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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渠道结构 加大线上推广力度

业绩普遍预亏 鞋企寻求转型新出路

图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一家商场内，消费者正在选购鞋子。 CNSPHOTO提供

卤味生意难做 周黑鸭 2022年净利润大降

本报记者 周子荑

“鸭王”周黑鸭 2022 年净利润

大降超 90%。 事实上，刚刚过去的

一年，卤味江湖三巨头业绩集体下

挫。 业内人士分析，疫情下门店消

费场景缺失和原材料涨价的确对

其有很大影响，但“周黑鸭们”自身

的产品力、品牌力、渠道力不足更

是主因。随着以王小卤为首的卤味

新秀的崛起，消费者更是对“周黑

鸭们”产生了审美疲劳。

“太贵了，买一盒鸭脖和一整

只鸭子的价格差不多。 ”消费者杨

女士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这两年

鸭脖的价格越来越高，随便一盒就

几十元，而一个鸭头更是要价十几

元。“尤其是周黑鸭，价格最高，真

的是吃不起了。 ”

而消费者刘女士表示，她近年

来很少吃鸭脖则是因为“没有变

化”。“以前出差坐高铁很期待买一

盒鸭脖过过嘴瘾。 但几年过去了，

鸭脖还是那个味道，对我而言也就

没那么‘香’了。 ”

在消费者审美疲劳的背后，是

卤味三巨头的业绩下滑。

周黑鸭日前发布的盈利预警

报告显示， 其 2022 年营收同比下

降 20%左右，净利润则同比下降超

94%。

在此之前，另两大卤味巨头绝

味食品和煌上煌也递交了 2022 年

成绩单。 公开数据显示，绝味食品

预计 2022 年净利润为 2.2 亿—2.6

亿元，同比下降 73.49%—77.57%；

煌上煌预计 2022 年盈利 3000

万—4000 万元， 同比下降 72%—

79%。

对此，三巨头都归因于疫情的

冲击和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影响。例

如，周黑鸭表示，疫情期间部分门

店暂时停业，对公司的销售利润造

成了一定影响；原材料价格上涨导

致成本端压力增加；汇率变动导致

汇兑损失增加，对公司的利润产生

较大冲击。

中国商报记者注意到，在黑猫

投诉平台，有关周黑鸭的累计投诉

量已达到 434 条，其中不少是关于

产品质量问题的。 而几天前，还有

消费者投诉“周黑鸭外卖过期”“周

黑鸭的鸭锁骨里有疑似小石子的

东西”等。而这些投诉正暴露出“周

黑鸭们”产品力、品牌力、渠道力不

足的短板。

深圳中为智研咨询有限公司

研究员刘彦博对中国商报记者表

示，周黑鸭的价格偏高，而且其产

品品质创新不足，口味集中于“甜”

和“辣”两种，消费者的选择空间较

小。

与之相比，以王小卤为代表的

卤味新势力异军突起，旗下产品涵

盖香辣味、卤味、火锅味、五香味等

多种口味， 消费者的选择范围较

广。

更为重要的是，王小卤重视品

牌力的打造。其曾与经典国民动画

IP《葫芦兄弟》联名，与国民游戏 IP

《和平精英》跨界联名，与喜茶、滴

滴出行、高德地图跨界合作，还推

出一系列趣味创意广告吸引消费

者的眼球。

在线下渠道方面， 从 2019 年

开始， 周黑鸭开放了加盟模式，这

使其门店数量快速增长，但也在一

定程度上加速了其净利润的下滑

速度。

而在线上渠道扩展方面，“周

黑鸭们”的步伐则有些慢。 例如，

在京东平台上，王小卤京东自营

旗舰店有 283.7 万人关注，周黑鸭

京东自营旗舰店有 153.8 万人关

注，绝味旗舰店则仅有 1.5 万人关

注。

快消品行业分析师朱丹蓬对

中国商报记者坦言，“周黑鸭们”在

产品、 品牌上的创新迭代速度较

慢，受到王小卤等卤味新势力冲击

不小。此外，休闲零食是个大赛道，

鸭脖作为细分领域，这几年推出的

产品口味单一，使消费者产生了审

美疲劳，部分消费者转而选择坚果

等其他零食产品。

从宏观层面来看， 随着疫情

防控进入新阶段， 生产经营秩序

得到改善， 消费市场也正在加速

回暖。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3 年 1—2 月， 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74426 亿元， 同比

