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产经周刊
主管副总编辑 韩哲 编辑 郭秀娟 美编 李烝 责校 杨志强 E-mail：kuaijiaogao@163.com

电子烟上演最后疯狂

北京商报2022.3.30

实现营收227.8亿 飞鹤打造世界一流乳企

3月28日，飞鹤公布2021年全年业绩。财报显示，

2021年飞鹤营收达227.8亿元，同比增长22.5%，净利

润为69亿元，剔除2020年原生态牧业的溢价购买收

益，同比增长21.2%。其中，婴配粉业务实现营收215亿

元，同比增长21.7%。

市场人士表示，虽然去年整体大环境承压，飞鹤

仍克服了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连续六年实现稳健

增长。这主要受益于自身应势而变，产品品质硬实力、

持续的研发创新。

坚守初心

高品质成就中国品牌榜样

今年2月，飞鹤荣获央视评选的十大“国品之光”

品牌，这背后是飞鹤60年安全生产0事故，历次国家抽

检产品合格率100%，也是三聚氰胺事件中未受影响

的极少数乳企，成就了今天中国品牌的榜样。

飞鹤对品质的坚守，从未改变。创立之初，便立志要

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从2006年开始打造产业集群的

乳企，成为行业第一家，实现“农牧工”各环节全程可控。

展业以来，飞鹤持续通过数字化与世界级制造管

理体系升级，从工艺和管理上保障产品质量。飞鹤斥

巨资引进世界顶尖生产设备，生产过程全自动化，并

引进WCM世界级制造管理体系，以全员参与、系统消

除损失，全面提升产品品质。十年前，飞鹤率先启动数

字化全面升级，在专业领域不断精进，实现全产业链

供应效率质的飞跃，不仅大幅度缩减物流周转周期至

“N+15”，最快28天送达消费者，更实现全程工艺环节

智能化管理、技术上保障产品品质。

聚焦研发创新 母乳研究填补

行业空白继续夯实核心竞争力

2021年飞鹤能够保持良好的基本面，实现稳健增

长，是飞鹤创始团队创新基因与长期研发投入的必然

结果。过去一年，飞鹤发表论文39篇，授权专利105项，

其中多篇论文问鼎国际权威期刊，多项母乳研究成果

填补行业空白，研发成果“含金量”不断突破行业水

平。据业绩发布会透露，2021年飞鹤研发投入4.3亿

元，同比大幅增长60.5%，登顶奶粉行业首位。

飞鹤对母乳领域的研究由来已久，一方面母乳研

究属于基础研究，需要长期跟踪和投入，另一方面母

乳研究多有空白，飞鹤早期布局即是对未来自身长期

发展的投入。2021年，飞鹤对外发布了多项国际领先、

行业首创的母乳研究成果，填补多项行业空白。

此外，飞鹤在全产业链研究方面也实现了大量成

果突破。2019-2021年，飞鹤与中国农科院专家团队

合作，持续开展饲草筛选和草种选育工作。在原材料

技术研究上，飞鹤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蓓薇团队合

作，围绕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的核心原材料，进行制

备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探索。同时，飞鹤与多家单位联

合申报的国家“十四五”重点专项“婴配乳制品新型核

心配料规模化制备技术创新及示范”于近日获批。

聚焦可持续发展

多维度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飞鹤作为奶粉行业龙头和民族品牌，响应国家号

召，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近年“两会”期间，飞鹤董事长冷友斌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多次从不同角度提出黑土地保护相关建议，并在企

业的全产业链建设中推行“双碳闭环”，将绿色低碳理念

融入生产运营各个环节。通过在各个工厂推行“煤改

气”工程，飞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4万吨，相当于减

少4万吨标煤的燃烧；引入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解决

“万头牧场”的牛粪污处理和玉米秸秆离田回收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飞鹤正以产业集群规模效应和可

