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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贴牌大户”

5月29日，北京商报记者在贵州省公共资

源（国有产权）交易中心注意到，保健酒公司

拟转让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白金酒有限责任

公司40%股权已进入成交结果公示栏，而技

开公司拟转让天朝上品酒业（贵州）有限公司

51%股权案目前仍处于预披露状态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白金酒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案已被更

新至贵州省公共资源（国有产权）交易中心产

权交易成交结果公示栏，交易价格14200万

元，但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该公

司股权尚未完成变更。

北京商报记者就上述两起股权交易案交

易进度对茅台相关人士提问，茅台相关人士

表示暂不清楚。

时间回到一个半月前，北京商报记者从茅

台相关人士处获悉，技开公司与保健酒公司已

完成合并工作。而技开公司后期将不再做白酒，

一时间让业内对技开公司未来充满猜测。

据了解，保健酒公司与技开公司近年来

一直被外界视为贴牌酒“大户”。此外，在电商

平台有许多贴牌品牌打着贵州茅台的旗号在

“叫卖”，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两个月

时间内，技开公司与保健酒公司先合并再先

后挂牌拟转让股权，深层含义是否与贴牌酒

有关不禁令人浮想联翩。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指

出，品牌“瘦身”是茅台集团每隔一段时间就

会进行的工作。茅台集团首先要求框定茅台

集团公司产品必须明确标示为哪一家子公司

生产，不能模糊标示为茅台集团生产；其次是

理清各子公司业务，对产品线进行精简。

“瘦身”持续加码

查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不难发

现，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白金酒有限责任公

司与天朝上品酒业（贵州）有限公司均是保健

酒公司与技开公司与外部资金合营的企业。

而保健酒公司与技开公司先后挂牌拟转让股

权，与两家公司欠佳的业绩不无关联。

披露数据中最新财务报表显示，截至

2022年4月30日，天朝上品酒业（贵州）有限公

司实现营收约372.91万元，利润总额为-78.31

万元，负债总计约2608.36万元。截至2021年

11月30日，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白金酒有限

责任公司实现营收约12675.06万元，利润总

额为-136.83万元，负债总计15757.6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茅台集团首次欲

