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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失衡内斗严重 谁来为涨价的鸭苗买单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
就是火锅自己出问题了。“2月21日起海底捞严格
谢绝自带食材”的消息传导开来，让没有太复杂逻
辑的一件小事成了热搜。与此类似，2月23日，巴奴
毛肚火锅公众号就18元一份土豆就5片事件发布
致歉公告。

在网友炸了锅的情绪对垒中回头审视，海
底捞“过度服务”诟病里还藏着稀里糊涂的陈年
旧账。

谢绝自带食材，甚至谢绝自带酒水饮料，是餐
饮行业不成文的惯例， 大多数消费者不会就此过
多思考，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区别。谢绝自带酒
水饮料， 已经被定义为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规行
为，因为餐饮店铺不是为了生产销售酒水饮料，其
服务的核心能力并不在此；而谢绝自带食材，基本
上为大众理解， 毕竟餐饮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围绕
食材进行加工和销售。

所以，海底捞霸占热搜之前，“谢绝自带食材”
是个没必要强调的事情， 却在它这里呈现了不一
样的争议。

怪就怪海底捞以前做得太好？有说法是“海
底捞在2017年推出了自带食材服务”。 但这一消
息在当年就没有海底捞的权威确认，反倒是一笔
糊涂账。 有迹可查的新闻显示，2017年底在台湾
海底捞店打出了“允许自带食材”的策略，不但高
调甚至有鼓励的成分，但仅仅两个月后，台湾海
底捞店就停止了这项尝试。

不难看出，这为数不多的官方口径，是海底

捞出于海外业务拓展和营销的考量。但社交传播
的力量是巨大的，海底捞“允许自带食材”，在美
食博主的探店攻略里，在普通食客随手分享的就
餐体验中， 海底捞半推半就， 粉丝整活玩梗，以
至于演绎成了公开的秘密快乐。

但这份快乐粗糙且禁不起推敲， 自带食材的
消费者毕竟是少数， 服务态度好又是海底捞的公
约数，无论允许还是谢绝，都到不了对海底捞商业
收益的规模性影响。

症结还是出在服务感受和品牌感知本身的变
迁之上。此一时彼一时，在事物的上升期，成功能
掩盖几乎所有的磕磕碰碰，“海底捞你学不会”背
后是服务美誉度和业绩爆棚的相辅相成； 当事物
到达瓶颈期，所有的缺点就会被放大，与海底捞业
绩不佳相伴的，就变成了“频繁涨价”和“过度服
务”的诟病。

以今天的视角， 从面对顾客自带食材半推半
就，到严格执行“谢绝自带食材”，海底捞似乎打脸
了过往的自己，但从神变成人也属正常。

菜肴、服务、环境，餐饮竞争三要素，于成功企
业缺一不可，但三要素也有轻重主次。

在过去数十年的市场实践中， 国产餐饮品牌
“做大做强”的一个大概率误区是：过于自信掌握中
华美食博大精深的能力，认为“好味道”手拿把攥，
因此把企业经营精力更多放到了服务和环境上。

巴奴认错了，海底捞的“谢绝自带”也没有大
错，但往往跑着跑着就偏了，不但“好味道”屡受冲
击，还在服务上和环境上走了形，最后两头皆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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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
鸭苗涨价，终端却“波澜不惊”

根据山东种鸭联盟每日的报价，2月22日
鸭苗指导价为6元/羽， 这个数字在今年1月1
日是1.7元/羽，近3个月内上涨了252.9%。

为何短期内价格上涨如此之多， 山东畜
牧协会种鸭联盟理事长、 山东临朐昌盛禽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长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这是行业经历过去三年低谷期
后，产能大幅下降才换来的“高价”。显然，刘
长胜作为种鸭市场的代表， 对价格的回升感
到庆幸。

刘长胜透露， 根据山东种鸭联盟的统
计， 目前国内市场每天的鸭需求量大概在
1000万-1100万只， 这也是正常的市场消耗
量，但目前养殖端每天的苗量只有800万只左
右，2023年鸭市场预计存在30%以上的缺口。

