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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财经辣羊城晚报财经评论员 戚耀琪

2022 年央视 3·15 谈及食品
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点名“湖南
插旗菜业有限公司”。插旗菜
业为多家知名企业代加工酸菜
制品，也为一些方便面企业代
加工老坛酸菜包。插旗菜业官
网显示，公司与统一、肯德基、
麦当劳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建立
了产品代加工和原料直供等方
面的战略合作关系。于是一众
大牌企业纷纷中招，或者撇清，
或者致歉，总之都希望能尽快
从舆论的泥潭中走出来。

这个事件曝光出来的，本
质来说，并不新鲜。它至少引
发两个思考：第一个，大牌国际
化企业与本土的供应商之间，
基本的食品安全与卫生标准是
不是能够达成；第二个，本土民
间传统饮食与政府监管标准的
对接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已经
高度工业化和标准化的现代食
品工业，应该从供应到生产形
成一个严密的闭环。供应商的
卫生和安全如果不能和企业生
产工艺标准对接，那么这样的
供应商是不能采用的。这样一
来，势必就会“失去”一些具有
风味特色的传统食品及口味，
又或者让传统的显得不那么传
统和地道。这就是很多国际化
企业要本土化、个性化过程中必
须面对的博弈。诸如榨菜、酸菜
这些口味的佐料食品，不是国际
企业必须采用的。企业本来只
要采用最简单的一小包脱水蔬
菜，那是没风险的。如果要采用
特色佐料，那么就要订立高标准
来进行筛选，甚至让特色变得索
然无味，哪怕被消费者批评不是
熟悉的那个味。

就第二个问题来看，本土
民间传统饮食在制作手段上是
参差不齐的，对于小微企业，即
使不用人脚，用人手也是难免
的。这就和街头早餐店的道理
一样。如果要去分析小店的人
员是不是卫生规范，食用油是
不是合格，油条是不是有超标
成分，桌上送的酸萝卜脏不脏，
甚 至 豆 浆 的 来 源 是 不 是 有 问
题，那么十有八九是能查到纰
漏的。那么政府监管应该到达
什么样的程度和密度？诸如酸
萝卜、咸榨菜的传统制作一直
都是人手加作坊制作的，那么
该不该封禁？所谓老坛酸菜，
想想都知道这种生产和贮存环
境，根本就不可能是现代化干
干净净发酵出来的。所以市场
是要接受虚有其名但是卫生合
格的产品，还是真的坚持要老
坛那个味道，同时要担起饮食
不洁的风险？

着眼长远来看，大牌企业
如 果 希 望 自 己 的 品 牌 不 受 损
害，首先就得以现代企业标准
来进行筛选，包括筛选供应商
和筛选原料。否则在复杂的国
情下，供应的触角越长，不可控
的可能性就会越多。关键是无
论检测是不是合格，这种酸腐
食品还能不能吃，消费者基本
是吃不出来。如果不是靠源头
曝光，而且视觉上很恶心，那么
类 似 问 题 是 很 难 发 现 的 。 同
时，政府对于传统食品及其制
法，还是要订立标准，推动传统
工艺的逐步转型。尽管现代工
艺会让传统口味有所损失，但
毕竟是在产业链上而不是散户
式的销售，长远来说，这也是产
业能做大的唯一出路。

在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到来之际，广东证监局以“理性认
识市场 投资量力而行”为主题，
开展 2022 年度“3·15”投资者保
护主题教育活动，营造辖区内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良好生态。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截至2021
年年底，调解中心共解答投资者
咨询2260件，受理纠纷调解案件
2950件；广东辖区上市公司因虚
假陈述侵权行为已累计向 5.8 万
余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赔偿款
28亿余元（含诉讼、和解、调解）。

多措并举直击维权痛点

一名老年投资者向广东证监
局来信反映，他早年错过所持股
票的回购期，导致长期无法办理
股票回购，而所涉上市公司早在
多年前已被收购退市。如何保障
这位老年投资者的权益？广东证
监局了解到该情况后，想方设法
联系到回购方，为该投资者搭建
了沟通渠道，并在关键环节协助
推进，最终使这位投资者的股票
成功得以回购。

