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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后开盘大跌，海天味业“有苦

难言”？截至10月10日收盘，海天味业股价下

跌9.35%，总市值较前一个交易日蒸发约

358.67亿元，总市值降至3479亿元。

股价大跌、市值蒸发的背后，源自于近

两天的酱油食品添加剂“双标”事件影响。

国庆假期期间，海天味业被消费者指出其

在国外售卖的酱油不含添加剂，而国内则

含添加剂，一时引发网友质疑，海天味业被

推到风口浪尖。

对此，海天味业回应称：“海天产品中食

品添加剂的使用及其标识均符合我国相关

标准法规要求。”对于此次回应，消费者并不

买账，对海天味业的质疑声更甚。面对不断

发酵的舆论，10月5日，海天味业不得不二次

回应称，食品添加剂广泛应用于各国的食品

制造中，海天售卖的国内国外产品内控标准

是一致的，并未“双标”。10月9日，海天味业

第三次回应称，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

场，公司均销售含食品添加剂的产品及不含

食品添加剂的产品。

虽然接连回应澄清，但未能平息风波。在

凤凰网的一组调查数据中，超六成的消费者

认为海天酱油食品添加剂“双标”事件不合

理；超四成的消费者表示不会再选购海天味

业的产品。

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海天味业一

家之事，整个调味品行业也正在受到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截至10月10日收

盘，中炬高新、安记食品等都出现不同程度

的股价下跌。中炬高新下跌4.3%，安记食

品下跌3.94%。

回顾事件，调味品含有添加剂似乎是消

费者最关注的话题。对此，中国食品产业分

析师朱丹蓬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食品添加剂

只要在国标的使用范围之内就是安全的，消

费者不必“谈添加剂就色变”，关键是要看剂

量。“消费者不仅要有健康意识，还要有健康

知识去支撑。”朱丹蓬补充道。

国家高级食品检验师王思露表示，我国

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2760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中规定的食品添加剂使用范

围和限量值，都是经过科学研究及风险评估

被证明安全可靠的，企业按照标准规定生产

的产品，不会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股价大跌冤不冤

此次风波中，有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外，当

众多品牌应声下跌时，曾公开表示零添加调味

品收入占公司调味品营收50%以上的千禾味

业“一”字涨停，也由此被业界称为此次风波中

最大的赢家。10月10日，千禾味业开盘即封上

涨停，截至收盘，千禾味业报涨停价16.59元/

股，涨幅为10.01%，总市值为159亿元。

千禾味业的涨停倒也不会让人觉得特

别意外，此次舆论焦点更多是聚集在是否有

添加剂，而“零添加”是千禾味业近年来的主

打概念之一。据了解，千禾味业零添加调味

品收入占其调味品营收的50%以上。千禾味

业确实也因为零添加概念实现业绩的连续

增长。2020-2022年上半年，千禾味业净利

润分别增长3.8%、7.58%、80.56%。千禾味业

也曾表示，将一直聚焦“高品质、健康、美味”