增长 6.7%。其中，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类商品零售额为 2382 亿元，

同比增长 4.8%。

中金公司研报显示，2022 年

11 月至 12 月国内多地疫情反复

影响终端零售， 但随着国家优化

疫情防控政策， 门店经营和客流

表现持续恢复， 叠加居民春节返

乡过节及消费旺季影响， 终端消

费持续恢复，并体现出一定的“补

偿性”特点。

零售业独立评论人马岗表

示，随着经济环境得到改善，消费

者的消费信心会进一步提升，行

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未来，

随着经济的自我修复， 交通行业

和餐饮行业会率先恢复活力，然

后带动零售行业和休闲娱乐行业

恢复。 从鞋业整体来看，这几年各

家企业在产品和营销手段等方面

的创新较少， 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不够，相信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全

行业会注入新的活力。 ”

而程伟雄则认为， 在疫情防

控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 企业的

经营行为需要更加谨慎。“我认为

消费信心的恢复需要一定时间，

所以今年企业的经营行为还是要

更加谨慎。 要坚持‘现金为王’，不

要做太多的跨界投入， 更多的还

是要在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方

面多下一些功夫。 ”

除了找明星代言， 对于鞋企

而言， 关键是要丰富企业的产品

线，加大线上渠道的投入。“十年

前，做单一鞋类或许还有路可走，

但现在，不少运动鞋、休闲鞋类品

牌都开始生产皮鞋， 传统鞋企的

优势已被削弱。 ” 有业内人士建

议， 鞋企应当在优势单品上不断

创新， 并且同步拓展其他类型的

产品，才有可能走向更大的市场。

本报记者 贾欣然

近日， 多家上市鞋企发布了

2022 年度业绩预告， 不少企业净

利润同比大幅下降，整体业绩出现

下滑。 事实上，受疫情等因素叠

加影响，在 2022 年上半年，鞋履

行业就已呈现增速放缓的态势。危

机之下，多家企业开始积极寻求转

型出路。

日前， 老牌女鞋品牌红蜻蜓

发布了上市以来的首份亏损业绩

预告。 2022 年，公司预计归母净利

润为-2500 万元到-3750 万元，扣

非后归母净利润为 -6800 万元

到-8050 万元。 据悉，这已经是公

司业绩连续下滑的第 5 年。

2022 年上半年， 九兴控股实

现了营收和净利润双增长， 然而

到了下半年业绩就开始出现下

滑。 九兴控股发布公告称，集团未

经审核综合收入于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的 3 个 月 下 降 约

15.4%至 3.433 亿美元， 主要受到

去年同期集团制造业务的产能利

用率处于最高使用状态所产生的

高基数影响。 于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 12 个月， 集团的未经

审核综合收入增长约 5.9%至

16.310亿美元。

手握斯凯奇和彪马代理权的

奥康国际也没能逃脱业绩“变脸”

的命运，奥康国际业绩预告显示，

2022 年预计亏损 3.2 亿—3.8 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3.5 亿—

4.1 亿元；2022 年预计扣非净亏损

为 3.8亿—4.4亿元。

同样陷入亏损的还有起步和

哈森。 ST 起步发布业绩预告称，公

司预计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5 亿元至

6.7 亿元。 哈森股份表示，公司预

计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约 2.24 亿元， 同比下降 22.64%。

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 亿 元

到 -1.65 亿 元 ， 与 上 年 同 期

的-2009.54 万元相比亏损增加。

鞋企的业绩为何普遍受挫？

鞋服行业独立分析师程伟雄认

为，主要是受疫情的影响。“过去

三年的疫情导致消费市场需求萎

缩，这对于国内大部分鞋服行业，

尤其是以线下传统门店为主导的

鞋企而言冲击极大。 ”

奥康国际表示， 受外部环境

影响年收入有所下降， 他们已对

经销商与合营商因外部环境造成

的影响给予了一定补贴。 此外，该

公司还实施了品牌战略升级，在

广告投放、业务宣传、形象升级方

面的投入增加较多。 哈森股份表

示，除了受到疫情影响之外，营业

收入减少、 辞退员工的支出也是

哈森股份业绩大额亏损的重要因

素。

面对低迷的业绩， 鞋企在积

极寻求转型出路。

哈森股份表示， 针对出口不

畅、内销压力增大的情况，公司正

通过加强线上渠道业务的拓展、

加大线上营销推广力度等措施，

努力改善自身经营状况。 奥康持

续优化渠道结构， 在核心商圈开

设旗舰店，打造沉浸式购物体验，

传递舒适化的品牌理念， 以吸引

年轻消费群体。 去年 12 月，奥康

官宣艺人陈伟霆为其品牌代言

人， 并同步推出首创奥康运动皮

鞋，紧扣“舒适”这一主题。 退市 5

年的“鞋王”百丽，也在进行数字

化营销升级。 百丽官宣艺人刘雯

成为其新的代言人， 与诸多品牌

跨界联名， 并大力发展线上渠道

以及购物中心、 奥特莱斯的线下

渠道，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

红蜻蜓方面表示， 公司围绕

“单聚焦多品类， 全域价值营销”

