诞生。不

过，尽管卫龙在辣条市场上位居第一，但销售过度依赖经销商、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存货周转天数不断升高，

仍是卫龙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港递交招股说明书

卫龙已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

拟主板挂牌上市，摩根士丹利、中金公司和瑞

银担任联席保荐人。卫龙此次赴港上市筹资

金额用于建设新工厂、扩大/升级生产设施、

产品研发、投资/ 收购潜在企业、拓展销售网

络和品牌建设等。

对于上市的原因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

联系采访了卫龙，但截至发稿，对方并未予以

回复。

不久前，卫龙才完成了Pre-IPO轮融资。

该轮投资方阵容豪华———由CPE源峰和高瓴

联合领投，红杉中国、腾讯、云锋基金等知名

机构跟投。彼时，有消息称，这是卫龙创立20

余年以来首次引进外部资本，也是卫龙上市

前最后一轮融资。

事实上，此前卫龙早已传出上市消息。

2020年11月，曾有消息称卫龙正与中金公司、

摩根士丹利和瑞银合作，计划2021年上半年

在香港IPO，拟募资10亿美元。两位投资业人

士表示，卫龙此轮融资投后估值高达700亿

元———这甚至超过洽洽（267亿元）+三只松鼠

（207亿元）+良品铺子（199亿元）截至5月12

日收盘市值的总和。

作为中国最大的辣味休闲食品企业，卫

龙近几年业绩不断攀高。招股说明书显示，

2018-2020年卫龙分别收入27.52亿元、33.85

亿元和41.2亿元，利润分别为4.76亿元、6.58

亿元和8.19亿元。

目前，卫龙的产品主要使用大豆、面粉及

海带等食材，且产品已拓展至蔬菜制品、豆制

品等品类，推出了包括“风吃”和“亲嘴烧”等

系列品牌。2020年，卫龙有2个品类的年度零

售额超过10亿元，其中4款单品的年度零售额

超过5亿元。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中国辣味休

闲食品市场相对分散，按零售额计，2020年前

五大参与者的市场占有率为10.7%。2020年，

卫龙在中国辣味休闲食品市场排名第一，市

场份额为5.7%，按零售额计是第二大参与者

的3.8倍，且在调味面制品及辣味休闲蔬菜制

品细分品类的市场份额均排名第一。

崛起之路

公开资料显示，卫龙由刘卫平、刘福友两

兄弟于1999年创立，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知

名度最高的辣味面制品（即辣条）品牌。2004

年，刘卫平成立漯河平平食品有限公司，是国

内第一家成立公司的辣条企业。目前卫龙食

品已打造出面制品、豆制品、魔芋制品、蔬菜

制品四大类几十种产品，并着重打造旗下第

二大明星单品———魔芋爽，同时进入卤制品、

海味素菜等细分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辣条行业的发展并非一

帆风顺。2005年，央视揭露了平江县一家辣条

厂违法添加违禁添加剂。从这之后，辣条被

“魔化”之路正式开启，由于缺乏行业规范与

相应的条例规定，许多黑作坊生产了大量不

达标的辣条。一时间，辣条的负面新闻满天

飞：“从用脚踩入味，到用卫生纸做的，以及辣

条里面含有塑料。”

