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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桃罐头怀旧卖点
难成欢乐家林家铺子市场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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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试剂“罪”与罚

排单10万份起

往常， 厂家销售可以申请些样品发给客
户，但这个体验环节已经在上周二叫停，包括
老李在内的内部员工想要拿点货都很困难。

供货难在排期上也有体现， 老李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就目前各家的产能情况，整个排
期估计已经排到了年后。“货源在春节前的这
一个月依旧是紧缺状态。 之前公司的排单量
差不多几百万人份，现在达到几千万人份，基
本生产不过来。”

想要获得排单的名额不容易， 老李所在
的公司需要10万份以上的量， 而千份以下的
订单， 老李建议走零售渠道。 不止老李的公
司，据报道，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售后人员称，公司的排单已排至一个月后，
且目前发货为100万人次起发。

药店作为抗原检测试剂的下游， 目前也

处于一盒难求的状态。 一药店从业者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 厂家目前没法儿给到稳定的交
付时间，“从观察的情况看， 没办法准确说几
天一定到货，都是可能会到”。

面对当前激增的需求量，老李表示，生产
厂家加大产能后，上游也需要加大产能，这样
的调整需要时间。中国产业研究院报告显示，
新冠抗原检测试剂中游的生产商包括诺唯
赞、万孚生物、东方生物、九安医疗、乐普医
疗、圣湘生物、迈瑞医疗等，上游原材料供应
商则主要包括百普赛斯、 迈瑞医疗、 泰林生
物、拱东医疗、昌红科技等。

“生产厂家握有一些核心的东西，但包装
盒、 棉签之类的配套产品可能就不是自己生
产的了，配套产品有一定的反应时间，是整个
供应链上的联动。”老李说。

政府单也是厂家会优先保障的订单。之
江生物曾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 公司产
品目前主要销往专业机构或政府部门， 针对

国内居民需求，公司正在筹备线上对于C端的
直接销售。

谁有现货

晓怡（化名）12月5日从网上下单的抗原
检测试剂花了5天时间才到手里，而李女士选
购的次日达抗原检测试剂也花了5天时间。

但在林女士的朋友圈， 她的房屋中介开
始销售抗原检测试剂盒。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
到，该房屋中介公司于今年4月采购了大批量
的抗原检测试剂，留给公司自用，现在想把富
余的处理掉。

企业端曾是抗原检测试剂厂商的重要客
户。据老李介绍，今年初有一些高危行业，比
方餐饮、 物流经常接触人且流动性比较大的
人群，用抗原做初筛，用核酸做确诊。

“现货为王” 是老李在采访中给出的定
调。据老李介绍，前两周订出去的一些订单，

如今想向代理商或者经销商高价回购， 也基
本上没货了。“有些客户比较急， 我就看能不
能从其他的代理商处回购一些。比如两、三块
钱卖出去的，现在四、五块钱买回来，我最后
依然能卖出去，但现在基本没货。”

北京商报记者在线上平台搜索发现，一
些店铺的抗原检测试剂已经卖到了7-12元/
份，基本已无现货配送，有的店铺显示缺货，
有的店铺则是3-5天发货。拥有现货便拥有了
议价权， 上述房屋中介销售的25人份抗原检
测试剂从100元涨至125元，再到150元，公司
的预留货已全部售完。

不过， 上述房屋中介的销售行为并不合
规。北京君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生命科
学与健康医疗法律部主任张文波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冠抗原检测试剂属
于第三类医疗器械， 第三类医疗器械是需要
较高安全级别的医疗器械， 经营此类产品的
商家需要取得《营业执照》、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

监管出手

针对当前的市场情况，国家已经出手。北
京日前披露了首例哄抬抗原检测试剂盒价格
的查处结果。 而随着更多抗原检测试剂产品
的获批，供需紧张有望缓解。

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2022年
12月1日至7日期间， 北京康复之家医疗用品
有限公司朝阳第一分店在某平台销售复星新
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
（胶体金法）（规格为25人份/盒），标价229元/
盒， 进货单价分别为61.25元/盒、67.5元/盒、
75元/盒， 由于不同时期该平台销售优惠不
一， 实际销售单价分别为179元/盒、216.5元/
盒、229元/盒， 进销差价率最高达273.9%，远
高于同时期周边市场同类商品。 已向当事人
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拟给予当事人警告
和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企业端， 易瑞生物12月10日晚发布声明
称，严格要求经销商等合作方遵守法律法规，
服从国家疫情防控政策。对于违反规定，不具
备医疗器械经营资质开展销售、 不匹配相关
检测设备、 哄抬物价以及其他任何违法违规
行为，一切责任后果由行为人自身承担，与易
瑞生物无关。

12月11日，国家药监局新批准了中山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
品。截至目前，已有40个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
剂产品获批，获批厂商包括万孚生物、金沃夫
生物、华大因源、华科泰生物、诺唯赞、博奥赛
斯生物、热景生物、明道捷测生物、乐普诊断、
万泰生物、东方基因、明德生物、艾康生物、奥
泰生物等。

