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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从科技抢跑上市 AI行业“钱途”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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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巨亏 股价连跌
豪赌全渠道的盐津铺子有戏吗

疯狂申请商标 海天急了？

北京商报2021.7.21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实习记者 丁
宁） 虽然7月19日晚间盐津铺子（002847）
实控人、部分董事、高管公告了增持计划，

但这并没有改变盐津铺子股价“跌跌不休”

的尴尬。

交易行情显示，7月20日，盐津铺子低开

6.11%，开盘价为65.47元/股。随后维持低位

震荡走势，盘中多次触及跌停，盘中股价再创

年内新低，为62.76元/股。截至7月20日收盘，

盐津铺子报62.8元/股，跌幅为9.94%。

增持之前，盐津铺子已连续3个交易日

跌停，股价一直在刷新年内新低。而把时间

拉长，5月以来，盐津铺子在二级市场上的表

现也不太理想。交易行情显示，5月6日-7月

20日，盐津铺子股价遭腰斩，区间跌幅为

53.05%。截至7月20日收盘，盐津铺子市值

为81.24亿元，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盐

津铺子市值蒸发了100亿元左右。

北京看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宇轩在

接受北京商报采访时表示，盐津铺子“跌跌

不休”的股价更多来自于市场的一种担忧

与质疑。就当前股价而言，更多是市场对于

盐津铺子下一步如何发展不确定性的真实

反映。如果盐津铺子下定决心对布局线上

做出改变，可能在现阶段，比实控人、董事、

高管不断增持股票要来得更加有效。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

电盐津铺子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方工

作人员表示，“领导在开会，稍后会给您回

电”。发稿前记者再次致电，但对方表示领

导会议仍未结束。

盐津铺子股价四连跌是源于7月14日

晚间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业绩预告，预告

显示，盐津铺子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净利

润4500万-5500万元，去年同期，盐津铺

子归属净利润盈利1.3亿元，同比下降

57.68%-65.38%。

市场之所以对盐津铺子如此失望，主要

原因是盐津铺子此前的业绩一直很稳健。财

务数据显示，2020年盐津铺子实现营业收入

19.59亿元，同比增长39.99%；对应实现的归

属净利润为2.42亿元，同比增长88.83%。

2021年一季度，盐津铺子实现营业收入5.92

亿元，同比增长27.45%；对应实现的归属净

利润为8203万元，同比增长43.41%。

资料显示，盐津铺子上市于2017年，公

司主要产品为“盐津铺子”品牌的休闲食

品，包括休闲豆制品、凉果蜜饯、坚果炒货、

休闲素食、休闲肉制品、烘焙制品六大类。

对于上半年业绩下降的原因，盐津铺

子表示，公司低估了社区团购等新零售渠

道对传统商超渠道的影响，2021年上半年

盐津铺子在商超渠道人员推广、促销推广

等相关市场费用投入过多，但商超渠道销

售收入增长及渠道业绩未达预期。

此外，盐津铺子表示，3月以来，盐津铺

子陆续上马31℃鲜鳕鱼肠、蟹柳等深海零

食系列新品，新品上市初期市场费用和研

发费用投入较大，目前处于孵化推广期，规

模效应尚未体现，前期成本较高。同时，3月

以来，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增加了原

材料采购成本，导致生产成本有所上升。

7月19日，盐津铺子在接待多家机构调

研时表示，公司三季度会努力按照公司的

股权激励目标来实现，争取四季度把前面

的业绩补回来。此外，盐津铺子表示，公司

目前全渠道开始加强，包括流通渠道、定量

装、电商渠道和社区团购等。

深圳市思其晟公司CEO伍岱麒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区团购对商

超的影响确实很大，尤其是对于轻休闲食

品，其主要消费者是年轻人。作为一个老品

牌，在没有扩大客群情况下，重复购买的都是

原有客户，无需在商场通过导购介绍购买，

所以盐津铺子在商场投放促销推广费用

高，却无法起到好的效果，也属正常现象”。

郭宇轩则表示，因为业绩不如预期，放

弃商超极高的净利润率，转战早已红海一

片且利润率较低的线上平台是否真的值

得，这个问题还需要盐津铺子认真考虑。

继老干妈、王老吉之后，海天味业也开始“疯狂”申请商标。7月20日，天眼查

App显示，近日，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味业”）接连

申请注册与“海天”字样相近的商标，国际分类涉及啤酒饮料、食品等，当前商标

状态为申请中。在业内人士看来，在业绩放缓、被质疑估值过高等背景下，海天味

业加速申请商标一方面是建立商标护城河，维护企业品牌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在

为未来布局更多领域产品冠以新商标发展，从而实现新的增长点做准备。

申请啤酒、饮料等领域商标

7月20日，天眼查App显示，海天味业接

连申请注册了多个与“海天”字样相近的商

标，包括每天、海无、诲夫、每夫、诲天等，国际

分类涉及啤酒饮料、食品等，当前商标状态为

申请中。

海天味业此举似乎与此前的一起商标官

司不无关系。2008年12月19日，曾有人申请

“每夫”商标。对此，2020年，海天味业起诉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每夫”商标的