为了更好地解决投资者维权
的痛点、难点，2021年，广东证监
局专门召开“助力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投资者
对辖区监管工作的意见建议，随
机抽取辖区 1329 名投资者进行
投资者保护情况在线调查，及时
分析研判投资者对资本市场重大
改革、投资者教育及保护工作等
方面的建议。

调查显示，证券监管部门和经
营机构是投资者最希望获取投资
者教育内容的渠道，占比达65%。
被问及目前存在的影响投资者维
权的原因时，有超过50%的投资者
认为维权障碍来源于自身不了解
相关政策和维权具体途径。

针对在线调查了解的投资者
需求情况，广东证监局重新调整
该局互联网投资者保护栏目设
置，细分政策法规解读、投保工作
动态、知识普及、投教服务和风险
提示等板块，打造投资者维权的

“百宝箱”。

充实投资者维权工具箱

如何满足投资者多元纠纷解
决需求？广东证监局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该局将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排在前面，建立有机衔
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民的证券期
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进一步充
实投资者维权“工具箱”。

此外，广东证监局指导广东
中证投资者服务与纠纷调解中心
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开通纠纷调

解网站，优化完善在线远程调解
功能，为投资者实现足不出户协
商和解。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东证监局
了解到，调解中心已建立起监管
系统专业人士、证券期货基金经
营机构从业人员、高校教师、仲裁
员、资深律师等在内的调解员专
业队伍，截至 2021 年年底，调解
中心共解答投资者咨询2260件，
受理纠纷调解案件2950件，其中
广州中院委派调解案件 360 件，
调解成功2015件，为投资者挽回
损失3156万元。

将覆盖国民教育全阶段

开展投资者保护与教育工
作，投教基地是一个重要平台和
抓手。近年来，广东证监局持续
加强投教基地建设，目前辖区已
有14家投教基地，其中国家级投
教基地3家。

投教基地如何开展投教服
务？近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
广州两家投教基地。近年来，这
些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甚至
出现在校园里。“没有具备相应的
知识就开始进入投资市场，其实
是很危险的。”华泰证券广东投教
基地负责人林晓宇表示，大部分
的学生没有机会充分接触金融投
资的知识，当他们离开校园、拥有
一定资产之后，遇到不法分子用
套路包装起各种“陷阱”容易上当
受骗。

中泰证券广东投教基地负责
人胡晓丹向记者表示，为了让高
校学子增强金融投资知识、增强
风险意识，该投教基地在2021年
走进广州多所高校开展“金融安
全知识进校园”公益讲座活动。

投教基地与普通本科院校、
高等职业院校、中小学的合作正
在加速升温，通过建立实践教学
基地、共同开发课程、系列讲座进
校园等形式，推进投资者教育纳
入国民教育。

易方达投教基地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根据《全国公募基金市场投资
者状况调查报告》的统计结果，随
着互联网销售平台的兴起，30岁
以下投资者占比快速提升，30岁
以下投资者占比已经达到27.7%；
从持有时间来看，54.6%的投资者
持有单只基金的时间超过 1 年，
且持有时间在5年以上的投资者
比例缓慢上升；从对风险的认知
上看，产品适当性匹配原则已经
得到广泛认同，绝大部分投资者
表示，在购买基金时会考虑产品
的风险是否与自己的风险偏好和
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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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坛酸菜制品曝出老问题
企业标准与监管同等重要

呷哺呷哺缘何翻台率下降？
目前湊湊火锅已经成为公司“第二高增长曲线”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实习生 严思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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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火锅第一股”呷哺呷哺宣布了上市以来的首次年
度亏损。近日，呷哺呷哺发布业绩预告表示，去年实现营收
61.5 亿元，同比增长约 13%；预计去年净亏损 2.75 亿至
2.95亿元，而2020年净利润为1149万元。

报告显示，产生净亏损的主要原因包括全年关闭约230
家餐厅导致的长期资产一次性亏损，以及因为部分餐厅经营
业绩下滑而导致的计提减值亏损，合计约2.2亿元。此外，
还有部分地区餐厅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充分营业。

