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 婷

12月22日，据波兰《商业脉动报》
（Puls Biznesu）报道，为了向德国出售
电池产品，宁德时代计划在波兰投资2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44亿元）建设工
厂。该报道称，宁德时代已经考察了波
兰西部的Jawor、Gorzow Wielkopolski等
城镇。对此消息，宁德时代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不予置评”。

事实上，这已不是宁德时代第一次
被传出海建厂消息。在今年10月，美国
电动汽车制造商Electric Last Mile So⁃

lutions（以下简称ELMS）宣布与宁德时
代签署电池供应协议。彼时就有消息
称，双方考虑在美国合作建造一家电池
工厂，以实现本土化生产。而该消息也
未获得宁德时代正面回应。

目前，宁德时代德国工厂是唯一
“官宣”的海外工厂。2018年，宁德时
代与德国图林根州州政府签署投资协
议，拟投资2.4亿欧元（约19亿元人民
币）在图林根州埃尔福特市设立电池
生产基地及智能制造技术研发中心。
该电池生产基地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
的研发与生产，将分两期建设，计划于

2021 年 投 产 ，2022 年 达 产 后 形 成
14GWh的产能。

不过彼时，宁德时代主要针对向宝
马汽车为主的欧洲车企客户提供服
务。业内人士认为，眼下特斯拉的柏林
工厂投产在即，年产60万辆汽车的目标
将对电池供应提出更迫切需求。

行业分析师墨柯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理论上看，宁德时代在波兰建
设工厂是有可能的。宁德时代在全球
的竞争对手LG化学已在波兰投建电池
厂，另一方面波兰是投资欧洲市场一个
优选，相比德国更具低成本优势。

数据显示，2021年1月份至6月份，
中国锂离子电池出口额达到114.69亿
美元，同比增长83.31%；出口数量达
到13.92亿个，同比增长66.49%。根据
SNE Research的预测，到2023年，全球
电 动 汽 车 对 动 力 电 池 的 需 求 达
406GWh，而 动 力 电 池 供 应 预 计 为
335GWh，缺口约18％；到2025年，这一
缺口将扩大到约40％。

面对全球动力电池的强劲需求，中
国电池企业加快了出海的脚步。今年
以来包括国轩高科等国内电池厂都已
落子欧洲。

投资20亿欧元建厂？宁德时代再次被传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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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卫新

莱绅通灵的内斗依然没有“落幕”。
正当莱绅通灵新老实控人就是否

罢免董事争辩之际，作为当事方的董
事们选择了“化被动为主动”，向董事
会集体请辞。

12月21日晚，莱绅通灵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独立董事周小虎
和黄德春的书面辞职报告，周小虎和黄
德春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此前，公司
另一名独立董事胡晓明、董事陈传明已
向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此前的12月6日，公司新控股股东
马峻向公司董事会发出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的函件，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罢免董事陈传明、独立董事周小
虎、胡晓明、黄德春，同时推选庄瓯为
董事，推选黄国雄、钱智、陈益平三人
为独立董事等多个议案。对于马峻

“改选”董事会的要求，沈东军、董事王
峥和三名独董均投了反对票。

4名董事被指未尽勤勉义务

在拿下上市公司控制权后，新实
控人马峻一直在加紧推进董事会改选
相关事项。

12月17日，莱绅通灵对外披露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显示，12月6日，公司董事
会收到了马峻发来的提请召开股东大会
的函。马峻方要求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罢
免陈传明、周小虎等在内的4名董事。

关于罢免4名董事的原因，马峻方
面认为，2021年1月18日，陈传明、周小
虎、胡晓明、黄德春以莱绅通灵董事名
义向秦淮区人民法院致函，建议法院不
对沈东军离婚涉及的莱绅通灵股份进
行分割，采取折价补偿方式给付马峭女
士相应价款，滥用董事职权。2021年10
月26日，陈传明、周小虎、胡晓明、黄德
春对沈东军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的《关于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

人身份参与沈东军与马峭离婚案二审
程序的议案》投赞成票，而该议案不属
于董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马峻方
面认为，董事们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对公
司应尽的忠实和勤勉义务。

