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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钊

1月21日晚间，盘古智能发布公
告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
增资长沙众城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以自有资金4744.62万元
认购长沙众城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众城石化”）增发的
762.8万股股份，其中762.80万元计入
股本，剩余3981.82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金。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众城
石化28.36%的股权，未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

盘古智能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公司本次投资众城石化
有利于充分发挥双方在各自领域的
优势，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促进产
业链深度融合。”

资料显示，盘古智能是一家主要
从事集中润滑系统及其核心部件研
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致力于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
核心竞争力的集中润滑系统，公司深
耕集中润滑系统多年，在结构设计、
精密加工、产品检测等生产环节积累
了丰富的制造经验和工艺技术优势。

众城石化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系
原湖南省长沙石油厂改制重组的股
份制企业，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份，
能够生产170多个品种的各类中高档
润滑油、润滑脂。公司的“众城”“三
湘”牌系列润滑油、润滑油脂产品在
中南地区享有较高商誉，被广泛用于
钢铁、机械制造、矿山、石油开采装备
等行业。盘古智能入股后，将成为公

司第二大股东。
从众城石化财务数据来看，2022

年全年及2023年前9个月，公司分别
实现营业收入1.44亿元和0.97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392.52万元和242.21万
元。截至2023年9月末，公司资产总
额为1.69亿元，净资产为0.73亿元。

华安证券研究所所长尹沿技表
示，盘古智能深耕润滑系统业务十余
年，主营集中润滑系统，产品应用于
风电领域，系全球润滑系统龙头。随
着公司第二增长曲线开辟，液压系统
在2023年已逐渐放量。盘古智能入
股众城石化，意味着公司在不断拓展
润滑系统和液压系统外的其他领域。

润滑油、润滑脂是石油和化工行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智研瞻产业研
究院日前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我国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以及全球
范围内对高效、环保、长寿命润滑材
料需求的增长，润滑油和润滑脂行业
的市场潜力将持续释放。

盘古智能上述负责人进一步表
示：“本次入股众城石化是公司从润
滑设备系统向润滑油、润滑脂等耗材
领域的深化和拓展，能够拓宽公司投
资渠道，寻求更多优质资源，为公司
未来业务拓展提供更好发展机遇。”

“盘古智能入股众城石化，是其
不断拓展自身业务、提升自身竞争力
的重要举措。从长远来看，开拓新领
域有助于盘古智能实现更加全面的
业务布局和更广阔的市场覆盖，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地
位。”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
文喜如是说。

盘古智能拟入股众城石化
促进产业链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 徐一鸣

2024年春节将至，《证券日报》记
者近日采访多家餐饮、零售等消费行
业上市公司，探寻其对于即将到来的
春节销售旺季做了哪些准备。

三只松鼠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春节是中国最具代表
性的节日，也是消费者购物需求最旺
盛的高峰期之一，更是品牌商开年必
争的营销重点。

同庆楼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居
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春节已经成为
拉 动 内 需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时点。

如何赢得消费者青睐？“创新”成
为上市公司引流关键。

据了解，三只松鼠在年货节期
间，首次布局全品类、全价位、全矩阵
年礼，包括经典坚果礼盒、60款零食
礼包、5款滋补礼盒等。

此外，随着消费者对餐饮宴会的
需求越来越多样化，餐饮企业也需要
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同庆楼
在做好传统餐饮主业的同时，提供拍
全家福、财神拜年、幸运转盘、文化堂
艺表演等，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暖心的
服务。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
长、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

程执行主任袁帅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消费类上市公司不断推出新产
品、新服务、新营销策略，一方面，有
利于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增加客户黏性；另一方面，有助于提
升品牌价值和产品市场竞争力。

优化供应链、延伸产业链，也成
为上市公司应对激烈竞争的重要
抓手。

1.0是货架电商，2.0是直播电商，
3.0将是社区零售。“自去年6月底至今
年1月初，三只松鼠社区零食店开店
数量超180家，未来将进一步加速布
局。”上述三只松鼠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依托自身坚果的核心品牌优势
和全品类开发的供应链能力，直接向
优质工厂定制，去掉中间商和品牌
溢价。

同庆楼则利用餐饮品牌优势，延
伸产业链，打造餐饮、宾馆、食品“三
轮驱动”发展战略。其中，在餐饮方
面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推出“庆小粤”
茶餐厅业务，并已在部分门店进行
试点。

