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琐事缠身

如果说企业想要良好地发展， 首先需
要有一个良好的“发动机”。而威龙股份自
身存在的问题， 则成为公司发展的“绊脚
石”。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威龙股份近日
收到龙口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
《开庭传票》法律文书。同时，上交所也针对
此事向威龙股份发去问询函。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 此次威龙股份
曾因原控股股东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同
意进行“违规担保”，遭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 威龙股份为避免因上述违规担保事项
遭受损失，在2021年4月与王珍海、龙口市
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兴龙合作
社”）签署了《以物抵债三方协议》。本次原

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认为，
威龙股份的行为影响了原告债权实现，请
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威龙股份、 兴龙合作
社、王珍海间签订的《以物抵债三方协议》。

事实上，威龙股份并非首次被上交所关
注。今年7月，威龙股份及时任高管因2021年
业绩预告信息披露不准确、 更正不及时，被
上交所决定对威龙股份及时任高管予以监
管警示。此外，时任威龙股份副总经理王冰
也因在窗口期违规减持而被予以监管警示。
除此之外，威龙股份还曾收到上交所针对公
司以协议转让方式，将位于澳大利亚的两个
葡萄园进行转让的相关事项问询函，要求威
龙股份核实并补充披露部分事项。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分析称，
威龙股份反复多次成为被告，投资者、股东
可以说是已经习以为常。 成为被告对于威

龙股份整体的发展而言，会有一定的影响。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则表示，威

龙股份业绩长期不理想， 使得投资者对企
业缺乏信心，威龙股份业绩低迷，主要是产
品缺少竞争力。 而导致产品缺少竞争力的
原因，则在于企业经营能力不强。威龙股份
未来应该改善经营管理能力， 提升市场竞
争的差异化优势，从而优化收益结构。

业绩低迷

麻烦事缠身的威龙股份， 虽然今年前
三季度净利润有所增长， 但翻看企业历年
财报不难发现，其净利润亏损在不断扩大。
三季报显示，今年1-9月，威龙股份实现营
收3.3亿元， 同比下降0.94%； 实现净利润
388.8万元，同比增长29.95%。其中，三季度

实现营收1.05亿元，同比增长17.57%；实现
净利润376.02万元，同比下降10.57%。从数
据可以看出， 威龙股份今年前三季度营收
小幅下滑， 净利润增长。 对于企业业绩变
动，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威龙股份董秘办，截
至发稿，企业电话并未接通。

沈萌表示， 威龙股份的净利润虽然同
比明显增长，但净利率非常低，说明即使净
利润明显增长，也是因为前期基数非常低、
远未达到行业平均水平。

事实上， 翻看威龙股份历年财报不难
发现，净利润快速增长的背后，藏着其此前
净利润基数偏低。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了解
到， 威龙股份2019-2021年实现营收分别
为6.67亿元、3.92亿元、4.74亿元，同比增长
分别为-15.32%、-41.18%、20.76%； 实现
净利润为-2586.51万元、-2.2亿元、-4.14
亿元。

除此之外，今年前三季度，威龙股份低
端、高端产品销售收入也出现下滑。具体来
看，今年1-9月，威龙股份低端、中端、高端
产品实现销售收入分别为 2.14亿元 、
7706.88万元、1766.36万元，同比增长分别
为-2.06%、1.33%、-4.91%，全线产品总销
售收入同比下滑1.41%。

朱丹蓬表示， 威龙股份近两年整体发
展并不顺畅， 从公司内部管理到原实控人
违规担保出事， 再到整个销售体系相对比
较落后。威龙股份净利润的增长，一方面是
因为基数较低， 另一方面则是对费用进行
压缩。从效果来看，压缩费用对净利润的影
响立竿见影，但并不是长久之计。

另谋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国内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消费者对健康
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威龙股份2021年年
报指出，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健康问题，因此
有机葡萄酒销售优势更加凸显， 未来发展
形势看好。

业内人士表示，与普通葡萄酒相比，有
机葡萄酒的成本会更高。 因为有机葡萄园
每公顷的成本比传统葡萄园成本高， 然而
产量却不及普通葡萄园产量。因此，有机葡
萄酒的成本会高30%左右。

事实上，在面对业绩下滑的同时，威龙
股份也在寻求新突破。 据了解， 在品牌方
面， 威龙股份表示要持续打造威龙有机中
高端的品牌形象， 多渠道多方式加强品牌
宣传，持续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葡萄酒市场的发
展，近年来产区化概念也在不断加强。不少
产区试图通过产区化概念， 提升产区内葡
萄酒品牌影响力。