对马峻指控的“董事未尽到忠实和
勤勉义务”，涉事的三名独立董事均予以
否认，另一名涉事董事陈传明则在上市
公司召开董事会前一天即提交了辞呈。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司董事应当对公司经营事务勤勉
尽责，对公司经营之外的事务，公司董
事不应当以董事身份发表意见。该三
位独立董事并不构成未勤勉尽责，但
确有滥用董事权利之嫌。”

实控人将自行召开临时股东会

记者注意到，马峻首次提交的召

开股东大会的申请并未获得通过。
12月16日，莱绅通灵就马峻提交的

“改选”相关事项召开董事会进行表决，
最终以2票同意，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被
否决。董事会表决未获通过后，12月21
日，公司监事会继而召开会议就上述申
请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显示，相关议案
亦未获通过，3位监事均投反对票。

12月22日，马峻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申
请，我们先向董事会提交，再向监事会
提交，这是必须经过的流程。他们否
定后，已于昨天向董秘和证代提交了
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从2018年至今，公司业绩连续4
年跳水，以每年30%的降幅断崖式下
跌。我们希望能加快改组董事会的进
程，以摆脱目前公司治理混乱、经营混
乱的局面。”马峻补充道。

控制权变更后，新实控人是否可

以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并罢免董事？王
智斌告诉记者，“《公司法》有明确规
定，如果公司董事会未履行职责召开
股东大会的，连续90日以上单独或者
合计持股超过10%的股东，有权自行召
集股东大会。只要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即可以罢免董事，罢免理由是
否成立并不影响罢免案的效力。”

从过往案例来看，多数出现内斗
的公司留给投资者的不仅是股价表现
低迷，还有对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是
否存在问题的担忧。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争斗何
时能够结束，这取决于新旧大股东之
间的利益再分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
争夺是新旧大股东之间博弈的延伸，
可以看出新旧大股东目前的首要任务
都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
对其他股东造成一定伤害。”

莱绅通灵内斗难言“剧终”
4名董事改选风波中集体请辞

本报记者 许 洁

“2021年，公司实现了业绩、品牌
价值、企业形象稳步提升。公司产品
结构优化、品牌推广、渠道建设升级、
消费者培育、数字化转型、厂商关系
提升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突破。”这是
五粮液在“第二十五届12·18共商共
建共享大会”上释放的信息。

“即将过去的2021年，是五粮液
创新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关
键一年。”五粮液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曙光在会上表示，公司进一
步聚焦主业、做强主业，持续补短板、
拉长板、升级新动能，以高质量的市
场份额提升为统领，抢抓行业结构性
繁荣的机遇，取得稳中有进的新发
展，实现“十四五”的良好开局。

2021年稳健收官
各项指标亮丽

“时代是出卷人、厂商是答卷人、
消费者和投资者是阅卷人。”五粮液
集团公司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长曾
从钦在《五粮液2021年度营销工作报
告》中如此表示。

曾从钦表示，2021年，公司市场
份额、产品动销等各项营销指标均取
得稳步增长，圆满完成了全年经营目
标任务。

具体来看，五粮液核心大单品第
八代五粮液实现“价稳量升”，整体量
价保持良性，经典五粮液成功导入市
场，个性化产品如牛年纪念酒等也悉
数亮相；系列酒“优势聚焦”趋势明
显，浓香公司完成四大全国性战略品
牌、区域重点品牌和部分总经销品牌
的优化升级。

渠道上，公司努力提升终端服务
能力，推进主品牌和系列酒KA渠道
供应链整合，优化渠道精细化服务，
积极探索电商合作，加强团购网络建
设。此外，公司在北上广深等8个高
地市场和14个省会级重点市场取得
进一步开拓，实现较好的市场增长。

品牌方面，2021年，在“品牌金
融”（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1年
度全球最具价值烈酒品牌50强》中，
五粮液以23.5%的增幅排名第2位，继
续保持AAA最高评级。在世界品牌
实验室发布的《世界品牌500强》中，
排名第251位，同比提升21位，增速居
食品饮料行业第一；在《中国500最具
价值品牌》中，以14.6%的增幅排名第
17位，同比提升2位。

