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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黑鸭业绩降九成周黑鸭业绩降九成，，卤味生意还卤味生意还““香香””吗吗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日前，周黑鸭因净利润大降超
90%而登上微博热搜。周黑鸭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黑鸭）发布公
告称预计2022年净利润不少于200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超过94%。

周黑鸭业绩缘何断崖式下滑？值
得注意的是，除周黑鸭外，绝味、煌上煌
等业绩均不理想，原因是什么？老牌卤
味该如何重新吸引消费者，以焕发市场
活力？

净利下跌比例大
经营模式受争议

周黑鸭开年交出的第一份财报，成
绩并不理想。

不久前，周黑鸭在港交所发布盈利
警告，预计2022年净利润不少于2000
万元，2021 年同期净利润为 3.424 亿
元，同比降超过94%；总收入预计同比
下降20%左右，2021年同期总收入为
28.7亿元。

这无疑是周黑鸭上市以来，净利
润下跌比例最大的一次。周黑鸭发布
公告称，2022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消
费客流骤降，部分门店在报告期间存
在暂时停业的情况，销售及利润均造
成一定影响。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上
涨也导致周黑鸭成本端压力增加；汇
率变动导致汇兑损失增加，对利润造
成较大冲击。

梳理其近年来的财报可见，周黑鸭
的业绩呈现下跌趋势。财报显示，
2018年—2020年，周黑鸭实现营收分
别为32.12亿元、31.86亿元和21.82亿
元、28.7亿元；净利润5.40亿元、4.07亿
元、1.51亿元。尽管2021年周黑鸭短
暂实现了收入与净利润双双大幅增长，
录得 28.70 亿元的收入与 3.42 亿元的
归母净利润，但到了2022年上半年，周
黑鸭收入约 11.81 亿元，同比下滑
18.7%；净利润1837.7万元，同比大幅下
滑92%；产品总销量为1379.4万吨，同
比减少约22%。

“除疫情影响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因
素外，竞争加剧是影响业绩的主要原
因。”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
喜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市场竞争加剧与可替代性卤味食品、休
闲食品的增多分流了其市场。

实际上，周黑鸭此前长期奉行的
“自营和加盟”战略一直是业内争论的
焦点。高端自营是其核心战略，但这也
使其开店数量受到限制，在规模方面难
以和绝味等竞争对手相提并论。数据
显示，周黑鸭、煌上煌、绝味食品国内门
店分别为3160家、4024家、14921家，
绝味食品门店数量“一骑绝尘”。

中金的研究显示，周黑鸭走高端路
线在经营效率上确实领先同行，无论从
单店收入，还是坪效等核心经营指标上
都高于竞争对手。然而，绝味、煌上煌
等则以量取胜，最终在营收规模上对周
黑鸭形成优势。

因此，为挽回颓势，周黑鸭降低了
客单价并允许加盟。“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自愿’与’被迫’因素兼具。”柏文喜
表示，在周黑鸭降价、放开加盟之后，因
为毛利率下降且客单价下降，还面临着
日益剧烈的竞争，导致它的盈利情况反
而不好了。

新玩家涌入
行业竞争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失速”的不仅仅
是周黑鸭、绝味和煌上煌的业绩均出
现不同程度下滑。

据财报数据，绝味食品预计2022年
净利润为2.2亿元—2.6亿元，同比下降
73.49%—77.57%；扣非净利润2.5亿元
—2.9亿元，同比下滑约60%—65%。煌
上煌预计 2022 年盈利 3000 万元—
4000万元，同比下降72%—79%；扣非
净利润预计下滑超过90%。

针对业绩断崖下降，绝味和煌上煌
给出的原因与周黑鸭相似，即疫情影响
以及原材料上涨。

“卤味不属于人们的必要消费，更
多属于额外消费。因此，受疫情影响，
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消费者很容易受
到削减消费的影响，而我国的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处于下行压力当中，卤味消
费下降，使得卤味巨头营收下降。”职业
投资人程宇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称，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整个消费大
环境的萎缩。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
来，2022年可以说是中国食品饮料行
业最艰难的一年，受到了疫情以及原
材料成本、管理成本、物流成本上涨等
多重挑战，以至于不少企业当年净利
润出现下滑，其中包括周黑鸭等卤味
巨头。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卤
制品行业规模达3296亿元，预计2023
年将达到4051亿元。另据前瞻产业研
究院的预判，预计未来五年佐餐及休闲
卤制品行业仍能分别维持7%和10%的