此后，整个辣条行业一落千丈，但卫龙却

逆流而上。

一方面，在供应链上投入重金，提高产

能。另一方面，卫龙还通过营销手段来打造树

立卫生、安全的辣条品牌形象。最重要的是，

卫龙赶上了辣条网红的热潮。

2014年，一则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刷屏。视

频中一名外教在接过中国留学生的辣条后，

好奇地吃了起来，并爱上了辣条。曾经被认为

是“垃圾食品”的辣条，竟然火到海外，与老干

妈分庭抗礼。

在此之后，卫龙在营销的道路上一发不

可收拾。卫龙相继入驻社交、电商平台，并在

蹭热点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2015-2016

年间，卫龙的多场营销动作均为其收获了

巨大的流量关注，一时之间成为了流量的

新宠儿。

多重风险因素缠身

尽管卫龙如今已在行业中位居榜首，但

即将上市的卫龙并非高枕无忧，仍面临多重

风险。一方面，卫龙过于依赖辣条单一产品，

且辣条本身的成长基础也不够稳定，缺少差

异化竞争的保护壁垒。另一方面，辣条企业谋

求上市，食品安全是绕不开的问题。

而在销售方面，卫龙主要依赖第三方经

销商销售产品，截至2020年底，卫龙在中国的

经销及销售网络包括1950名线下经销商。经

销商采购额占其销售额的绝大部分，

2018-2020年，卫龙向线下经销商的销售分

别占其收入的91.6%、92.6%及90.7%，向线上

经销商的销售分别占收入的4.5%、4.2%及

5.6%。

对此，卫龙方面称，一名或多名经销商减

少、延误或取消订单等都可能导致收入波动

或减少。在过往记录中，在某些情况下，倘若

经销商无法直接覆盖其指定区域内的偏远或

陌生市场，其部分经销商还可进一步向次级

经销商销售产品。这些都可能影响卫龙未来

销售。

此外，卫龙也将“面临库存过期风险”列

为主要风险因素之一。数据显示，值得注意的

是，业内人士透露，辣条生产30天后，口感会

大幅下滑，所以辣条也需要保证新鲜度。但

2018-2020年，卫龙的存货分别为3.062亿元、

3.999亿元、5.41亿元，存货周转天数则从51天

到60天再到67天持续增加，对产品新鲜度存

在不利影响。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卫

龙存货周转天数不断升高与其库存量升高挂

钩，而其线上销售明显不足。未来，卫龙应该

提高电商发展的占比，从而在市场上拥有更

强的话语权。

为了摆脱对辣条的依赖，卫龙也做出了

尝试，积极拓展了蛋制品、蔬菜制品（海带）、

豆类及其他等品类。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新

领域已有成熟的品牌，包括三只松鼠、良品铺

子、盐津铺子、劲仔等品牌。卫龙在所有休闲

食品公司中排名第七位，按零售额计占整体

市场份额的1.2%，未来卫龙在辣条领域的优

势或将消失，且规模与头部企业存在差距，竞

争会处在被动地位。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白杨

5月13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下架侵

害用户权益App名单的通报》（以下简称

《通报》），《通报》指出，90款App未按照要

求完成整改，工信部将对这90款App进行

下架。

《通报》称，4月23日，工信部向社会通

报了93家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App企

业的名单。截至目前，经第三方检测机构

核查复检，尚有39款App未按照工信部要

求完成整改。同时，各地通信管理局按工

信部App整治行动部署，积极开展手机应

用软件监督检查，此次内蒙古、安徽、广

东、四川、浙江通信管理局检查发现共有

46款App仍未完成整改。

工信部此前要求，上述App应在4月

29日前完成整改落实工作。逾期不整改

的，工信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

工作。如今，相关App并未在规定时间前，

按要求完成相应整改工作。

这90款App涉及全国各地教育、游

戏、安全、新闻等诸多领域。侵害用户权益

的行为主要集中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强

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等多个方面。而这

些都是用户日常使用App过程中经常碰

到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工信部在《通报》中，

着重提到了天涯社区、大麦、途牛旅游、

VIP陪练、脉脉5家企业在App不同版本中

反复出现的同类问题，所以对相关App进

行直接下架处理。

随后，针对被工信部通报下架一事，

途牛旅游回应称，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

信息通信管理局最新通报的信息，对因相

关问题导致的用户体验不良表示诚挚道

歉，对通报涉及的相关问题非常重视，正

在针对相应问题进行整改和修复。

近年来，随着各类App的大量出现，

鱼龙混杂，各种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频

发，成为用户关注和投诉的焦点。而相关

部门对App违规行为的监管也在不断趋

严。此次通报和下架相关App的行动只是

近期监管和处罚趋严的一个缩影。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

局长赵志国4月2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曾表示，工信部持续开展专项整

治，今年以来已累计完成29万款App技术

检测，对1862款违规App提出整改要求，

公开通报319款整改不到位App，组织下

架了107款拒不整改的App。

针对目前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以

及过度索取权限等主要问题，赵志国表

示，工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发布《App个

人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定》，组织制定

《App用户权益保护测评规范》和《App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等系

列行业标准，为App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提

供政策和标准支撑。

同时，将强化关键责任链监管。抓住

应用商店这一关键重要环节，督促应用

商店落实好平台责任，强化App上架审

核机制，切实做好个人信息保护的“守门

人”。建立应用商店合规经营监测机制，

将违规行为主体纳入到电信业务经营不

良名单，组织应用商店开展检测标准培

训，推动应用商店形成统一的技术检测

体系。

业内人士认为，这相当于在法规、标

准、监管、处罚等多个层面织就了一张紧

密且层层把关的网络，未来App的侵害

权益的行为将得到更准确的界定和更严

格的监管和处罚。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除权导致股价波动

根据暴跌前日公告称，该公司董事会批

准建议分拆中原建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原建业”）及将其于港交所主板上市，并宣布