创立之初，呷哺呷哺凭借
切入“小火锅”这一空白市场
后迅速兴起，于 2014 年在香
港上市，成为“连锁火锅第一
股”。但从 2015 年起，受火锅
市场竞争加剧、小火锅客单价
低但人工成本、房租成本高等
因素制约，小火锅模式遭遇瓶
颈，至 2019 年，呷哺呷哺的净
利率从10.80%下滑至4.80%。

瓶颈之下，呷哺呷哺开始
一边大肆扩张，一边寻求品牌
转型。

子品牌“湊湊火锅”的火
爆给了呷哺呷哺转向中高端
火锅的信心。在飞速扩张的
同时，呷哺呷哺调整了菜品的

价格，客单价水涨船高，从
2015 年的 46.80 元涨至 2020
年的 62.30 元，翻台率却越来
越低。

原本走“亲民”路线的呷
哺呷哺价格不再“亲民”，在点
评软件中，大量顾客抱怨其价
格上涨。

品牌的口碑下滑，让消费
者开始抛弃呷哺呷哺。记者梳
理了各年财报数据发现，2016
年至2020年，呷哺呷哺餐厅的
翻台率分别为 3.4 倍、3.3 倍、
2.8 倍、2.6 倍、2.3 倍。而在巅
峰时期，其部分门店的翻台率
一度高达7倍。

2021 年 11 月 30 日，贺光

启曾在一场财经峰会上对外透
露呷哺呷哺将“回归大众消费
路线”。同年12月，呷哺呷哺正
式宣布其全国门店已正式启用
全新菜单。新菜单以套餐为
主、单点为辅。就广州的两家
门店的菜单来看，推荐套餐的
价格集中在60到80元之间，高
德置地门店的相同套餐较广州
新一城店价格均高出 6- 10
元。可见呷哺呷哺虽然统一了
新菜单，但菜品单价仍根据门
店地址不同有所不同。

回归大众消费路线后，呷
哺呷哺2021年上半年的翻台率
仍为 2.3 倍，与 2020 年的数据
相同。

在探索转型高端火锅的
路上，呷哺呷哺餐厅虽然宣告
失利，2020年整体营收同比下
降 25.9%，但在创立之初就主
打“火锅+茶饮”高端路线的

“湊湊火锅”收入却同比增长
40.30%。

梳理近几年财报，可以发
现湊湊火锅在短时间内就占
据了呷哺呷哺营收的重要一
环。2017年，湊湊火锅的营收
仅 占 呷 哺 呷 哺 的 总 营 收 约
3.2%，仅成立两年，营收就已
达到5.56亿元，2019年更是达

到了12亿元。
2020年，门店仅有140家

的湊湊火锅营收达到16.87 亿
元，贡献了 31%的总收入；去
年上半年，湊湊火锅营收已经
达到 11.26 亿元，占总收入已
经超过36%。贺光启曾表示，
湊湊火锅已经成为呷哺集团
的“第二高增长曲线”。

不过，就在 2021 年 4 月，
一手创办湊湊火锅的张振纬
卸任湊湊 CEO，自主创办“谢
谢锅”品牌，以“涮+烤+酒饮”
的模式对标高端火锅市场，目

前已在全国拥有5家门店。
而原 CEO 创办的新品牌

不过是湊湊和呷哺呷哺在目
前火锅市场中众多竞争对手
的其中之一。据企查查数据，
2020 年前三季度新注册企业
5.06 万家，同比增长 4%，但
99%的火锅相关企业注册资
本集中在 100万元以内，市场
集中度较低，大量新企业还在
涌入。目前，火锅的赛道已经
越来越激烈，呷哺呷哺作为老
牌企业，亟须找到一条属于自
己的长期发展路线。

味千拉面连亏之后迎来盈利
分析人士指出，公司目前整体还处于1.0时代

似乎没人说得清，消费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味千拉面失去兴趣的。
作为面食赛道的初代网红，从1997年靠着大骨熬汤的拉面产品定位在内地