剥离业绩低下企业。茅台集团的“瘦身”计划，

已经实施了近六年。

资料显示，2017年，茅台集团宣布施行

“双十”品牌战略，要求每家子公司保留的品

牌数不超过10个，每个品牌的条码数不超过

10个。2018年，茅台集团发布“双五”规定，目

标将子公司品牌数缩减至5个左右，产品总数

控制在50个以内。2019年，茅台集团发布《茅

台集团关于全面停止定制、贴牌和未经审批

产品业务的通知》。2020年，“瘦身”更进一步。

2021年，茅台集团开始督促子公司打造大单

品、逐步淘汰业绩低下的品牌、控制品牌产品

数量等，2021年底前全面完成停用集团

LOGO工作。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指出，贴牌酒就

是利用茅台品牌的潜在影响力进行销售。对

于茅台来说，除了可以收取一定费用外，对茅

台业绩与品牌价值的贡献都极其有限，反而

还可能存在腐败的空间。因此，贴牌酒是茅台

的负资产甚至是风险资产，目前茅台在进行

内部改革，清理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彻底斩断

贴牌酒这类业务，有助于让茅台“风清气正”。

难扛市场考验

贴牌酒顾名思义，找名牌企业给自己的

产品做背书，从而顺利进入市场。然而，北京

商报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白金酒还是天朝

上品终端销量并不乐观。北京商报记者登录

天朝上品天猫旗舰店，店内共有14款产品，单

价在168-3300元/瓶不等。值得注意的是，每

款产品包装上，贵州茅台集团的标志都相当

显眼。不过，虽然打着茅台集团的旗号，但销

量第一的产品月销量仅有23笔。而在产品评

价中，正品、假货、技开公司标签等词汇成为

关键词。

无论是茅台贴牌酒产品还是其他品牌贴

牌酒产品，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都是看品牌

买酒。贴牌酒品质不好，最终只会损耗品牌本

身的口碑。业内人士指出，贴牌酒本身没有绝

对的好与坏之分，但由于在生产、销售贴牌酒

过程中，酒企往往没有实际参与，导致贴牌酒

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现象。

程万松指出，贴牌酒自2005年以来就一

直面临着动销困境。贴牌酒面临着厂家买断、

贴牌经营，产品品质信息不透明，而且贴牌酒

商主要是以牟取暴利为经营意图，产品性价

比不高，因此自2005年以来有大量贴牌生产

的酒被市场淘汰或销量下滑。只是近年来因

酱香热而产生的财富幻想，让很多人扎堆贴

牌生产酱香酒，但性价比不高的产品，消费者

很难买单，所以其命运会和2005年以来的贴

牌酒商一样。做市场，一定要脚踏实地，诚信

经营，认认真真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实际上，不仅茅台等酒企自行对贴牌酒

公司进行剥离，行业内对贴牌酒产品的打击

也愈甚。

资料显示，2021年5月，遵义市（仁怀市）

酒业协会发布《关于规范定制（贴牌）酒生产

销售行为的通告》。通告显示，严禁生产销售

各类不规范定制（贴牌）产品，并且截至

2021年5月31日前，各酒类生产企业对所有

定制（贴牌）产品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同时规

定，2021年6月1日起，所有酒类生产企业的

各种定制（贴牌）酒必须向市酒业协会进行实

物报备。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王傲

5月29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相关电信运

营商处获悉，近期“非法短信嗅探”案件在全国

多地频发，北京市公安局也陆续接到群众报案。

这种电信诈骗方式听来令人不寒而栗，部分受

害者表示，早上一觉醒来，发现网上银行密码被

篡改，钱财不翼而飞。如何防范这种新型电信网

络诈骗已成为当务之急。

业内专家认为，这种诈骗方式的底层逻辑

并不复杂，一般用户登录网上银行或者某些

App时，需要接收手机短信验证码，而犯罪分子

通过非法获取这些验证码，继而登录受害者账

户，再进行提款、划转账、大额消费等不法活动。

夜里是人们基本不会使用手机的时段，自然也

看不到相关的提示短信，犯罪分子也多是趁着

夜幕“穿墙逾屋”。

通信专家马继华对北京商报记者介绍道：

“短信嗅探技术并不先进，是利用了GSM网络

的体系缺陷，对特定信号范围内的手机号码和

机主信息进行采集和拦截，从而获取目标用户

所应该接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等等，并以手机机

主的身份实施网络诈骗、盗刷支付等。”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犯罪分子除了非法

登录用户账户外，还有更加恶劣的手段，有关专

家介绍称，由于网络银行App防范相对周密，犯

罪分子便采取“迂回战术”，从其他App截获用

户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等关键信息后，用这些

信息批量登录其他网站，也就是俗称的“撞库”。

一旦撞库成功，对于受害者而言，其遭受的损失

或许就不只是一两个账户了。

马继华表示，虽然这种手段为祸不小，但其

自身也有局限，那就是只能在2G信号的GSM网

络下实施。2G技术早在1991年便已问世，在当

时的环境下，该技术对于安全性的考虑不足，例

如手机与信号塔之间采用“弱加密”方式，缺乏

基站认证环节，导致伪基站趁虚而入。

马继华称：“在技术上，只要用户使用3G、

4G、5G网络，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但不法

分子可以通过一些电磁设备干扰通信信号，比

如导致5G信号质量不佳，从而手机自动掉落到

2G模式，在强制降网后实施诈骗。”