持续发展道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链上下游共

生共富。从2001年二次创业到现在，飞鹤依托奶源建

设打下的基础，带动黑龙江省100多万亩耕地增值，创

造15万个就业岗位，拉动15万农民增收致富。

飞鹤的社会责任示范也获得了外界的广泛认可。

仅2021年，飞鹤先后荣获中国乳业资本论坛最具社会

责任奖、中国食品安全大会“社会责任领军企业”奖等

多项大奖。

终端提价20-30元

电子烟刮起涨价“风”。近日，北京商报

记者走访发现，多品牌电子烟旗下多种水

果口味、汽水口味等电子烟烟弹价格上涨，

涨价范围在20-30元不等。

对于产品涨价一事，北京龙德广场

VTV电子烟门店销售人员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水果味的其他品牌都涨价了，我们

不可能不涨价。”正如这位销售人员所说，

VTV水果口味烟弹已经进行提价。“VTV

已经进行了两次调价，这次我们这边涨价

已经进行一个多月，后面应该还会涨。”三

里屯VTV门店销售人员说。

根据VTV门店销售人员提供的价格，

目前VTV电子烟水果味烟弹价格为99元

一盒，此前水果味烟弹为75元一盒，价格上

涨了24元。

与VTV公开对产品提价不同，小野电

子烟的涨价是悄悄进行的。西单购物中心

小野电子烟门店销售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我们目前还没有涨价，可以多囤一

些。”根据该门店销售人员介绍，目前小野

电子烟水果味烟弹99元一盒。不过，记者此

前咨询购买小野电子烟水果味烟弹时的价

格为68元一盒。两次价格相差31元。

事实上，涨价这件事在电子烟行业已

经不是秘密。“后面涨不涨价不好说，现在

抓紧囤货”“赶紧买吧，涨价了再买不划

算”……在走访过程中，多个品牌门店销

售人员传达出电子烟烟草口味外的烟弹

随时可能涨价的信息。

龙德广场YOOZ柚子电子烟门店销售

人员表示，“柚子暂时没有涨价，价格为70

元一盒，之后可能会涨”。北京三里屯喜雾

电子烟门店销售人员同样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喜雾目前没有涨价，下月可能会涨，没

涨价前囤货的很多。”另外，包括铂德、雪加

等品牌销售人员均表示“水果味很多都涨

了好几轮了，我们目前还没涨，赶快买吧，

下月涨不涨可说不定”。

品牌方“装聋作哑”

《电子烟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将于5月1日正式施行。《管理办法》中

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调味电

子烟。

《管理办法》出台，各品牌作出回应，表

明响应监管。魔笛在官方公众号上发公告

称：“作为电子烟行业的从业者，坚决贯彻

管理办法，响应监管。”YOOZ柚子方面发

文表示：“现有风味产品库存和材料库存在

近期消耗结束后，YOOZ柚子中国市场将

正式停产水果等风味产品。”

三里屯喜雾门店销售人员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喜雾工厂在3月底停止生产水果味

电子烟烟弹，《管理办法》实施后就不卖了。

西单购物中心的雪加电子烟门店销售人员

同样表示，工厂将停产，此后不再生产。西

单大悦城般若电子烟销售人员表示：“工厂

已经不生产水果味烟弹了。”