“听说一大型医疗器械公司最近也要入
局这一市场”，老李透露，市场供需紧张的情
况或将得到缓解。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被催热的抗原试剂还能疯狂多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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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市场概况
40个试剂盒获批

包含万孚生物、金沃夫生物、华大因源、华科泰生物、诺唯赞、博奥赛斯生
物、热景生物、明道捷测生物、乐普诊断、万泰生物、东方基因、明德生物、艾
康生物、奥泰生物等厂商。

复星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25人份）进
货单价分别为61.25元/盒、67.5元/盒、75元/盒

北京康复之家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朝阳第一分店线上标价229元/盒， 进销差
价率最高达273.9%，被警告、罚款20万元

欢乐家和林家铺子可能也没想到黄桃
罐头在过去这个周末会被疯抢甚至登上微
博热搜，近日，“东北神秘力量黄桃罐头”“黄
桃罐头为啥惹人爱” 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多地甚至出现黄桃罐头卖断货的情况。这样
的场面不仅让一众网友有点摸不着头脑，黄
桃罐头生产厂家林家铺子也赶紧通过官方
发布声明称，黄桃罐头本身无药效，目前货
源充足，希望消费者理智囤货。

在业内看来，随着水果原材料成本上涨，
水果罐头正面临成本上涨、毛利下滑的问题，
包括欢乐家、 林家铺子在内的水果罐头企业
面临不小的压力。 此次黄桃罐头被疯抢是一
时的， 对水果罐头企业来说难以实现长期较
大增长，想要走出长期发展的局限，企业还要
在加工工艺、新品研发、消费场景开拓、提高
产品附加值等多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北京部分超市黄桃罐头断货

“桃儿罐头是北方对待生病的玄学，这
句话没毛病。”12月11日，家住北京的小张发
了一条朋友圈并配图黄桃罐头。

在过去这个周末，黄桃罐头成为众多消
费者的心头好。 根据部分网友发布的内容，
有些超市在黄桃罐头货架摆出“桃（逃）过疫
情”的促销语，黄桃罐头也被消费者列入居
家康复囤货清单。

12月11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在线
上，美团买菜、叮咚买菜等平台的黄桃罐头
商品均显示正在补货。不过，林家铺子官方
旗舰店客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店内黄桃罐
头货源充足。在线下，北京部分超市内黄桃
罐头已售空，物美超市（和平新城店）工作人
员表示，“大库里都没货了，估计这几天店里
都没有黄桃罐头”。佳美超市（朝阳门店）工
作人员称已申请调货，最快次日可以补货。

对于为什么购买黄桃罐头，小张认为这
更多是一种童年回忆。其实，像小张一样，对

大部分消费者而言，购买黄桃罐头更多是一
种心理安慰，属于“情怀消费”。就像罐头品
牌林家铺子在官方微博发布声明中说的，黄
桃罐头本身无药效， 由于生病时没胃口，鲜
甜有味的黄桃罐头能够缓解不舒服状态，可
以带来心情愉悦感。

同时，林家铺子也明确表示，目前货源
充足，希望消费者理智囤货。

广科院旗下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
表示，消费者购买黄桃罐头并非因为其是否
有功效，绝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会真正认为黄
桃罐头具备医疗康复效果，而是因为黄桃罐
头是一种老少咸宜的食品，网络热搜和情怀
回忆也为提高黄桃罐头的关注度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

水果罐头市场能否回温

与近几日黄桃罐头被疯抢有所不同，过
去几年，水果罐头正逐渐失去市场。此次黄
桃罐头爆火能否带动水果罐头行业迎来新
机遇成为业界关注点。

数据显示， 中国罐头产量自2016年的
1394.86吨逐年下滑， 至2021年已经下滑至
985吨。中商情报网研究指出，果蔬类罐头属
于典型的“季产年销”产品，在果蔬采收期加
工制作成罐头，然后储存销售。中国水果罐
头行业发展存在同质化现象突出、研发能力
较低、原料品质改良不足等问题。随着仓储
物流技术提高，新鲜水果更易得，对水果罐
头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制约。

当前的市场品牌中，主营水果罐头的品
牌有欢乐家、林家铺子、真心罐头等，以2020
年首家登陆A股的水果罐头企业欢乐家的
财报数据为例，水果罐头品类正面临成本上
涨、毛利下滑的情况。

2021年年报显示，欢乐家水果罐头产品
营业收入4.91亿元，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33.39%，毛利同比下降6.75%。欢乐家表示，

由于主要原料橘子、 黄桃单价涨幅超过
30%，导致水果罐头毛利下降。为了应对成
本上涨，2022年7月26日， 欢乐家公告称，决
定对主要产品黄桃水果罐头系列产品进行
出厂价格调整，价格上调幅度约为9%-12%
不等。

但涨价并不能避开水果罐头市场空间
有限的制约， 欢乐家近几年选择业务转型，
加入了新业务植物蛋白饮料椰子汁。2020年
3月， 欢乐家斥资1700万元签约明星代言椰
子汁产品。 欢乐家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
公司将继续水果罐头和椰子汁双驱动的发
展战略。