北京移动信息安全专家也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提高警惕：一是发现手

机4G/5G信号突然消失，只能使用2G网络，这可

能是附近有人伺机进行“非法短信嗅探”，此时

用户可立即关机或设置进入飞行模式，防范验

证码短信被劫持（飞行模式下用户仍可使用

WiFi通信）；二是收到异常验证码短信，此时应

立刻关机或设置进入飞行模式，及时冻结相关

银行账户及第三方支付账号，最大程度防止损

失。此外，晚上睡前关闭手机也不失为防范“非

法短信嗅探”的有效方法。

从网络发展角度看，这种骗术的生存空间

会越来越小。据网信办2021年公布的数据，我国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固定

宽带家庭普及率由2015年底的52.6%提升到

2020年底的96%，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由2015

年底的57.4%提升到2020年底的108%，全国行

政村、贫困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8%。此

外，已建成的5G基站达71.8万个，5G终端连接

数超过2亿。

除了用户需要擦亮双眼外，运营商方面也

需在防诈反诈上持续努力。北京移动方面表示，

早在2016年“非法短信嗅探”初露端倪之时，北

京移动就开发了专门针对“非法短信嗅探”的监

测和定位能力。2018年以来，北京移动与北京警

方保持密切沟通，建立了“非法短信嗅探”治理

专项联动机制，双方合作举办科普讲座，为辖区

内群众普及“非法短信嗅探”知识及预防措施。

除了技术升级、用户教育外，也有专家着

眼于从源头上加强审核。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

萌认为，电信诈骗也需要获得电信方式的入

口，所以只要在电信运营商端加强电信入口的

审核管理，就可以切断诈骗利用电信渠道实施

的路径。

对于电信企业来说，电信资源的批发采购

是其重要收入来源，比如大量电信号码号卡、呼

叫中心业务等。而如果对购买方审核不严，这些

资源很容易落入不法分子之手，用于诈骗、骚扰

等。因此，有关专家认为，想要根治电信诈骗，运

营商还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安全与收

益之间做好平衡。

北京商报记者金朝力王柱力

一月内连收监管函、问询函

信披违规，三年连亏，国联水产一个

月内连收监管函、问询函。

5月29日，国联水产因“存货减值准备

计提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未及时披露”“前

五大供应商信息披露不准确”以及“部分

制造费用跨期”等原因收深交所监管函。

具体来看，国联水产2017年和2019

年因存货减值准备会计估计的变更分别

导致当年存货减值准备增加1701.33万元

和9420.03万元，但国联水产上述存货减

值准备计提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未及时披

露；国联水产2019年年报中披露前五大供

应商时错误地将资金往来户张建辉、龙子

粤、陈益等人披露为前五大供应商；此外，

国联水产将2019年发生的冰鲜虾加工费

用178.65万元计入2020年，将2018年发生

的冷藏费用195.46万元计入2019年。

“国联水产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

订）》第1.4条、第2.1条、第11.11.6条的规

定。请国联水产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

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

再次发生。”深交所在监管函中称。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几天前，国联

水产因业绩连续三年亏损、存货账面价值

和存货周转情况收到深交所问询函。5月

17日，国联水产公告收到深交所下发的

2021年年报问询函。由于2019-2021年连

续亏损三年，深交所要求国联水产说明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净利

润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亏

损状态是否仍将持续等。

此外，在问询函中，国联水产还被要

求说明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占总资产比例

及占流动资产比例较高的原因以及合理

性，并结合相关情况说明公司持续维持高

存货余额的合理性。

数据显示，2019-2021年，国联水产

营业收入分别为46.28亿元、44.94亿元和

44.74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64亿

元、-2.69亿元、-1.38亿元，扣非归母净利

润分别为-4.63亿元、-3.18亿元、-3.22亿

元。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国联水产最近

三年营业收入持续下滑，净利润、扣非归

母净利润连续亏损。

布局预制菜寻增量

在回复深交所问询函中，国联水产明

确提出预制菜将成为公司业绩新增长点。

“未来将以预制菜为主要抓手，加快水产

食品业务进行转型升级。”