各品牌表态，工厂停产，市面上多种

口味电子烟出现断货，甚至涨价也难买

到的情况。据了解，小野门店多款水果味

电子烟烟弹缺货，部分味道存量不足。三

里屯VTV门店同样如此，根据该店销售

人员提供的信息，目前VTV门店初恋、樱

桃西瓜、菠萝冰棒、樱花葡萄等均处于无

货状态。

在此情况下，品牌方对终端零售涨价

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因产品涨价带来不

公平竞争，部分门店向企业进行举报，但相

关企业表示或源于门店租金成本等原因，

涨价属于正常行为，如果涨价幅度实在太

高不合情理，才会进行处罚。据了解，一些

品牌水果味烟弹价格已经涨到了299元一

盒。VTV线下门店销售人员表示，价格是

公司调整的，拿货的时候公司进行了调价，

所以店里才会涨。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对喜雾、VTV、小

野、柚子等企业进行采访，截至发稿未收到

回复。

利益驱动

即将被禁止销售的其他口味产品恰恰

是各品牌的畅销品。据了解，电子烟生产企

业除了研发传统烟草味道的产品，还通过

添加香精、烟油等成分研发出了葡萄、柠

檬、可乐等口味的产品。而这些非烟草口味

的电子烟制品成为各品牌的“主力军”。

据了解，喜雾旗下电子烟达十多种口

味，包括荔枝、葡萄等多种口味，其中烟草

味仅有两种，为中式经典烟草、国际混合烟

草，其他均为水果口味或汽水口味。魔笛官

网信息显示，品牌旗下电子烟口味多达二

十多种，烟草味仅为个位数。YOOZ柚子目

前电子烟口味为十多种，烟草味仅有两种。

虽然各品牌没有披露其他口味电子烟制品

在整体销售额中的占比，但有数据显示，目

前国内调味电子烟占比高达90%左右，烟

草口味电子烟占比不足10%。

在香颂资本董事沈萌看来，5月1日《管

理办法》实施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制品

不得销售，一些喜欢其他口味电子烟制品

的消费者会在政策正式实施前购买储备电

子烟烟弹，这种情况下，部分品牌会借助监

管的空档通过大幅涨价获取利益。

战略定位专家、上海九德定位咨询公

司创始人徐雄俊表示，电子烟此前的火爆

主要来源于电子烟产品口味的丰富性，而

这种丰富性颇受年轻群体喜欢。此次相关

政策实施后被禁售，对很多电子烟品牌而

言是利空，甚至会导致出现多电子烟品牌

倒闭的情况。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政策不断收紧

的当下，电子烟行业格局正在改变。有数据

显示，截至2021年11月，以工商登记为准，

我国共有超过2200家电子烟相关企业已

经注销或吊销。天眼查信息显示，VTV电

子烟生产公司深圳市蒸汽玩吾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处于注销状态。

“随着国家对电子烟管控、对诱导未成

年人吸烟处罚等相关法律的完善，电子烟

行业将和烟草一样被监管，逐渐走向正规

化。基于此，多电子烟品牌或面临关店倒闭

的情况，资本也会随着电子烟热度的下降

而退场。”徐雄俊说。

北京商报记者郭秀娟张君花/文并摄

终端涨价营销，企业“装聋作哑”，电

子烟行业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北京

商报记者走访发现，《电子烟管理办法》

正式实施前，部分电子烟产品大幅提价，

还有一些电子烟门店借“涨价”赚吆喝饥

饿营销。而这期间，企业却扮演了旁观者

的角色。在业内人士看来，烟草口味外的

产品是各电子烟品牌的主要销售产品，

临近禁止销售节点，不排除电子烟品牌

为获取利益对终端门店产品大幅提价采

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能。

营收净利双降

根据财报，双汇发展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666.82亿元，同比下降9.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48.66亿元，同比下降22.21%。

具体来看，2021年，双汇发展包装肉制品收入

273.51亿元，同比下滑2.66%，占比41.01%；生鲜产品

收入390.73亿元，同比下滑19.05%，占比58.6%。

双汇发展将业绩下滑的原因归结为“生猪价格走

低，对冻品节奏把握出现偏差”。根据财报，2021年因

产能恢复，生猪供应量增加，价格大幅下降，双汇发展

生鲜产品销价同比下降超过30%，影响集团营业收入

同比下降165亿元，占同期收入的22%。此外，由于

2021年生猪行情超预期波动，双汇发展对冻品节奏把

握出现偏差，造成国产冻品和进口猪肉出现亏损，导

致生鲜冻品业务经营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从2021年的情况来看，肉制品企业业绩主要受

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去年整体的猪肉价格下滑幅度

较大，对双汇在营收和利润方面带来的影响比较明

显。”快消新零售专家鲍跃忠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自1998年上市以来，双汇发

展全年业绩降幅最大的一次。数据显示，上市以来，双

汇仅在2017年年度业绩上出现营收、净利双下滑的情

况，分别为2.45%、1.95%。

对于后期发展，双汇发展在年报中表示，2021年，

国内生猪产能恢复，生猪价格呈下降趋势，预计2022

年生猪价格将会低位运行，有利于公司屠宰业扩大规

模、肉制品业降低成本。同时公司也将围绕生鲜调理、

中式菜肴、酱卤熟食、火锅食材等品类，加快新产业发

展，实现新增量。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半个月内两次因食品安全问题登上热搜，双汇发

展陷入食品质量安全漩涡。

3月28日，在年报发布当天，双汇发展因“女生网

购到变质双汇火腿肠求处理被客服攻击学历”登上热

搜。对此双汇方面称，公司已进行核实，涉事店铺非双

汇直营店铺，双汇已要求该店铺停业整顿，至于相关

产品的变质原因、产品批次、产地等公司尚不清楚，仍

在调查之中。

此外，在刚过去不久的3月15日，孙公司南昌双

汇被曝出食品安全问题。此事件被曝光后，引发网

友热议，双汇发展股价也应声下跌，当日收报25.13

元/ 股，跌9.99%。随后，双汇发展发布了道歉声明。

赣江新区市场监管局对南昌双汇公司下达了责令

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立即整改，并对涉嫌违法违

规行为立案查处。

“双汇发展的这份年报成绩应该是在意料之中。”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双汇发展近期的运

营不太顺畅，食品安全问题频出，说明其运营及质量

管理体系存在较大问题。在产业链的完整度方面，双

汇发展也有待完善。

“双汇发展应该加强对日常生产环节的持续性监

督以及一线生产侧的管理教育，同时改善公关能力，

推动品牌形象向高品质方向提升，减少消费者们对双

汇品牌的既定成见，这也有助于消除双汇品牌长远发

展的心理性认知抵触。”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建议。

针对业绩下滑原因以及改善措施等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发邮件采访双汇发展，但截至发稿并未收

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郭秀娟王晓张函

双汇发展业绩现上市以来最大降幅

双汇发展业绩再下探。3月28日，双汇发展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营业收入、净利分别同比下降9.72%和22.21%，这是自双汇发展1998年上市以

来全年业绩降幅最大的一次。双汇发展将原因归结为受生猪行情超预期波动，

集团对冻品节奏把握出现偏差所致。

“对冻品节奏把握出现偏差”只是影响双汇发展业绩的因素之一。财报发布

当天，“女学生网购双汇肠吃出异物遭客服学历攻击”登上热搜；3月15日当天，

南昌双汇被曝出生产车间存在诸多食品安全隐患。业内人士认为，双汇发展在

半个月内两次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关注，对于食品企业来说有着较大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