的品牌定位，以零添加系列产品为核心的品

类战略、强化营销。

“零添加”概念产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选择。在凤凰网的一组调查数据中，超八

成消费者表示会选择零添加酱油产品。

这也不难解释为何近年来包括海天味

业、李锦记、厨邦等品牌都纷纷推出零添加

概念产品。资料显示，海天味业有零添加0金

标生抽、零添加味极鲜；太太乐有0添加原味

鲜；厨邦有零添加纯酿酱油；李锦记有零添

加醇味鲜等。

在2020年7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称：不得标注“对于食品中不含有或者

未使用的物质，以‘不添加’‘零添加’‘不含

有’或类似字样强调不含有或者未使用的”。

从市场端来看，零添加产品已经成为

“宠儿”。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零添加产品

的价格高于普通酱油。在淘宝平台，规格

500mL的普通酱油价格基本在10元上下，而

统一规格的零添加酱油价格在15元以上，部

分同等规格的零添加酱油价格甚至在20-40

元之间。此外，从淘宝平台销售数据来看，销

量前十的酱油产品中，零添加只占两款，其

他八款均为普通酱油。

朱丹蓬表示，从整体看，产业端和消费

端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包括价格、标准等

问题。当下更多的是消费者不相信零添加产

品，难接受高价产品，却要求主流大众化产

品达到较高的品质。且不说零添加是不是伪

概念，单就当前的消费矛盾而言，零添加很

难在短期内成为主流。

就食品添加剂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

对海天味业、千禾味业进行采访，截至发稿

未收到回复。

“零添加”躺赢？

尽管以千禾为代表、主打零添加的企业

在本轮风波中成为了看似“躺赢”的一方，但

体量差距大、市场覆盖面窄、更为稳定的B端

客户拥有量不足等，都是这类公司短期内难

以抗衡海天的因素，这也是业界为海天冠以

“酱茅”称号的原因。

从市值、营收规模以及渠道布局等方面

来看，海天味业确实有着不小的优势。

数据显示，当前海天味业市值为3479亿

元，千禾味业市值为159亿元，中炬高新市值

为240亿元，加加食品市值为51亿元。另外，

从营收规模来看，2021年，海天味业营收达

250亿元，中炬高新营收50亿元左右，千禾味

业营收超19亿元，加加食品18亿元。

在渠道方面，主攻B端市场的海天味业

相对于C端市场的需求比较稳定。根据华鑫

证券发布的研报，海天味业营收主要来自于

以餐饮端和工业端为主的B端市场，营收占

比超过50%，以超市、零售店、社区团购为主

的C端市场占比在30%-40%。

“快”是业界对于海天味业近几年发

展的总结。在快消行业新零售专家鲍跃忠

看来，海天近几年依赖大力营销，发展速

度太快，而这可能会造成产品品质的稳

定等方面存在问题，这也需要海天有所

关注。

确实，海天味业近两年多次因产品质量

引发争议。譬如海天酱油多次被曝出存在生

虫、生蛆的情况。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表示，海天

味业本身的发展就存在一定压力，受此次

舆论事件影响，其接下来的市场发展有可

能会遭到比较大的冲击，市场信任程度下

降，对于海天味业的整体带来的影响是比

较明显的。

“海天味业近两年发展过快，市值虚高，

不仅消费者不看好，资本市场更是用股价做

出了选择。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海天味业

后续的整体运营发展会受到较大影响。或将

面临销售端不被选择、资本端的热度减退等

问题。”朱丹蓬说。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海天味

业短期内会受影响，但长期来看海天味业依

旧是调味品的龙头企业，当前的舆论事件不

至于伤筋动骨。同时，经过此事件影响，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行业的质量标准提升

和食品科普起到积极的作用。

北京商报记者张君花

龙头不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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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回应效果甚微，海天味业开盘大跌。10月10日，国庆假期后第一个交易日，受食品添加剂“双标”事件的影

响，海天味业股价跌超9%。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天，曾公开表示零添加调味品收入占公司调味品营收50%以上

的千禾味业“一”字涨停。一跌一涨之下，一场有关零添加的博弈也走到台前。

网络上，有关是否选择购买零添加调味品的声音此起彼伏；市场层面，包括海天味业、千禾味业、李锦记等众多

品牌纷纷布局“零添加”，然而查阅资料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尚未有针对调味品零添加的明确标准和规定。在业内看