此外，五粮液致力于中国白酒国
际化发展，频频亮相博鳌亚洲论坛、
APEC峰会、进博会等世界舞台，进一
步扩大了五粮液的世界品牌效应。

事实上，自2017年启动二次创业
新征程以来，五粮液发展动力足、势
头强，这从五粮液近5年的业绩数据
中可以看到。当前在高质量发展的
引领下，五粮液稳字当头、稳中有进，
除了核心管理层对五粮液战略战术
把握正确外，还有就是这个时代赋予
的重大机遇。《证券日报》记者据
Choice数据统计显示，自2021年1月1
日至12月21日，一共有166份针对五
粮液的券商研究报告发布，分析师纷
纷给予五粮液“维持买入”的评级。
仅12月份就有12份券商研报发布，分
析师均看好五粮液的未来发展，纷纷
给出五粮液“买入”“强推”的评级。

紧抓时代机遇
高质量发展仍在路上

纵观国内整个大消费行业，消
费者对于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对
于好酒的需求越来越大。做好做大
好酒市场逐步成为行业共识，而拥
有品牌及品质优势的五粮液，无疑
会享受到这个时代及行业结构性增
长的红利。

从19家A股上市公司三季报数据
中可以看出，高端白酒业绩保持了稳

健增长。高质量白酒市场需求紧俏
是不争的事实，作为白酒龙头企业的
五粮液，不仅是行业的风向标，更是
行业健康稳健发展的引领者。

“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纵深推
进之年，虽然外部形势更趋复杂和不
确定，但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机遇与挑战并
存，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五粮液
方面表示，优质白酒仍是行业中较好
的赛道。

在五粮液看来，白酒行业成长逻
辑支撑强，消费升级仍是长期趋势，
城镇化率还在进一步提升，都将有力
支撑白酒行业的结构性增长。白酒
消费需求刚性强。白酒向优势品种、
优势产能、优势产区集中成为新常
态，龙头企业和优势名酒将持续分享
行业结构性增长红利。

基于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行业
走势的判断，五粮液未雨绸缪，为
2022年的稳健发展提前布好了局，为
此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同及看好。

白酒营销专家、知趣咨询经理蔡
学飞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五粮液提出稳中求进，以稳为主
的策略，显示了公司整体战略战术持
续保持稳健。

在蔡学飞看来，在整个存量竞争
时代，五粮液等头部酒企完成了规模
以及结构的升级之后，头部酒企的势
能更强，在势能更强的情况下，企业
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而拥有高
端品牌形象、高端明星产品、比较完
整的产品结构、全国性的渠道与网
络，消费者正向口碑的五粮液高质量
发展优势明显，但也离不开五粮液在
全国范围内的产品结构的持续性升
级，以及品质概念的溢价提升，而这
些都是长期工作。

对于五粮液未来发展，券商分
析师有着自己的研判。“经典五粮液
仍为发展重点，公司将继续强化核
心群体培育、优化渠道模式，1618、
低度、纪念酒等产品亦有望贡献增
量。第八代五粮液实际动销顺畅、
公司在千元带品牌力强劲，五粮液
2022年高质量增长可期，业绩弹性
与估值抬升亦值得期待。”光大证券
分析师如此表示。

招商证券分析师于佳琦、陈书慧
在研究报告中表示，展望来年，五粮
液产品品牌价值将不断提升，系列酒
规模和价值并重。一是第八代五粮
液坚持巩固千元带大单品市场地位，
基于大数据动态优化投放结构，优化
计划配置，优先保证优质销售的培养
需求，有望延续高质量市场份额的进
一步扩大；二是经典五粮液继续发
力，加强市场投入和市场教育，培养
意见领袖，品牌价值有望进一步提
升；三是系列酒将进一步聚焦，推进
打造10、20、30、50亿元级的大单品。
渠道上，公司继续优化传统渠道、扩
展团购和新兴渠道，强化高地重点市
场的培育，为实现稳中有进的新发展
赋能。

