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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疯炒爆雷的阳光城能治病还能备孕？碱性水的养生局

产经

宣称有治疗功效

据央视报道，近日云南昆明一家水企

宣称碱性水有治疗功效，还在公众号上发

布了一些所谓的“疗效”视频，由患者现身

讲述。

被曝光的是天外天，该公司主要产品

为“石林天外天”牌瓶装天然矿泉水和桶装

天然矿泉水。官网显示，天外天成立于1994

年，在云南省内有300多个瓶装水和桶装水

销售网点，其中昆明市区建成83个水站，全

省日送水量为5万桶，市场占有率近30%，

瓶装矿泉水年产销量为300万件。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天外

天官方公众号上发布了15篇“碱治疗合集”

的文章和视频内容，宣称碱性水具有治疗

或预防尿酸性肾石病、糖尿病、痛风、尿酸

高、大鼠胃溃疡等疾病的功效。

除了在公众号宣称有各种治疗疾病的

功效，天外天还在其官网上开设“碱性水研

究论文”一栏，这一栏着重提及了碱性水的

治疗或预防疾病功效，例如《碱性饮用水预

防小鼠高尿酸血症的作用研究》和《纯净水

和碱性天然矿泉水对维甲酸诱导的大鼠骨

质疏松影响的比较》等文章。

对于上述产品的宣传依据以及未来的

整改措施，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天外天，但截

至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天外天关于碱性水治疗或预防疾病

的宣传属于虚假宣传，是市场监管局严打

的违规行为。商家明目张胆地宣称疾病预

防和治疗功效，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消

费者。”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

任钟凯表示，其实，碱性水并没有那么神

奇的作用，和普通饮用水并无本质差异，

消费者选购饮用水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健

康功效”。

抬高售价才是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碱性水的营销乱象

不止天外天一家。北京商报记者在电商

平台查询发现，克东天然苏打水“活力

恩”在标题上宣称适合“备孕”；恒大冰泉

弱碱性水在产品介绍页面宣称“可调节

体内酸碱平衡”；帝泊洱旗舰店的C细胞

活力饮用天然矿泉水宣称“用制药的理

念成就一瓶好水”，还打上“宝宝饮水”