总体方针， 采取各项措施保证公

司业务稳定发展。 在线下加大终

端门店尤其是购物中心门店的拓

展力度， 在线上积极布局各种新

兴电商模式，销售覆盖平台电商、

直播电商、 社交电商等渠道。 同

时，为加快多品牌战略实施，红蜻

蜓还针对不同的细分目标客群进

行布局， 聚焦年轻客群加速推出

90 后及 00 后喜爱的时尚新品类

新品牌。

“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企业都急

需品牌年轻化和数字化转型，从而

焕发新的活力。 ”在红蜻蜓创始人

钱金波看来，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

于思维和人才，“我们经营企业几

十年， 对传统的业务流程非常熟

悉， 也形成了研产销一体化的渠

道，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业务流程和

业务设计， 从而实现产品在线、直

播在线、物流在线、支付在线、沟通

在线这‘五个在线’。 ”

多家鞋企业绩预亏

积极转型寻求生机

品牌升级道阻且长

贵州跨境人民币收付创近 5年新高

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日前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 贵州省跨境

人民币收付 286.9 亿元， 为近 5 年最

高水平，同比增长 44.3%；占本外币收

付的 29.1%， 较上年提高 5.8 个百分

点。

据介绍，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聚焦贵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会

同贵州省商务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真抓实干推动跨境人民币提质

增效 助力贵州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 18 条具体举

措，积极推动该省实体经济领域人民

币使用实现持续性增长。 贵州省全年

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的企业 391 家，

其中 50 余家企业办理了其首笔跨境

人民币业务。 （本报记者 谢忠义）

深圳行政决策程序制度进一步完善

由深圳市司法局牵头起草的市

政府规范性文件《深圳市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实施办法》 已于 2 月 1 日

起正式施行，标志着深圳行政决策程

序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法定程序

构筑行政决策“防火墙”，不断提升全

市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水平。

据悉，实施办法创新设置了公平

竞争审查、 贸易政策合规审查条款。

决策草案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

应当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打造统一市

场要素与资源市场，涉及市场准入和

退出、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内容的，

应该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此外，实施

办法还对改革过程中先行先试的探

索性改革决策事项，明确了责任减免

规定。

（刘泽玮 吴华升 本报记者 智文学）

天津持续优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近日，由天津市民政局、中国社

会组织促进会联合主办的“京津携手

助力社会组织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工作”协议签署仪式暨社区服务与

治理主体沙龙在天津举行。

签字仪式上，天津市民政局负责

人介绍了优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打

造“津牌养老”服务品牌工作经验，并

与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签署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社

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共建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层面作用，加强

资源整合、平台对接、促进优势资源

的引进，助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提升社会组织综合服

务效能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杜娟 王欣 本报记者 齐天宝）

广东发力推动餐饮质量安全提升

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举办了

广东省中央厨房与连锁餐饮服务单

位食品安全管理提升培训班，全省中

央厨房和连锁餐饮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或食品安全总监或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共 300多人参加培训。

2022 年 8 月至今，广东省市场监

管局紧盯餐饮行业重点单位食品安

全风险， 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推

动全省市场主体扩大增量、 稳定存

量、提升质量、增强能量，组织对全省

中央厨房、连锁餐饮服务单位开展系

统风险排查与评估工作。 通过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体检”，广东省市场监管

局以帮助重点餐饮单位摸清食品安

全风险为出发点，为企业提出解决方

案和监管思路，堵塞安全漏洞，提升

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促进广东餐饮行

业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及餐饮质量水

平提升。 （本报记者 何志明）

哈尔滨强化食用农产品溯源管理

近期，哈尔滨市实行食用农产品

承诺达标合格证查验制度，采取“一

证通”管理提高市场销售环节源头索

证率和合规率。

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食用农产

品处二级调研员张毅军介绍，食用农

产品进入农批市场后，市场主办方需

对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进行

查验， 查验合格后方可在市场销售。

实行“一证通”管理的目的，是打通市

场销售环节源头与全市大型商超、连

锁超市、农贸市场、电商平台等销售

主渠道的溯源链条，强化食用农产品

溯源管理，实现主渠道“进得明白、销

得清楚、存得掌握”的溯源监管目标。

采取将合格证作为农批市场入场查

验食用农产品安全的必要文件和准

入措施，将大幅提高市场销售环节源

头索证率和合规率。

（王伟 本报记者 李燃）

2022 年，整个

鞋服行业都不景

气，企业的业绩困

境既受大环境影

响， 也有自身因

素。 企业转型是中

长期的规划，需要

专注与坚持，品类

规划的重新梳理、

产品研发是关键。

同时，许多国内鞋

服企业在品牌思

维上需要补课，体

察并满足消费者

的诉求。

———鞋服行业独

立分析师程伟雄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