“当前，五粮液动销库存处于良
性水平，经销商正积极备战元旦春节
旺销季，实现开门红确定性高。而未
来随着管理进一步优化、渠道管理效
率赋能，第八代五粮液、经典五粮液
量价均有提升空间。继续看好公司
估值和业绩弹性，建议积极布局来
年，重申‘强烈推荐-A’评级。”招商证
券分析师如此表示。

华创证券分析师表示，五粮液高
质量发展仍在途中，当下价值布局区
间，维持“强推”评级。

紧扣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率先打造“零
碳酒企”，争做中国酿酒行业“碳中
和”文化的先行者，为经销商提供更
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更有生命力
的品牌，这些是五粮液作为国有企业
的责任与担当。如何回答好时代给
出的命题？时间不仅是酿酒人最好
的朋友，也是业绩最好的见证者。

五粮液牛年稳中有进
虎年高质量增长可期

本报记者 许 洁

经过头部企业长年布局，无糖饮料
细分市场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终于站上
了风口。近年来，在资本的推动下，无
糖产品辅以高举高打的营销手段，逐渐
占领了消费者的胃口。

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无糖产品，
消费者如何选择也是一道难题。企业
也在思索，自己的产品在无糖赛道上是
过客还是永恒？在无糖风口下，哪些产
品又会迎来发展机遇？

市场刮起无糖消费风

统计数据显示，一般快消饮品的产
品有效销售周期、生命周期，以往是在5
年以上（包括线上），而近两年，一些快
消类的产品的消费和生命周期只有18
个月。

以SKU（库存保有单位）计，中国市场
上目前大约有5000多种饮料，但存活超
过5年的品牌不足百个。以包装水为例，
2019年全年共产生330个新SKU，至2020
年12月份存活率仅为50%。

在茶饮料市场，统一茶里王2002年
上市，2011年退出市场；可口可乐原叶
茶2010年上市，2017年退出市场；天喔
无糖茶2011年上市，逐渐淡出市场；康
师傅本味茶庄2012年上市，现已销声匿
迹；统一茗茗是茶于2013年上市，后也
逐渐淡出市场……

事实上，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加
强，近几年“无糖之风”快速兴起，无论
是资本市场上炒得火热的“无糖概念
股”，还是超市货架上陈列越发密集的
无糖饮料。

“0糖、0脂、0卡”产品成为越来越多

消费者的新选择，有的企业也在大力宣
传“0糖、0脂、0卡”以吸引消费者。据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十年前，东方树
叶就率先提出并实现了产品的“0糖、0
脂、0卡、0香精、0防腐剂”，可以说是中
国无糖饮料的先驱和开拓者。

纵观中国无糖茶产业的发展，长久
以来呈现出一条低速缓慢增长的曲线。

2016年以前，国内无糖茶市场的增
速仍处于个位数。但到了2020年，中国
无糖饮料行业市场规模已到达117.8亿
元。其中，2014年至2019年的年复合平
均增长率超40%。而2014年至2019年无
糖茶年复合平均增长率达32.6%，且预
计至2024年仍将维持22.9%的复合增
速。预计2024年无糖茶占比将达到
12.3%，对应115亿元的市场规模。其中
东方树叶是中国无糖茶发展的佼佼者，
贡献了绝大部分的增量。尤其是2021
年，据尼尔森数据显示，东方树叶的销售
额几乎翻了一倍。

“五年前，喝东方树叶的几乎都是
稍微有些阅历的人，但这两年，加入了
很多年轻群体，这是因为年轻人对于茶
这种传统中国文化越来越认同了。”东
方树叶品牌经理吴平解释产品今夏爆
火的原因，“在小红书上，今年自发新增
的关于东方树叶的笔记数量超过了前
五年总和的5倍。”

在B站，以东方树叶青柑普洱包装
上的仙鹤设计为灵感的传统东方美妆
视频，正在引起“Z世代”的热议。

吴平表示，东方树叶想向年轻人传
达一杯茶背后所代表的中式审美文化，
同时，东方树叶用全球先进制茶工艺复
兴传统中国茶的一颗匠心，也让中国茶
真正地“出自东方，走出东方”，让“东
方”成为品质的代名词。