来，此次事件或将对行业产品标准品质的提升及食品安全的科普起到积极作用。

部分调味品企业市值

（截至10月10日收盘）

千禾味业159亿元

中炬高新239.6亿元

海天味业3479亿元

沸沸扬扬的添加剂风波，让调味品企

业海天深陷其中。连日来，海天多次发布澄

清声明，大方向上并无差池，但细节中却处

处藏着魔鬼，不仅没能挡住外界“双标”的

质疑，反而一再让企业成为众矢之的。

食品添加剂，是人工加入的化学品，

控制在一定的量内，并不会带来食品安全

问题，这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但带着魔

幻的“海克斯科技”，短视频博主仿佛有备

而来，引起舆论关于添加剂的口诛笔伐。

有理有据也好，营销炒作也罢，是非

对错很难一言以蔽之。面对复杂的舆论环

境，海天要做的，是耐心地答疑解惑，科学

地回应关切，而不是态度强硬，据理力争。

字里行间高高在上义正词严，透着告知消

费者和教育的气味。

对于短视频是否造谣，要与消费者的

正常质疑区分。消费者拥有知情权，添加

剂的存在让人担心质量安全再正常不过。

在相关事实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海

天应该“听得进”各种声音，多元的信息

流动和准确的信息触达，才能更有利于

接近事实。因此，学会平视和聆听，往往

比强调自身的所作所为更容易被接受，

比所谓的“自证清白”更有意义。

危机公关，首先要懂得站在对方角度

思考问题。现代公司治理，妥善应对舆论危

机的能力不可或缺。这也是整个事件中海

天必须要补的一堂公关课。

添加剂涉及食品安全问题，是企业理所

当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个责任首先是

消费者的安全和利益保障。

作为行业龙头企业、知名品牌、市值

几千亿的上市公司，符合国家标准是底

线，消费者对其生产的产品有更高期待

和要求，企业应尊重并给予充分的理解。

而复盘这场舆论风暴的主角，食品

添加剂并非魔鬼，是否健康安全要看行

业标准和使用剂量，方可作出科学研判，

这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食品添加剂的妖魔化问题并非第一

次。网络成为放大镜，各显神通的博主们推

波助澜，不经考证的信息形成了食品安全

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其后果远远超过对

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

各司其职的添加剂，在可控的安全标准

下，或增加味觉和色泽，或延长保质期限，本

质上减少了制作美食所耗费的生产要素，降

低生产成本，尤其是人工劳动。

反过来，完全以纯天然生产方式生

产食物，并非“好”的唯一标准，它们耗费

的劳动会上升、成本会增加，味道随之下

降。因此，添加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餐饮

工业进步的表现。

随着现代人对健康追求的多层次化，千

人千面之下，每个人对添加剂的认知不同、

认可程度不一、各有所好也很正常。不喜欢

的可以选择不吃，但不能不允许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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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不是魔鬼 但海天的“魔鬼在细节里”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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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天味业深陷添加剂“双标”

风波。10月10日，海天味业开盘后应声大

跌，截至下午收盘跌超9%。从公募持仓

情况来看，截至2022年上半年末，超400

只基金持有海天味业，持股数量合计为

1.08亿股，占流通股比为2.32%。有观点

认为，个股公众名誉受损是较严重的利

空，以公募为代表的投资机构或会重新

对相关个股的估值进行评估。

据东方财富Choice披露的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2022年上半年末，共有475只

基金（份额合并计算，下同）持有海天味

业，持股数量合计为1.08亿股，占流通股

比为2.32%。其中，有205只主动权益类

基金持有海天味业，持股数量合计为

4919.28万股，占流通股比为1.06%。

不难看出，对于公募基金而言，海天

味业也仅仅只是“调味品”而已，目前持有

其最多的基金产品为华夏上证50ETF，

持股数量为952.95万股，持股市值占基金

净值比为1.62%；持有其最多的主动权益

类基金———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也仅

持有880万股，持股市值占净值比为

1.76%。就其他基金的持股市值占比情况

而言，有六成以上的基金持有海天味业的

市值占基金净值比集中在1%以下。

针对个股名誉权受损会对相关股票

导致怎样的影响，深圳中金华创基金董事

长龚涛认为，个股公众名誉受损是比较严

重的利空。一般情况下，以公募为代表的

投资机构会重新对其估值进行评估，且大

概率会出现大幅下调的情况，对应下调的

估值会使基金持仓比例相应发生变化，因

此一旦“黑天鹅”事件发生后，机构会争先

恐后地抛售，甚至发生“踩踏事件”。

展望调味品行业后续走势，龚涛表

示，“我们可以对比之前白酒行业出现的

‘塑化剂’事件，该事件曾使整个行业在

近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下跌，但经历过估

值充分的挤压泡沫和业绩成长性的双重

推动下，相关个股的股价出现了快速反

弹，因此决定中长期走势的还是行业板

块的成长性，调味品行业基本属于头部

企业‘通吃’的局面，与白酒行业类似，但

不同于白酒的是，因单品价值不高且不

具备增值能力，所以调味品行业未来反

弹空间应该不大”。

北京商报记者李海媛

公募重估海天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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