迅速走红，到2007年顺利登陆港交所，再到2010年门店数量突破500家，味千
拉面一度有过风光时刻。但随着2011年骨汤造假事件爆发、2018年前财务总监
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案被公之于众、近期味千拉面饮食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被曝拖欠税款等负面新闻频频被曝出，味千拉面处境不可谓不尴尬。深陷亏损泥
沼同时，股价也一蹶不振，截至3月16日收盘，收报1.11港元。

与此同时，去年以来，面食赛
道备受资本关注，市场上崛起了
和府捞面、遇见小面、五爷拌面及
陈香贵等新兴面条品牌，高瓴、碧
桂园创投、绝味等纷纷入局。初
步统计，短短一年间，就有10亿
元以上资金进入这一领域，其中
和府捞面更已计划境外上市。

在强烈对比之下，不得不让
人思考，味千拉面何以至此，其
发展历程又给赛道上的后来者
们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这几天，味千拉面发布了
2021年正面盈利预告，预计集团
2021 年净利润为 500 万至 4000
万元，这也算是近几年来味千拉
面为数不多的“好消息”，毕竟
2020 年全年公司净亏损 7786.8
万元。

对此，味千（中国）董事会认
为，集团财务表现较 2020 年同
期为佳主要归因为：一是收入较
去年上升；二是关闭亏损门市以
改善整体盈利能力。数据显示，
其线下店铺已从 2019 年的 799
家降至2020年的720家。

那么，曾经风光无限的“拉
面第一股”何以走到关闭亏损门
市以改善整体盈利能力这一步？

回顾味千拉面的发展历程，
1996年，味千拉面创始人潘慰看

准拉面品类的发展趋势，从日本
九州岛引入味千拉面，并在香港
铜锣湾开设第一家门店。此后，
凭借日式拉面的差异化定位、领
先的标准化经营以及快速休闲
的商业模式，味千拉面迅速崛起
并成为国内一流的连锁餐饮品
牌，名利双收。

2007年，味千拉面在中国香
港上市。同年，潘慰凭借 60 亿
元的身家排在《胡润餐饮富豪
榜》首位，并且四年蝉联，她还因
此获得“拉面女王”的称呼。

彼时的味千，以每碗25—30
元的价格，在高端面食赛道一骑
绝尘。2010 年，味千拉面在内
地的翻台率达到5.1。但25年过
去，无论是品牌概念还是菜品本
身，味千拉面早已提供不了什么
新鲜感。相比于十多年前，去年
上半年，味千拉面的翻台率已经
降至3.2。

门店的客流量也印证了这
一点。3月14日中午，记者来到
味千拉面（广州大道南店），尽管
正值饭点，但店内略显冷清，上
座率并不高，只有零星几位顾客
在店内用餐。记者浏览菜单发
现，拉面价格都在40元以上，其
他类似烧烤之类的小吃价格也
算不上便宜。

此外，食品安全问题也让味
千拉面的发展蒙上阴影。

早在 2011 年，味千拉面被
媒体曝光骨汤造假事件，表示味
千拉面实际汤底是用汤粉、汤料
调制而成，并非宣传所说“大骨
熬汤”，每碗成本只需要几毛
钱。该消息被证实后，味千拉面
品牌形象严重受损，一时间声誉
骤降，股价也开始走下坡路。

在“骨汤门”爆发当天，味千
股价小幅下挫 0.90%；消息被证
实后，味千中国股价一路狂泻，
短短数日市值缩水 42 亿港元。
迄今，味千中国股价整体仍呈下
滑态势。截至3月16日收盘，味
千（中国）报 1.11 港元/股，总市
值约 11.79 亿港元，较高峰期缩
水超九成。