资料显示，国联水产成立于2001年，

专注于水产食品加工、研发和销售，2010

年7月在创业板挂牌上市，原所属行业分

类为渔业，而在2021年7月，公司发布公告

称其所属行业分类已由渔业变更为农副

食品加工业。

关于在预制菜领域的布局，国联水产

在年报中透露，公司预制菜品以对虾、小

龙虾、鱼类为主，以“小霸龙”品牌构建了

完善的预制菜产品体系，涵盖快煮、裹粉、

米面、调理、火锅、小龙虾、风味鱼等系列。

国联水产变更行业、多品类布局预制

菜背后与该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不无关系。

据NCBD（餐宝典）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

预制菜市场规模超过3000亿元，预计到

2025年将会突破8300亿元，其中在C端市

场的规模占比将接近30%。

然而，看好预制菜市场前景的不止国

联水产。得利斯投资互动平台表示，“公司

10万吨预制菜产能随着销售市场的开拓正

逐步释放”。新希望也曾表示，“公司食品板

块的中央厨房业务就是以预制菜为主要产

品”。此外，同庆楼、松鹤楼、太二酸菜鱼、海

底捞等新老餐饮企业品牌，海天味业、恒顺

醋业等调味品龙头，叮咚买菜和每日优鲜

等零售企业均已释放出布局预制菜信号。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

疫情下，预制菜行业加速发展，中国预制

菜行业进入一个相对高速发展以及产销

两旺的历史节点。但整体来说目前预制菜

行业仍存在些许不规范，比方说一些企业

“瞬间速冻”的硬件和技术较为有限。

“在单身经济、宅经济、高节奏生活等

多重因素下，预制菜的前景广阔。但预制

菜行业品质或性价比参差不齐。”香颂资

本执行董事沈萌表示，在预制菜领域国联

水产有一定水产资源可用于部分预制菜

的原材料，但品牌、成本或其他竞争优势

都不明显，预制菜竞争激烈，看不出国联

水产能在该市场脱颖而出的很大机会。

关于国联水产未来在预制菜领域的

市场布局以及如何应对市场竞争，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国联水产，但截至发稿并未收

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郭秀娟王晓

一个月内收问询函又收监管函，国联水产怎么了？5月29日，国联水产因“存货减值

准备计提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未及时披露”“前五大供应商信息披露不准确”等信披违规

问题收深交所监管函。在此之前的5月17日，国联水产因连续三年亏损收到深交所下发

的2021年报问询函，其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遭考问。

在回复深交所问询函中，国联水产明确提出预制菜将成为公司业绩新增长点，并称

未来将以预制菜为主要抓手，加快水产食品业务进行转型升级。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

预制菜正处于爆发前夜，得利斯、新希望等养殖企业，海天味业、恒顺醋业等调味品企业

纷纷入局，预制菜进入酣战状态。然而重口味、同质化、不好吃等因素让消费市场争议增

加，国联水产要进一步打开市场并非易事。

当人们热火朝天地讨论茅台冰激凌到底是什么味道的时候，茅台集团却选择以冷静

而低调的方式处置旗下资产，这一热一冷间揭示着“茅系品牌”的未来之路。5月29日，北

京商报记者在贵州省公共资源（国有产权）交易中心注意到，茅台集团子公司———贵州茅

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健酒公司”）与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开公司”）均挂牌拟转让旗下合资公司股权。值得一提的是，

一个半月前茅台集团才宣布保健酒公司与技开公司完成合并工作。两个月内茅台子公司

进行多起调整，不禁让人深思茅台此举的深层含义。

2017年

要求每家子公司保留的品

牌数不超过10个，每个品

牌的条码数不超过10个

2018年

目标将子公司品牌数缩

减至5个左右，产品总数

控制在50个以内

2019年

要求全面停止包括茅台酒在内

的各子公司定制、贴牌和未经

审批产品所涉业务

2020年

加快清理微利、亏

损、僵尸子企业

2021年

督促子公司打造大单品、逐步

淘汰业绩低下的品牌、控制品

牌产品数量等，2021年底前全

面完成停用集团LOGO工作

贵州茅台集团“瘦身”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