不过，农产品大幅的价格上涨，目前还没
有传导到产业链下游———即终端市场的销售
价格并未大幅跟涨，由此，产业链上下游板块
之间的矛盾随之而来。

“目前行业各板块的利益追求点的不同，
对现实的情况认识不充分， 出现了各板块的
激烈搏杀，内斗严重，严重影响终端市场产品
价格上涨幅度， 给整个产业造成不应有的损
失，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山东种鸭联盟在

倡议书中强调。
各板块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刘长胜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前些年的鸭养

殖行业共分为4个板块， 种禽企业、 商品鸭企
业、屠宰企业和经销商。随着大型屠宰企业和
农牧企业建立起自己的养殖场，将商品鸭板块
逐步纳入自家旗下后，目前行业的主要结构已
变为种禽企业、屠宰企业和经销商3个板块。

“鸭苗价格在短期内快速上涨， 但屠宰企
业的鸭肉产品、下游的鸭副产品价格波动相对
较小，短期内并没有大幅跟涨，这给屠宰企业
带来了成本上升的压力。由此，在近期出现了
部分屠宰企业收鸭苗时压价的行为。” 刘长胜
举例介绍说，例如，上午说好6元/羽，下午付款
的时候却压价到5.7-5.8元/羽，“鸭苗是现货，
当天谈好价格、 定好数量第二天就要发货，下
午再压价可能会打乱养户原本的安排”。

0.2-0.3元/羽的价差看似不多，但在每天
动辄成千上万羽鸭苗的交易累计中， 并不是
一个小数目。

就刘长胜提到的压价现象， 北京商报记
者联系了山东省一家屠宰加工企业———山东
鸿雁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雁食品”）的
负责人王先生， 他也是山东沂南县肉鸭屠宰
企业商会副会长。 王先生表示，“压价的叫法
并不准确，谈生意都会讲价格，而且，现在鸭
苗供不应求也砍不下来。 鸭苗价格大幅上涨
确实也将压力传导到了屠宰企业， 因为鸭肉

的价格波动没有鸭苗大，暂时没有大幅跟涨。
但压力是正常的，在鸭苗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鸭肉的价格未来肯定也会上涨”。

共识：
取消“反向押金”等不平等规则

针对板块间的纷争，在2月19日召开的山
东种鸭联盟第七次工作会议上，25家联盟单
位达成三点共识， 其一便是由山东种鸭联盟
每天8：18报次日鸭苗、种蛋、淘汰种鸭的指导
价格，业内参照指导价进行交易。

在定价机制之外，会议还对取消“反向押
金”和付款机制达成了两点共识：取消“反向
押金”，即苗企不再向采购方缴纳押金，已经
收取押金的于2023年3月1日前退回押金；付
款机制， 即从2023年3月1日起提前一天落实
准确数量、价格并收取全部苗款。

这两点共识， 也透露出了鸭行业近些年
来存在的“反向押金”和“延期付款”这两项不
公平的交易规则。

刘长胜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反向押金”
大概出现在四五年前， 由于鸭苗供给较为宽
松， 屠宰企业和一些大型农牧企业话语权较
大，要求养殖户提前给企业缴纳押金，保证供
给足量的鸭以及在鸭出现伤亡时进行抵扣，
“这种现象在其他畜牧行业是不存在的”。

就“反向押金”一事，上述鸿雁食品负责

人王先生表示，“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没
有听说过有关押金的事情。合作是公平的，不
应该有押金这个说法”。

为确定“反向押金” 是普遍现象还是个
例，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广东省一家农牧企
业———惠州市胜宝畜牧有限公司， 该公司执
行董事汪玲介绍说，“前些年， 当地一家大型
屠宰公司收购大鸭时， 确实会向养殖户收取
押金，因大鸭的重量问题对押金克扣严重。其
实这也是本着自愿的原则进行的。 近年来养
户没有钱赚，收押金现象逐渐变少。但在惠州
市个别县城，这些现象依然存在”。