对于味千拉面未来的发展情
况，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向记
者分析时指出，味千拉面整体还
处于1.0时代，但现在中国整体的
面食细分已经接近进入3.0时代
了。味千拉面跟不上整个消费升
级的节奏，也不能够匹配新生代对
于面食的核心诉求。在品牌、供应
链、消费场景、产品以及运营能力
方面都存在老化的趋势，在创新
升级以及迭代方面则已经完全落
后于一些新兴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新面食轨道
IPO的“第一枪”和府捞面也因
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业界的关
注。2021年7月，一位顾客在上
海的一家餐馆吃饭时，发现座位
下有一只死老鼠。7月10日，和
府捞面通过官方微博向该店发
现死老鼠致歉，称将对此事进行
深刻反思。此前的公开信息显
示，和府捞面上海公司从2014
年至2020年多次因虚假宣传和
食品案件受到处罚。

近年来，多个知名连锁餐
饮品牌因食品安全、店面卫生
而“爆雷”。对于连锁餐饮品牌
的食品安全问题，朱丹蓬向记
者表示，品牌一方面会因资本
的介入而高速发展并高速打造
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但是另
一方面其又会因被资本绑架而
在精细化管理、质量内控体系、
员工的培训以及在整个食品安
全方面存在很大的漏洞。

与味千拉面的经营艰难不
同，近几年来，中国餐饮市场中
的新面食赛道发展得热火朝天，
市场上崛起了和府捞面、遇见小

面、五爷拌面及陈香贵等新兴面
条品牌，也引起高瓴、碧桂园创
投、绝味等社会资本纷纷入局，
面条赛道持续火热，投融资速度
明显加快。持续火热背后，差异
化发展和下沉抢占市场以建立
自身的护城河就变得尤为重要。

根据企查查数据，2014 年
至今，速食面、实体面馆等面类
品 牌 一 共 发 生 42 起 融 资 事
件。其中，前三年每年仅发生
一两起融资事件；2018年开始
急速增长至6起，2021年，融资
事件已经发生了18起，同比增
长125%。

为何面食品牌近年来会受
到如此众多的资本青睐？朱丹
蓬分析说，面食是一个中国传统
品类，其受众基数比较大，整体
市场容量也非常可观，而面食品
牌会受到众多资本青睐则主要
是因为目前来说整个中国的面
食还没有出现一家极具品牌连
锁性的巨头。未来，随着面食消
费频次的加速，整个面食赛道的
整体容量、利润等各方面还有一
个全新的发展前提。

迎首次盈利但仍存隐忧

应建立自身发展护城河

为何一边关店一边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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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开展各投教活动
广东证监局营造良好生态

羊城晚报记者 许张超 丁玲 莫谨榕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丁玲

门店突出“大骨熬汤”卖点

本次预告当中，呷哺呷哺
称去年关闭了约 230 家门店。
但同时，预告也称，为继续提升
品牌影响力及降低费用率，在
2022 年度，呷哺呷哺新开门店
选址将采取更审慎的态度，计
划继续开店156家。

呷哺呷哺为何一边关店一
边开店？

去年 8 月，重新上任 CEO
的呷哺呷哺创始人、董事长贺
光启表示，经过市场走访，发现
呷哺呷哺部分门店存在严重的
选址错误导致亏损，决定关闭
200家亏损门店，包括全国多个
城市的亏损门店。

自创办以来，呷哺呷哺门
店大部分集中于北方地区。对
比其主要竞争对手海底捞，呷
哺呷哺的门店分布有着南北方
市场失衡的现象。

呷哺呷哺在2020年年报中
表示，2021年将集中开发华东、

华南市场，未来三年华东、华南
将是重点扩张区域。

贺光启接受采访时称，呷哺
集团将在国内启动“东扩南进”
扩张战略，未来三年内计划新增
500家门店，一线、新一线和省
会城市将是第一主战场；高端火
锅品牌湊湊每年也将以80家至
100家的新增速度进行布局。

不过，2021年已过，呷哺呷
哺的“南下”进程却似乎还没有
太大的推进。

去年 8月，记者调查发现，
呷哺呷哺在广东共有 11 家呷
哺呷哺餐厅，其中广州2家、深
圳 7 家、江门 1 家、肇庆 1 家。
而截至目前，呷哺呷哺在广东
的门店仅剩 5 家，其中广州 2
家、深圳 3家，江门与肇庆的门
店均已歇业关闭。

记者就2022年的门店调整
扩张计划问题联系呷哺呷哺，
对方拒不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