复合增速，休闲卤制品的增速更高；至
2026年佐餐卤制食品行业零售额有望
达2449亿元，休闲卤制食品市场零售额
有望达1608亿元，卤制食品总规模约达
4057亿元。

千亿元市场的规模不断吸引新玩
家的加入，令卤味食品的赛道充满了

“火药味”，竞争加剧。其中，成长速
度较快的是以“鸡产品”为主的紫燕食
品和德州扒鸡。紫燕食品即大众熟知
的紫燕百味鸡，2022年刚上市的紫燕
食品还未披露年报，但其2022年三季
度紫燕食品营收 27.42 亿元，归母净
利润2.28亿元，成绩喜人；老字号德州
扒鸡近日也于更新了招股书，加速上市
进程。

此外，卤味细分赛道上的玩家也有
不俗表现，比如热卤品牌盛香亭、网红
卤味零食品牌王小卤都获得B轮融资，
去骨鸡爪品牌火号完成千万元A轮融
资，热卤轻餐品牌热卤食光完成天使轮
融资。

“资本市场也开始将目光瞄准更多
的新品牌。相比原本的卤味三巨头，新
品牌的优势在于其品牌号召力、市场容
量、客单价都更高更大，而且消费频次
也较高。”柏文喜认为，卤味市场的新一
轮竞争的关键依然是产品创新与网点
数量及其所锁定的特定消费人群的消
费频次。

老牌卤味如何焕发市场活力

纵观整个卤味食品市场，不难发现
一个现状：市场规模高达千亿元，但仍
十分分散。

《中国餐饮发展报告2022》显示，卤
味食品赛道前五名品牌市场占有率仅
占20%左右。其中，绝味鸭脖占8.6%、
周黑鸭为4.6%、紫燕百味鸡占3%、煌上
煌占 2.8%、久久丫占 1.3%，而剩下约
80%的市场都分散在一些区域性品牌、
个体私营小店以及规模较小的地方连

锁品牌手中。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行业内企业

布局分散的特性也给了众多品牌带来
了更多的生存活力、甚至创造了成长壮
大的机遇，因此，头部品牌的净利疲软
并不意味着整个行业进入下行趋势。

面对高达千亿元的市场规模以及
群狼环伺的“后起之秀”们，以周黑鸭为
代表的老牌卤味该如何重新吸引消费
者，焕发市场活力？

朱丹蓬认为，卤制品行业同质化严
重，制约着品牌的发展。随着市场的成
长和消费升级，消费者对产品品质和品
牌的要求越来越高。新消费卤味品牌
的崛起，正以新品牌、新产品、新口味、
新体验吸引着消费者，也在以崭新的力
量刺激着行业调整升级。这也意味着
持续研发创新是卤味品牌打破天花板
的最佳途径。

事实上，卤味巨头们也关注到，品
类与产品创新将成为竞争焦点，纷纷
在创新方面发力。比如，周黑鸭就在
财报中明确表示要进行品牌年轻化，
打造新一代爆款大单品，相继推出卤
鱿鱼、小龙虾虾球、蜜汁鸭腿盒饭等新
产品；绝味食品推出了新品牌“爱鸭
匠”；煌上煌并购了米制品品牌“真真
老老”，推出子品牌“独椒戏”，主推粽
子、猪蹄等。至于成效如何，仍需市场
给出答案。

此外，艾媒咨询数据显示，74.7%的
消费者购买休闲卤制品时选择即买即
食；78.9%的消费者购买佐餐卤制品时
会选择社区店。再加上，随着周黑鸭放
开加盟，以及绝味在门店上数量上遥遥
领先带来的优势，无不彰显着下沉和门
店的重要性。

因此，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社区
覆盖了消费者生活的最后一公里，得
天独厚的距离优势，让社区商业的到
店率更高，社区消费表现得格外火
热。未来，社区店或将成为各家品牌的
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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