“延期付款”和“反向押金”类似。北京商
报记者了解到，鸭苗是现货，基本今天订的货
明天就要发出，不会像其他大部分商品，不给
钱就压着不发货，而屠宰企业“延期付款”后，
又会存在一定的扣钱现象。

“山东种鸭联盟提出的付款机制，便是希
望能够早上确定次日价格和确定屠宰企业需
要的鸭苗量，下午屠宰企业打款，第二天早上
发货。”刘长胜坦言，希望趁这轮供需关系的
变化，取消这些不平等的交易规则。不过目前
这仅是期望的理想状态， 未来还需要逐步推
进和落地。

支招：
发展预制菜、多些政策帮扶

过去三年的低谷期，种鸭产能大幅淘汰，
苗价短期回升后， 压力又传导给了屠宰企业
乃至下游鸭副食品企业。

日前，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周黑鸭”）发布2022年盈利警告称，因预计
2022年净利润不少于2000万元，较上年同期
3.42亿元的净利润同比下滑超94%，被业界笑
称周黑鸭低下“鸭头”。就净利润大降的原因，
周黑鸭在盈利警告中表示， 其中一个原因即
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端压力增加。

行业难免波动， 但面对抗风险能力相对
较弱的农牧行业，行业低谷或大幅变动时，该
如何“救市”？

针对当下屠宰企业面临的压力， 电商研
究专家张强向北京商报记者提出了可以借鉴
水产养殖业向预制菜发展的建议。

“水产品加工及出口的一些大企业，前些
年外需不足问题较为凸显， 随后找到了预制
菜这一新的增长方式。”张强指出，“预制菜可

以延长鲜活农产品的保质期， 避免鸭或水产
品积压在养殖场， 天天消耗饲料的同时还有
疫病的风险。这个方向值得鸭肉企业借鉴，尤
其当下部分地区已经在支持预制菜工艺研发
和发展冷链企业， 可以借此机会考虑发展鸭
产品预制菜。”

山东省畜牧协会家禽分会秘书长冯楠指
出，作为鸭产业的局内人，都应尊重市场，敬
重价值；要规范守法生产经营，努力提升本企
业的内功，在鸭苗质量上下功夫，而不是去看
行情，赌市场。再者，产业上下游要协作，多沟
通，常换位，消解对抗情绪。

就提高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而言， 农文
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县域经济发
展合作服务中台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袁帅建
议，打造“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的产业
化组织发展模式。对从事优质肉鸭生产加工、
销售的龙头企业等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的强
力支持和保护，加强对产业发展的引导，全方
位营造良性发展氛围， 推进肉鸭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

刘长胜同样表示， 中央一号文件每年都
对粮食安全看得非常重， 但鸭行业落实的一
些政策有时候并不能满足从业者的需求。尤
其相较于猪养殖行业和鸡养殖行业， 鸭养殖
行业受到的扶持相对不足，“希望无论是从国
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 都能进一步加强对
鸭养殖行业的关注，提高政策性资金帮扶”。

就当前鸭行业各板块的纷争和行业端提
出的各种诉求， 北京商报记者向山东省畜牧
兽医局发送了采访函， 该局业务处工作人员
回应称，在2月23日下午接到采访函后，已经
迅速联系了当地的一些协会、山东种鸭联盟、
种禽企业、屠宰企业和相关企业，准备于近期
召开行业大会了解情况， 决定下一步的政策
安排。

“在过去三年种鸭行业的低谷期，山东省
畜牧兽医局也开展了相应的工作， 采取了一
些措施， 一是召开了种鸭行业高峰论坛并推
动成立了山东种鸭联盟， 共同商议行业健康
发展的对策； 二是在接到一些企业称鸭苗存
在问题后，进行了相应整治活动。”上述山东
省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表示。