有效性以及是否与海天味业持有的“海天”商

标构成近似问题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

终裁定，“每夫”与“海天”在调味品等类别上

构成商标近似。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海天味业仍主要

依靠调味品业务发展，其调味品均冠以“海

天”字样，一旦“海天”品牌受损，对于海天味

业来说，将造成巨大的损失。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疯狂”申请注册商

标的背后，是海天味业拓展业务的对应动作。

开拓新领域是海天味业寻找新增长点的重要

方式，这期间为相关领域产品申请对应的商

标也极为重要。“海天一方面是希望打造自己

的商标护城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给未来更

多领域布局产品冠以新商标发展。”

无独有偶，今年7月，农夫山泉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注册了多件“农夫三拳”商标，国际

分类涉及啤酒饮料、方便食品、食品、饲料种

子。7月5日，王老吉申请“新婚大吉”商标，一

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二位，与此同时，王老吉

还注册了“新年大吉”“升职大吉”“端午大吉”

“开工大吉”“高考大吉”等“吉系列”商标。而

老干妈也围绕“老干妈”品牌申请了“老于妈”

“干妈”“好妈妈”“老千妈”等商标。

朱丹蓬说，目前企业对于整个知识产权

体系的保护已经比较完善，海天味业抢注商

标避免了被山寨侵害的可能性，这其实也是

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体系和风险管控方面的

进步。

资料显示，2021年7月12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1500号建议答复的函。其中提到，加大对恶

意商标注册申请行为的整治，加强商标领域

信用监管，推动将当事人因恶意商标注册申

请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纳入全国公共信

用信息目录。加强对于恶意注册行为的监控，

采取提前审查、并案集中审查和从严适用法

律等措施，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累计

驳回恶意抢注和囤积商标超15万件。

破题“天花板”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受商标问题、

蛆虫事件、估值过高质疑等影响，海天味业不

断受到外界质疑。

2020年9月，海天味业被曝蛆虫事件，使

得一直备受“估值过高”质疑的海天味业在短

短半个月内市值蒸发千亿元。截至7月20日

收盘，海天味业总市值达到5217.7亿元，而在

2020年9月，海天味业市值曾一度超过6500

亿元。

“品质、品控是对大品牌来说非常严重的

问题，作为食品企业，必须要在品质管理上采

取更加严格的手段，必须确保产品质量。否则

对企业和品牌带来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快

消行业新零售专家鲍跃忠表示。

“原有调料味业务已经难以让海天味业

实现高速增长，这也是近年来海天味业逐步

布局食用油、火锅底料等领域的原因。作为行

业领头羊，它受到资本的追捧，这是一个平常

现象，但目前来看，海天味业的股价一直存在

较大的泡沫。”朱丹蓬称，要提振低迷的业务

情况，海天应走多品牌、多品类、多场景、多渠

道、多消费人群的战略布局，对于企业摆脱困

境、突破业绩天花板会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数据显示，2009年，海天味业营收达到

44.83亿元。2015年，海天味业营收突破百亿

元。2020年，海天味业实现营收227.9亿元。虽

然海天味业营收不断上涨，但增幅却有所下

滑。财报显示，2017-2020年，海天味业营收

同比增长17.06%、16.8%、16.22%、15.13%；

归属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24.21%、23.6%、

22.64%、19.61%。

“海天味业的业绩增幅近年来略有下滑，

可见企业个体已经达到发展的天花板。但从

调味品行业整体来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这不仅指酱油、蚝油等传统品类，随着消费群

体对生活品质的看重，未来调味品产业会更

加细分，因此会形成食材类、半成品等相关品

类。在这一方向会释放更大的消费潜力。如果

企业针对此进行合理的开发布局，空间还是

很大的。”鲍跃忠分析道。

对于海天味业未来发展及如何部署接下

来的品牌与业务，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海天

味业，但截至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白杨 实习生 张函

IPO申请获批

云从科技上市有了新进展。根据科创板

官网披露的信息，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会议

在7月20日召开了2021年第48次审议会议，

认为云从科技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

息披露要求。

按照科创板流程，云从科技距离上市只

剩下提交注册和公布注册结果。业内人士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上市申请获批后，云从科技