此外，在消费观念升级的时代，水果罐
头产品的高糖高热量属性也与消费者追求
的健康风向相违背。数据显示，罐藏水果热
量比鲜果果肉(可食部分)高出40%-110%，
这也给消费者带来“甜腻”“不健康”的印象。
对此，一些品牌通过研发推新，推出了减糖
款水果罐头。在林家铺子的官方旗舰店页面
中， 主推产品即为一款主打减糖、 控糖、健
康、零脂的黄桃罐头产品。

在沈萌看来，黄桃罐头热潮作为互联网
流传的玩笑产物， 具有短时间流行的特点，
无论是从黄桃罐头的制作原料产能，还是话
题性热度的快起快落特点，都会对水果罐头
企业的短期业绩有一定积极影响，但长期来
看，实际增长幅度不会很大。

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始
人徐雄俊表示，水果罐头行业应促进加工工
艺的改进，推动罐头食品行业健康、稳定、可
持续发展。在产品开发、工艺改进、新包装应
用、食品安全等方面进行升级，提高产品附
加值，抓住怀旧、送礼等消费场景，适应新消
费环境下多样化的需求。

对于上述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向欢乐
家、真心罐头发送了采访邮件，但截至发稿
未收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张函

因湃工厂动工 广汽自产电池
“我不是在给宁德时代打工吗？” 面对

上涨的动力电池成本， 广汽集团掌门人曾
庆洪曾直接喊话上游供应商。半年后，广汽
集团选择直接自产电池，不做“打工人”。12
月11日， 广汽集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
息称， 位于广汽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内
的因湃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因湃
电池”）动工建设，总投资达109亿元。

今年10月，广汽埃安、广汽乘用车、广
汽商贸联合投资并由广汽埃安控股的因湃
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注册资
本达10亿元。 两个月后， 因湃电池正式动
工。 广汽埃安相关人士表示：“因湃电池总
投资109亿元，占地约666亩，为广州市最大
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项目， 将全面打通
电池研发、设计、智造、销售和服务链条。”

据了解， 该工厂预计明年10月实现厂
房交付，2024年3月前完成首期6GWh量产
线导入，2025年底完成所有36GWh产线导
入，届时可满足60万辆车的装机需求，年产
值将超过210亿元。

今年11月，宝马汽车宣布，沈阳生产基
地将进行动力电池生产的大规模扩建。该
动力电池项目位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中
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由华晨宝
马进行投资。 华晨宝马相关人士表示：“投
资100亿元用于扩大沈阳生产基地的动力
电池生产规模， 这是宝马在中国加速电动
化的关键一步。”

随后，蔚来电池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成立。天眼查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0亿
元，由蔚来控股有限公司100%控股，董事
长为李斌（蔚来CEO）。李斌表示：“汽车厂
商做电池是正常战略。”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
景辉表示， 如今已有越来越多车企在动力
电池产业链上布局。可以看出，整车企业布
局动力电池和电驱等核心配套领域， 不只
为降低成本，更看到该市场的巨大潜力。

2022年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曾庆洪
直言：“当前动力电池产业链上游价格过

高，价格压力直接传导至整车厂，动力电
池成本已占到汽车总成本的40%-60%，
那我不是在给宁德时代打工吗？”

曾庆洪并不是开玩笑。目前，持续走高
的新能源汽车销量， 直接拉动锂电池装车
量增长。然而，终端需求的爆发式增长，让
作为车载动力电池重要原料的锂材料价格
一路飙升。据统计，从2020年6月4.1万元/
吨的价格洼地， 到2022年10月18日53.75
万元/吨的价格高位，电池级碳酸锂的价格
上涨超12倍，较去年初上涨超8倍。

原材料价格上涨， 让上游企业利润大
增。以天齐锂业为例，今年上半年净利润高
达120.05亿元，同比增长超百倍。而行业老
大宁德时代，今年三季度营收高达973.69亿
元，同比大增232.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达 94.23亿 元 ， 同比 增 长
188.42%，创下宁德时代最高的单季营收和
净利润水平。

“从财报看，锂矿企业业绩超强，龙头
企业的锂矿业务净利率在70%左右， 动力
电池企业的利润率在8%左右， 但整车企业
的利润率则为5%左右。”乘用车市场信息联
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据了解， 目前动力电池成本已占新能
源汽车整车制造总成本的40%-60%，而随
着电池能量密度增加， 电池成本占比也不
断升高。颜景辉表示，动力电池需求量已步
入快车道，包括电动汽车、储能等在内的锂
电各大市场的需求均快速增长， 供需失衡
也让上游企业不断提价。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 从今年5月开
始，自主品牌、新势力品牌及合资品牌纷纷
上调旗下新能源汽车官方指导价。

业内人士认为， 上游企业控制电池供
应和价格，让下游整车企业对产品的产量、
利润逐渐失去把控权， 随着新能源汽车攀
升，供求不平衡问题也逐渐显现，对于车企
而言动力电池主导权已成为未来突围的关
键。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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