山东省相关部门及相关企业下一步如何
合力为种鸭养殖业脱困， 推动产业可持续健
康发展？北京商报记者将持续关注。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

京津冀协同发展九周年：
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渐成型

北京商报讯 （记者 方彬楠 陆珊珊）“现代化首都都
市圈是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必经发展阶段。”2月
23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九年来，京津
冀协同发展持续向纵深推进， 目前初步形成了由“通勤
圈”“功能圈”“产业圈”组成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在“通勤圈”建设方面，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进入新阶段。两地跨界道路通达性不断提高，区域内
已建成对接道路10条、跨潮白河桥梁5座；厂通路公路部分
总体工程进度过半，潮白河大桥北京段、河北段已于去年
底同步开工；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进入全面建设阶
段。北三县至北京国贸地区通勤定制快巴试点开通。

同时，北京积极引导适宜产业向北三县布局，成功举
办2022年北京通州与河北廊坊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签
约项目37个， 意向投资额280亿元，2019年以来累计签约
项目160余个、意向投资额1080亿元。大运河京冀段62公
里实现旅游通航，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建设完成，初现
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北京潞河中学、北京实验
学校与三河开展合作办学，中日友好医院、友谊医院等央
属、市属医院与北三县医疗机构持续开展合作，助力提升
当地公共服务水平。“区域通办”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依托
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云窗口”，推动3600余个政务事项延
伸至北三县。

“功能圈”主要指北京要与天津和雄安新区，通过功能
互补，加强联动发展，共同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据北京市发改委介绍，北京始终把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
设作为分内之事，扎实落实京冀两省市共同推进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为助力提升雄安新区公共服务水平和
综合承载能力，北京以“交钥匙”方式支持雄安新区建设3所

学校、1所综合医院，建成后由北海幼儿园、史家小学、北京四
中、宣武医院提供办学办医支持。目前，幼儿园、小学、中学3
所学校项目已全部建成交付， 医院项目正在进行机电安装，
计划今年9月竣工交付。此外，北京40余所学校、5所医疗卫生
机构对接支持雄安新区相关机构。17家市管国企在雄安新区
投资项目100余个，涉及基础设施、城市运营、生态环境等多
个领域。

“产业圈”将促进节点城市强链补链，聚焦新能源和智
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氢能等重点产业链，
形成紧密分工协作格局。

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产业对接协作水平进一步提
升，由“转移承接”向“产业链合作”转变。京冀曹妃甸协同
发展示范区已签约北京项目465个， 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
地设立分支机构累计达9500余家，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
成交额累计超2100亿元。区域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京津
冀三地签订营商环境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及商事制
度、政务服务等5个重点领域子协议。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内
179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同事同标”，231个事项实现京津
冀线上通办。

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 北京企业对都市圈企业投资
次数累计超3.2万次，投资额超1.6万亿元。2022年，北京企
业对“通勤圈”“产业圈”投资次数均为2015年的2倍,对“功
能圈”投资次数也达到1.5倍。三个圈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占京津冀的比重超四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研究院执行副
院长叶堂林表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建设，将进一步带
动交通、生态、产业、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取得更多新突
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更多新进展。

近期，因鸭苗价格连涨数倍，白羽肉鸭养殖行业备受关注。经历了供大于需的三年低谷期后，在众多养殖户为鸭苗价格

终于回升而感到兴奋时，山东种鸭联盟日前发布的一则倡议书则暴露出行业的新问题。

这份倡议书称：“由于产量严重下降，鸭产品的价格上涨已成必然。”“但是目前行业各板块的利益追求点的不同，对现实

的情况认识不充分，出现了各板块的激烈搏杀，内斗严重，严重影响终端市场产品价格上涨幅度。给整个产业造成不应有的

损失，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激烈搏杀”“内斗严重”———如此罕见措辞的一份倡议书背后，这个种鸭养殖大省的产业链究竟发生了什么？未来又该

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