“面膜补水”等标签。

水企冒着违规宣传的风险，也要打上

碱性水治疗疾病的标签，也许抬高售价才

是根本目的。以农夫山泉普通红盖瓶装水

为例，该产品每550ml售价约1.33元，同规

格对比，石林天外天碱性水售价约8.4元，克

东天然苏打水活力恩售价约4.62元，帝泊洱

旗舰店的C细胞活力饮用天然矿泉水售价

约15.3元，均远高于普通瓶装水。

对于碱性水的“高身价”，业内人士称，

“目前瓶装水市场品牌众多、品类更加细分

化，赛道竞争逐渐进入白热化。为实现差异

化竞争以及高毛利收益，商家利用消费者

对健康功效的追捧心理，暗示‘碱性水=健

康’，并做出类似的营销宣传”。

售价高昂的碱性水成本真的比普通瓶

装水高吗？对此，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

中心科技传播部主任阮光锋表示，普通瓶

装水和碱性水成本几乎无差别，只要是瓶

装水，其成本主要构成就是瓶子、盖子、运

费、广告等，水本身的成本是极低的，而高

价碱性水，更多的是消费者在为商家的营

销费用买单。

碱性水的认知误区

在业内人士看来，碱性水不能替代药

物，饮用水的功能是补充体内水分，对调节

体质没有任何作用。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有

很多水企推出了弱碱性水，通过伪科学理

论为企业产品提炼核心卖点，提升产品的

附加值，提高差异化优势，通过误导、欺诈

消费者的手段获取不正当的利润。其实早

在几年前的央视“3·15”晚会上，专家已经

就弱碱性水能改善体质进行了辟谣。

早在2015年中国消费者协会曾发布消

费提示称，人体酸碱平衡是喝水难以改变

的，弱碱性水有益身体健康的说法是某些

商家炒作起来的认知误区。

“无论弱酸还是弱碱性水，对人体的酸

碱性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人体是

一个精密的缓冲体系，比如血液的pH值正

常范围是7.35-7.45，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

种生理功能正常。无论弱酸还是弱碱性水，

喝到肚子里都变成酸性的，因为我们胃里

是pH值2.0左右的盐酸，即便是喝下所谓弱

碱性的水，到胃里已经彻底酸化了。然后到

了肠道，不管什么水，又变成碱性了。”阮光

锋表示。

“正常来说，喝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

的水就能够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但如果

更加精细一点，可以按照口感和用途选

择水。”注册营养师陈然建议，根据口感

（水的硬度）选，纯净水、矿物质水一般都

是软水，口感柔和。很多矿泉水是硬水，

其中有丰富的矿物质，但口感生硬；也有

少量矿泉水，既含有矿物质，又属于软

水，口感柔和。自来水和很多矿泉水虽然

都是弱碱性水，但自来水以碳酸氢根为

主，而矿泉水以偏硅酸根为主，正常饮用

二者都能满足健康需要。

北京商报记者郭秀娟王晓

债务违约、高管出走，爆雷的阳光城近期

却走出了一波“大牛”。3月28日，阳光城股价

再度涨停，截至下午收盘，阳光城收报4.25

元，涨幅达到10.1%，成交额30.55亿元，换手

率18.4%，最新市值为175.97亿元。8个交易日

内录得7个涨停，股债双杀后，阳光城迎来久

违的“大牛”。

然而魔幻的是，阳光城的涨停是在公开

披露债务违约后不久。3月18日，阳光城发布

公告称，因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融资

环境叠加影响，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阳光

城未能按期支付境外债券利息，致使公司债

务融资工具加速到期。阳光城未能获得对上

述加速到期债券交叉保护条款的豁免，即未

能足额偿付上述加速到期债券累计本息合计

50.28亿元。

背负50亿债务违约，阳光城为什么还

连续涨停？“近期房地产板块的股价波动，

主要是受政策利好的影响，这已经脱离了

公司的基本面。”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

长谢逸枫直言，受外部环境和自身债务违

约影响，阳光城此前股价低迷，目前属于进

入估值修复阶段。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期房地产板块

上升明显，阳光城虽有恢复，但目前其市净

率为0.63，市盈率为3.3，仍处于低估值区间。

从主力资金的流向来看，爆雷房企被“偏

爱”，阳光城、泰禾集团、华夏幸福等纷纷收

获涨停。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称，爆雷房企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估值够低，

在投资者的逻辑里，抄底是件乐此不疲的事。

此次阳光城虽连番上涨，但很难说能走多远，

其股价并没有满血复活，仅仅是阶段性攀升。

市场风向变了，多重利好强化房地产板

块估值修复。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

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

资本市场问题。会议要求，关于房地产企业，

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

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

施。会议还强调，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自身

职责，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慎重出台

收缩性政策。同日，多部委密集发声，提振市

场信心。

市场方面，房贷利率创2019年以来月度

最大降幅。据贝壳研究院监测，3月中国103个

重点城市主流首套房贷利率为5.34%，二套利

率为5.6%，分别较上月回落13个、15个基点。

3月房贷利率创2019年以来月度最大降幅，房

贷环境趋于宽松。

谢逸枫称，随着政策底部的出现，市场信

心得到提振，大概率今年下半年会有一波利

好行情。预期大逆转，这也是主力资金流入的

原因。

外部环境向好，但阳光城的基本面仍未

改变，这似乎无法成为其持续涨停的动力。

2021年下半年，阳光城遭遇经营困境，业

绩表现不佳也导致股东泰康系主动“退出”，

据测算亏损近17亿元。

此后阳光城“负面”状态一直持续。今年1

月初，阳光城原执行董事长兼总裁朱荣斌离

职出走，真金白银的投入最终无奈“割肉”离

场。据媒体统计，朱荣斌四年共买入1.15亿元

阳光城股票。

3月9日，阳光城再发公告，执行副总裁阚

乃桂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局提交辞呈，辞

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继朱荣斌

之后，阳光城又流失一位高管。

业绩表现方面，受销售业绩不及预期影

响，阳光城在今年1月披露的业绩预告中表

示，预计2021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将

亏损45亿元到58亿元。次日，阳光城就收到了

深交所的关注函。

阳光城在给深交所的回函中，也公开披

露了其所面临的困境。截止到2021年9月末，

阳光城累计有息负债规模达到849.38亿元。

其中，1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为247.98亿元，

占比29.2%；1-2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为

365.67亿元，占比最高，达43.05%。

但截至2021年12月末，阳光城在手货币

资金较年初大幅下降，致使实操中可灵活动用

资金占账面资金比例不足1%，回笼至集团层

面难度极大，可自由动用货币资金基本枯竭。

泰康系退出后，阳光城外部“输血”明显

不足，而单纯依靠经营层面内部“造血”，其偿

债压力不容忽视。

利润大幅亏损、债务危机严重，面对内忧

外患，阳光城意外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这波

操作的风险性已然显现。

北京商报记者王寅浩

扛过危机并非靠“节衣缩食”