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方树
叶属于一个前瞻式布局品类，它的崛起
是基于国人的健康意识、体重管理以及
颜值管理等红利的叠加所致。

以时间换空间，东方树叶秉承“慢
即是快”的东方哲学，以继承中国茶的
传统作为初心，正在让更多的年轻消费
者开始“爱上喝茶”。

不追逐风口的东方树叶

通过颠覆式创新、渐进式升级，将
“试错”控制在产品上市之前，保证交到
消费者手中的是一个“艺术品”，而不是
一个“未成品”，东方树叶刚上市虽然被
贴上“最难喝饮料”的标签，但是，在十
年过去，东方树叶销量并未萎缩，反而
迎来爆发式增长。

“今年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东方
树叶十年坚持的‘长期主义’。同时，也
与农夫山泉坚持‘天然、健康’的品牌理
念分不开。”快消品专家肖竹青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只有真正用心打磨的
产品才能走到最后，被时间所铭记。

把时间调回到2011年5月份，带着
“中国茶”使命的东方树叶面世了。

据吴平介绍，“东方树叶”这个名字
取自周宁的《人间草木》，“茶”字拆开就
是草、木和中间的人。这个命名法，准确
反映了东方树叶的研发哲学：“简单、干
净、纯粹”，反映在物理属性上，就是0糖、
0卡、0脂、0香精、0防腐剂。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饮料
来说，实现0糖、0卡、0脂其实不算难，酸
性饮料0防腐剂也不是什么高的门槛，
真正难的是如何让中性偏碱的茶饮料
实现0防腐剂，以及如何让茶饮料有自

然茶香却又不添加任何香精，还有如何
确保茶汤在保质期内不氧化变色。后
三者可以说是饮料行业中的技术天花
板。

为了实现这些产品标准，农夫山泉
在十年前就开始钻研无菌生产技术，布
局了国内第一条log6无菌生产线。所
谓无菌log6，简单来说，就是生产一百
万瓶饮料都不会有一瓶被微生物污染，
可以做到完全不用添加防腐剂，保证茶
味的纯正。

时至今日，农夫山泉已经拥有了数
十条这样的无菌生产线。除了独门中
性饮料无菌技术，东方树叶还解决了茶
汤易氧化变色的大难题。

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市场上绝大
部分茶饮料都是全包式标签，因为这可
以一定程度上遮挡变了色的茶汤。只
有东方树叶采用两面全透明的包装，因
为它做到了不氧化变色，把内容物大大
方方地展现在消费者面前。

东方树叶的研发人员用一种近乎
笨拙的方式做产品——不惜工本、不惜
时间成本，反其道而行。超前的log6无
菌技术，独门的茶汤控氧工艺，让“东方
树叶”从诞生伊始就站在了行业的制高
点上，即便到今天依然难有模仿者。

带着做好中国茶的使命进入茶行
业，东方树叶用了十年来潜伏和坚守。

“东方树叶并不相信也不曾追逐所谓的
风口，无糖浪潮和东方树叶成功的背后，
其实是对传统茶文化的自信。茶，本不
应该有糖、不应该有香精、不应该有防腐
剂，我们对此坚信了十年，并用独门技术
把它实现了，仅此而已。”吴平对《证券
日报》记者如此表示。

或许，这就是东方树叶最终能够成
功的密码。

头部企业布局十年 谁在领跑无糖茶饮料市场？

本报记者 向炎涛 曹琦
见习记者 刘 钊

12 月 22 日晚间，五矿稀土公告
称，公司接到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
司通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同
意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
矿、赣州市人民政府等进行相关稀
土资产的战略性重组，新设由国务
院国资委控股的新公司，中铝集团
持有的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权，中国五矿所属企业持有

的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五矿稀
土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以及赣州
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企业持
有的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有限责
任公司、赣州中蓝稀土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的股权整体划入该新公
司。

本次重组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
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将由中国五矿变更为新公司。《证券
日报》记者获悉，新公司挂牌仪式或
将于近日在江西赣州举行。

“稀土航母”启航
三大稀土巨头战略性重组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