就可以询价路演、定价等，最后敲钟上市。对

于具体的上市时间，云从科技相关人士向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以上交所公告为准”。

根据招股书上的定义，云从科技是一家

提供高效人机协同操作系统和行业解决方案

的人工智能企业，主要产品及服务按照提供

交付内容和业务模式，可划分为人机协同操

作系统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人机协同操作系统业务指向客户提供自

主研发的基础操作系统及其核心组件和基于

操作系统的应用软件及相关的技术服务。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业务指公司提供解决特定行

业客户业务问题的智能化升级解决方案，主

要面向智慧金融、智慧治理、智慧出行、智慧

商业领域。

至于募资金额和用途，此次云从科技上

市，拟融资37.5亿元，计划向人机协同操作系

统升级项目投资8.1亿元、向轻舟系统生态建

设项目投资8.3亿元、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综

合服务生态项目投资14.1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6.9亿元。

有人上也有人撤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各项目的

实际进度，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

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可用于置换公司先行

投入的资金。”这是云从科技的计划。但同为

CV四小龙的依图科技，短期内靠上市募资的

可能性不大，原因是依图科技在7月2日撤回

了科创板上市申请。

其实，论上市受理时间，云从科技晚于

依图科技。根据科创板官网信息，2020年11

月4日，上交所就受理了依图科技的科创板

上市申请文件，并按照规定进行了审核。云

从科技的科创板上市申请受理时间是2020

年12月3日。

转折发生在2021年3月和6月，3月11日依

图科技申请中止IPO审核，原因是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需要较长时间落实规则和监管的核查

等要求。3月31日，因财务资料过期，云从科技

上市申请也被中止审核。

到了2021年6月，云从科技和依图科技的

路径则南辕北辙。当月云从科技完成财务资

料更新，上交所恢复云从科技上市审核，依图

科技和保荐人国泰君安却分别提交申请撤回

相关申请文件。

再来看商汤科技和旷视科技，目前商汤

科技暂未递交上市申请，旷视科技的科创板

上市申请在2021年3月获得受理，公司拟募

资60.18亿元。

高增长但亏损难平

提到上述AI企业上市的波折，深度科技

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

“这些企业基本面欠佳，业绩不好，市场空间

打不开”。

从公司招股书的重大事项提示内容中，

即可以看出CV领头羊们的业绩尴尬。云从科

技中招股书强调，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激烈，后

期需要不断投入研发，短期无法盈利，未弥补

亏损存在持续扩大的风险。

数据显示，2018-2020年云从科技的营收

分别是4.8亿元、8.1亿元、7.5亿元，研发费用分

别是1.5亿元、4.5亿元、5.8亿元，占各期营收的

比例分别是30.61%、56.25%和76.59%，相应净

亏损1.8亿元、17.1亿元、6.9亿元。

云从科技在招股书中表示，如果公司未

来一定期间面临市场激烈竞争出现主要产品

价格下降、研发投入持续增加且研发成果未

能及时转化、人工智能行业政策出现不利影

响、下游行业需求显著放缓等不利情况，公司

将面临短期无法盈利，未弥补亏损存在持续

扩大的风险。

根据云从科技管理层初步测算，2021年

1-6月公司营收预计在3.5亿-3.9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58.4%-76.05%；预计净亏损3.7亿-3.5

亿元，较去年同期扩大29.28%-23.34%。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AI赛道有不少政策

利好，比如国家新基建战略，但如何将这些

利好转换成市场空间，还需要AI企业们去

探索。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云从科技近三年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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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云从科技主营业
务毛利率分别为

21%、39%、43% 其中，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三年的毛利率分别为
18%、23%、28%，低于同行业竞争对手的水平。

CV（计算机视觉AI）四小龙（旷视科技、商汤科技、依图科技、云从科技）终于迎来第一股。7月20

日，科创板官网显示，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从科技”）的IPO申请获得上交所科创

板上市委会议审议通过。从上市步骤来看，云从科技上市只待询价、路演、定价、敲钟。

虽然云从科技相关人士并未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后续计划的具体时间点，但同比CV四小龙的同

行，尤其是不久前刚刚撤回上市申请的依图科技，云从科技的上市节奏明显更快也更顺利。业内人士

关注着云从科技的一举一动，也通过云从科技的招股书、回答问询等，窥见了AI企业的苦与乐，比如新

基建利好带来的营收增长、不断投入导致的持续亏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