据华为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华为2021

年全年收入为6368亿元，同比下降28.6%，净

利润1137亿元，同比增长75.9%。

此外华为的研发费用达约1427亿元，同

比上涨0.5%，研发费用率为22.4%，同比上升

6.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华为轮值董

事长郭平所言：“华为的问题不是靠节衣缩食

来解决的。”孟晚舟也在会上表示，相比于股

东权益，华为更多的是考虑客户和消费者，华

为每年最起码拿出10%的收益用于研发。

实际上，面对美国多年来施加的制裁，华

为近年来的发展也颇为坎坷，郭平在会上称：

“2021年我们活下来了，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并

没有完全解决，2022年仍将继续‘求生存、谋

发展’。”外部环境的挑战也反映在财务数据

上，2021年，华为在欧洲中东非洲、亚太、美洲

等地的收入分别下滑27.3%、16.7%、26.3%。

此外芯片断供风波也考验着华为的智能

手机业务，2021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收入为

2434亿元，下滑49.6%。据Omdia发布的数据

显示，华为2021年的手机出货量已降至3500

万部，较2020年下降81.6%，而其全球市场份

额从2020年的15%下降至2021年的约3%。

对此，华为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给市场

开出“定心丸”，2021年，华为经营现金流有较

大增长，达到597亿元人民币，而资产负债率

降低到57.8%的水平。孟晚舟称“现金是华为

研发的保障”，并表示“公司应对不确定性的

能力在不断提升”。

芯片破局要靠系统性突破

抛开账面上的数字，更令市场关心的是

华为的芯片问题，会上有媒体询问华为如何

应对芯片供应紧张的问题，是否有自建芯片

工厂的计划。

对此，郭平表示：“美国连续多年的制裁

给华为带来了很多困难，在全球的环境下，技

术重复开发不一定有价值，但是市场割据和

技术封锁下，技术投资有了商业价值。”然而

他更多强调的是，华为会采取系统性的突破，

来化解关键零部件难以获取的困境。

所谓系统性突破，即“华为计划用面积、

堆叠换性能，使工艺不那么先进的产品也能

具有竞争力”。业内观点认为，目前5G射频芯

片主要采用体声波，但这种技术被Sky-

works、Qorvo、Broadcomm等几家外企垄

断。虽然国内企业也研制出了5G射频芯片，且

拥有自主的核心知识产权，但满足商用需求

仍有欠缺。

这是否能成为华为的破局之道？通信专

家马继华对此持乐观态度，并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其实，不管是谷歌服务器，还是特斯

拉的汽车电池，还是5G基站，都在没有革命性

技术的前提下采取堆叠方式提高性能，就智

能终端来说，堆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

的。这种方式可以作为缓冲，等待新的技术周

期到来，弯道超车。”

而消费电子专家许意强则认为，堆叠的

方式只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彻底实现在高

端芯片能力上的突破才是最终方案。

消费者业务期望“多点开花”

除了通过工艺革新绕过芯片这一“拦路

虎”，华为同时也希望在可穿戴设备、全屋智

能家居等领域“多点开花”，在消费者业务上

寻觅更多增长点。

2021年，华为智能穿戴、智慧屏、TWS耳

机及消费者云服务均实现持续增长，其中可

穿戴设备和智慧屏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30%。郭平在会上谈到，华为正在拓展可穿

戴、运动健康和全屋智能等新业务。目前，华

为可穿戴正在高速发展。

近年来，华为相继推出了V75Super、

V98等新一代华为智慧屏V系列新品，这

其中包含着华为在技术上的努力，例如智

慧屏 V75Super首次采用SuperMiniLED

背光技术，实现高达2880个物理分区和

3000尼特峰值亮度。HarmonyOS、畅连通

话、智慧屏K歌等则是华为在创新应用场

景上的探索。

在全屋智能领域，华为给出的解决方案

是1个智能主机、2套核心方案，搭配N个子系

统，即用一个中央控制系统，配合全覆盖

WiFi，串联起多个智能硬件子系统。

与海尔、格力等老牌家电企业相比，华为

的优势如何体现？许意强认为，华为在全屋智

能上，不会纠结于单一产品、方案的竞争，更

多还是基于平台化的能力，特别是开放的心

态，整合不同企业的产品和方案，去满足家庭

用户的需求。并表示“华为最大的优势，还在

于公司平台和品牌的信任上，容易获得更多

用户的认同”。

马继华则谈到，华为自主掌握的硬件芯

片以及软件平台鸿蒙，都是其在市场竞争中

的有力武器。

会上，孟晚舟用“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

年”形容归国后的感受。华为未来仍需面临不

少挑战，但也给了市场足够的想象空间。

北京商报记者金朝力实习记者王柱力

尽管碱性水能“治病”和“酸碱体质论”的养生大骗局早被揭穿，但市场上仍有

水企打出碱性水的概念推销产品。3月28日，#央视曝光碱性水营销乱象#登上热

搜，被曝光的是水企云南天外天天然饮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外天”），该

公司多方暗示碱性水具有治疗或预防疾病功效。此外，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克东天

然苏打水、恒大冰泉等多家品牌均存在碱性水功能营销。

“过去时间是华为比较艰难

的时刻，现在，华为已经穿过了

‘黑障区’。”回到中国184天后，

华为副董事长、CFO孟晚舟第一

次公开亮相。3月28日下午，华为

2021年年度报告会如期而至。经

过美国制裁、芯片紧张等一系列

风波，华为的营收有所下降，但

利润却创下新高。面对芯片上的

压力，华为称将用系统突破，化

解关键零部件获取的困难。而其

在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领域

的拓展，也给了消费者业务更大

的想象空间。过去的2021年不仅

是孟晚舟的自由之年，或许也是

华为走出低谷的关键节点。 孟晚舟在华为2021年年度报告会上。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