沈萌分析认为， 葡萄酒产区化概念的
兴起，需要消费者的认可。除非消费者注重
产区概念的差异化，否则，葡萄酒产区化只
是厂商关注的概念，消费者不会为此买单。

威龙股份三季报显示，今年1-9月，公
司新增经销商50家， 退出经销商29家。报
告期末共有经销商438家， 较2021年末增
加21家。

朱丹蓬则进一步表示， 从数据来看，
威龙股份还是有核心经销商支撑。 回到
产区化本身， 其实产区概念是整个葡萄
酒市场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产区化应该
是产区政府的布局。 想要把产区化概念
落地，就需要政策端、产业端、渠道端、消
费端同时发力。

北京商报记者 翟枫瑞/文
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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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纠纷不断 威龙股份威风难再

北京商报2022.11.4

舍得酒业1-9月营收净利润双位数增长
锚定百亿目标坚定向前

■ 复盘：中秋国庆产销两旺，老酒战略长期
优势凸显

舍得酒业三季度营业收入、 净利润获得双位数增
长，或是源于当季市场动销加速。浙商证券指出，舍得
酒业渠道自8月1日起已积极备战中秋国庆， 动销表现
超去年同期水平。国信证券研报中则表示，舍得酒业继
续坚守低库存运作模式， 保持渠道价盘稳定和库存良
性，在三季度中秋国庆旺季实现较好的宴席消费回补。

有长期关注舍得酒业的投资者认为， 从三季度业
绩数据可以看出， 舍得酒业坚定实施老酒战略和双品
牌战略，牢牢抓住中秋国庆双节机会，实现产销两旺，
交出了一份优秀的成绩单。 随着年末聚餐及商务宴席
的增加，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恢复及扩大，相信业绩上升
空间将进一步打开。

同时，券商机构亦看好舍得酒业发展。据统计，近
90天内共有28家机构给出评级，买入评级22家，增持评
级6家。其中，国信证券研报指出，老酒战略支撑下舍得
酒业品牌成长势能仍足， 有望持续享受次高端白酒升
级扩容红利， 全国化扩张下看好舍得酒业中长期业绩
弹性持续释放，维持买入评级。

■ 聚焦：各项关键数据持续向好，企业经营
稳定发展

除了营收和净利润双位数增长外， 舍得酒业1-9
月多项关键经营数据持续向好，主营产品销售、渠道建
设、库存周转等维度均展现出高质量发展态势。

从产品结构分析， 舍得酒业1-9月中高档酒及低档
酒实现销售收入分别为37.51亿元、5.64亿元，同比增长分

别为32.38%、17.49%。在渠道建设方面，舍得酒业1-9月
批发代理销售收入40.44亿元，同比增加32.1%。全国化布
局方面， 舍得酒业省外核心市场布局不断深化，2022年
1-9月省外销售收入30.19亿元，同比增长34.3%。

行业专家指出，三季报各项数据表明，舍得酒业着眼
未来发展。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加强渠道建设，布局全国
市场，提升经营能力，在品牌和市场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突
破。在业绩层面跑出加速度，为后续健康发展打好基础。

■ 展望：保持老酒战略定力，舍得酒业锚定
百亿目标冲击第一阵营

近年来舍得酒业取得的优势发展， 离不开老酒战
略这一顶层战略落地提供的澎湃动力。从品牌、品质、
渠道、管理等多个角度着手，舍得酒业将老酒战略实施
落到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 在面对行业革新和消费升
级的变化与演进，舍得酒业保持定力，立足老酒战略，
策动全局，竞争优势越发明显，向外界释放出强有力的
品牌复兴势能。

值得注意的是，10月14日收盘后晚间，舍得酒业发
布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明确表示，
激励计划考核体系致力于凝聚团队力量冲击百亿规
模、跻身白酒行业第一梯队的发展目标，追求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不断增强公司品牌影响力。

行业分析师评价指出，该激励计划不仅展现了舍得
酒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在确定性的激励目标
下，核心团队必然迸发出最大的能量，锚定百亿目标并
努力达成。由此，舍得酒业或将迎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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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盘后晚间，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702.SH，以下简称“舍得酒业”）发布了2022年
三季度财报。 报告显示，2022年1-9月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46.17亿元，同比增长28%，实现净利润12亿
元，同比增长23.76%。其中三季度当季实现营业收
入15.91亿元，同比增长30.91%，实现净利润3.65亿
元，同比增长55.66%。

行业分析师表示，营收、净利润保持双位数高
增长，舍得酒业经营能力呈现出强大韧性。中秋国
庆节点的产销效果良好， 带动本季度业绩显著提
升，进一步夯实了舍得酒业在次高端阵营的领先位
置。在老酒战略、双品牌战略深化推进下，未来业绩
持续稳健增长的态势可期。

11月3日，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龙股份”）发布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涉诉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这是时隔一周威龙股份因原控股
股东违规担保一事收到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问询函后的官方回应。值得注意
的是，10月27日，威龙股份发布三季度报告。从数据来看，威龙股份前三季度营收小幅下降，净利
润同比有所增长，而三季度净利润却出现大幅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