将以分派方式宣派特别中期股息。上述分派

须（其中包括）待建议分拆获上市委员会批

准，且有关批准于建议分拆完成前不被撤回，

才能作实。有关建议分拆中原建业主板上市

优先发售中的保证配额，基准为每持有90股

可认购1股预留股份。同时，分派基准为每持

有1股可获发1股中原建业股份。

按照建业地产对外披露的分派计划，5

月12日是享有分派及优先发售份额的截止

日期，5月13日为按除权基准买卖的首日。

除权日如期而至，然而建业地产5月13

日早间宣布停牌，午后复牌后一度暴跌逾

60%的股价表现，也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

注。对此，建业地产也于当日及时发表了澄

清公告，并宣布修订派发2020年末期股息

预期时间表。

建业地产于最新澄清公告中表示，派发

2020年末期股息的预期时间表已予修订，公

司将于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不再暂停办

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递交公司股份过户文

件的截止时间及记录日期，将为2021年5月

17日（星期一）下午4时30分。并称，公司已向

联交所申请于2021年5月13日下午1时正起

恢复股份买卖。

澄清公告之外，就5月13日停复牌前后

的股价异常波动，建业地产方面也向北京商

报记者作出回应称，“今天是建业地产分拆

中原建业上市的除权日。此次所谓下跌只是

除权后的重新定价行为，并非真正的下跌”。

同策研究院资深分析师肖云祥解释了

“上市公司除权导致股价波动”的合理性。其

表示，上市公司在除权或是除息时表面上都

会引起股价下降，但不是所谓的股价“跌”的

概念。实际上，这是由于上市公司将盈余分配

给股东或是投资者，在进行这样的操作时，股

价就需要除权或除息。

“除权或是除息要遵循前后股票价值不

变的原则，所以尽管除息或除权后股票价

格降低，但股票价值没有减少。”肖云祥如

是说道。

分拆加速

在业内人士看来，经过上述除权事宜后，

也意味着建业地产分拆中原建业上市的步

伐开始加快。若中原建业成功上市，将成为除

绿城管理之外第二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房

地产代建公司。

梳理中原建业赴港IPO时间线，2020年

11月10日，港交所披露中原建业招股书；5月

4日，中原建业通过港交所聆讯，披露信息显

示，上市路演预计于5月18日-24日举行，5月

31日挂牌，保荐人为工银国际和建银国际。5

月12日，建业地产对外发布公告，宣布公司

董事会批准建议分拆中原建业将其于港交

所主板上市，并宣布将以分派方式宣派特别

中期股息。

公开资料显示，中原建业成立于1992年

12月26日，是建业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以

房地产代建服务为主营业务。该公司此前

披露的招股书显示，中原建业旗下业务大

部分位于河南，182个在管项目中共有174

个项目位于河南省，其在管总建筑面积为

约2310万平方米，覆盖河南省大多数县及

县级以上城市。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原

建业在管项目数量及建筑面积分别为182个

及2400万平方米。

来自中原建业最新披露数据显示，2020

年，该公司在管项目的已售建筑总面积约为

570万 平 方 米 ， 市 场 份 额 为 29.2%；

2017-2020年总合约销售金额的复合年增长

率为71.5%。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原建业实现收

入11.52亿元；2018年及2019年两个年度，该

公司分别实现收入6.76亿元、10.29亿元。在

利润指标方面，2018年中原建业的利润为

4.04亿元，至2020年增至6.82亿元。截至2020

年末，中原建业的净利率为59.2%。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伴随着建业旗下物

业管理板块———建业新生活（009983.HK）于

2020年5月登陆港股，算上原有地产上市平

台以及通过收购“曲线”所得的筑友智造科

技（000726.HK），截至2020年末，偏安一隅

的“河南王”胡葆森已经同时坐拥了三大资本

上市平台。中原建业若成功上市，将成为建业

集团旗下第四大在港上市平台。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荣蕾

5月13日，建业地产对外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自上午9时起短暂停止买卖，停

牌原因未披露。当日午后，建业地产复牌，盘中股价一度暴跌逾60%，最低时为1.7

港元/股。建业地产分拆物业代建业务公司上市路演，一度被外界视为影响该公司股

价大幅波动的主因，但北京商报记者分别从机构分析师和建业方面获得证实，实为

除权后重新定价行为。但业内也直言，除权结束后，建业的分拆也将提速。

卫龙近三年业绩概况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总营收（亿元）

利润（亿元）

27.52
33.85

41.2

4.76 6.58
8.19

公司净利润率在2020

年达到19.9%

2018-2020年的年复合增长

率达到22.4%

卫龙消费者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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