展望2024年消费行业发展，北京
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随着消费升级持续推进，
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体验式的
需求进一步增强。数字化、智能化消
费有望成为新趋势，线上线下融合不
断深化。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将成为
行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打好创新与供应链两张牌
消费类上市公司积极备战“春节档”

本报记者 李 静

当下，我国白酒行业处于深度调
整期，相关企业布局威士忌赛道的动
作也越来越多。近日，上市酒企天佑
德酒在京东平台上架了三款威士忌产
品，正式进入威士忌赛道。

知趣咨询总经理蔡学飞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国内白酒企业布局
威士忌赛道，是为了实现品类的差异
化营销，并积极拥抱年轻消费市场，
同时作为传统白酒的补充性产品，给
企业与渠道在细分市场创造新增量，
实现品类占位等目的。

具体来看，2023年6月份，在古井
贡酒2022年度股东大会上，古井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梁金辉表示，公司未
来在聚焦白酒主业的同时，在威士忌
产业方面也会有所布局。公司目前威
士忌产品工艺已经完成，产品小样已
在实验期。

据天眼查APP显示，2023年4月份，
峨眉山高桥威士忌酒业有限公司成
立，四川郎酒股份有限公司持股85%。
此举也标志着四川郎酒正式进军威士
忌领域。

而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多家白酒
企业布局威士忌赛道。2022年7月份，
泸州老窖与英国麒麟烈酒集团合作，
推出了多款由苏格兰威士忌和白酒调
和而成的产品。2021年，百润股份旗
下子公司巴克斯酒业在四川邛崃进行
威士忌及烈酒基酒酒厂（崃州蒸馏厂）
建设，2022年年初首批桶装威士忌原
桶正式预售。2019年4月份，洋河股份
与全球知名酒业集团帝亚吉欧达成合
作，推出首款中式威士忌“中仕忌”。

国内威士忌市场也在不断完善。
2023年4月份，中国酒业协会威士忌专
业委员会成立。协会发布的中国威士
忌产品认证规则团体标准内容框架，
规定了中国威士忌认证程序与管理的
基本要求，填补了国内威士忌产品认
证空白。

武汉京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竹青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国
白酒行业同质化非常严重，市场份额
向头部品牌集中，营销费用居高不
下，部分白酒企业利用自身品牌优势
和营销网络资源进军威士忌品类，是
为了谋求新的效益增长点，也是为了
实现品牌年轻化。

当下，我国白酒行业发展放缓，处
于深度调整期，而威士忌板块则增长
迅猛。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酒
类进出口商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1月份至9月份，我国酒类累计

进口额34.7亿美元，同比增长9.8%，累
计进口量为6.5亿升，同比下降10%。
整体来看，2023年前三季度，烈酒进口
量9385.33万升，增长12.03%；进口额
19.83亿美元，增长34.04%，量额大幅增
长之下，进口酒第一大品类优势进一
步扩大，份额占比增至57.2%。

“威士忌市场发展较好，白酒企业
进军威士忌，有利于打造第二增长曲
线；拓展产品线，并寻找新的增长点，
这也是白酒企业贴近年轻消费者的表
现，有利于其开拓新的消费市场。”中
国食品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蓬

表示。
当然，在此过程中，酒企也面临着

挑战。蔡学飞表示，当下，威士忌依然
存在社交性不足、品类文化比较狭窄、
品质口感风味推广不足、在商务与礼
品市场比较薄弱等问题。

在蔡学飞看来，目前国产威士忌
在文化、品质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短
板，很长时间内可能也只是产品补
充，属于小众市场，不能支撑企业的
大规模业绩增长。但是对于一些特
色区域品牌来说，也确实有着破局与
占位价值。

白酒企业争相入局威士忌赛道
能否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本报记者 李雯珊
见习记者 刘晓一

近日，华福证券发布低度酒产业
研究系列研报显示，当前我国预调酒
（低度酒的主要品类）行业规模已达
71.56亿元。而据其此前预计，2030年，
预调酒行业规模至少可达168.5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将达11.3%。

前不久，小红书商业化联合益普
索发布的《小红书食品饮料行业洞察
报告2024》表示，果酒、预调酒等产品
增速显著高于平均水平，为行业增长
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小红书平台热
点词中，消费者的关注开始更多地聚
焦于酒饮风味、饮酒观念等，“微醺”

“小酌”成为新热点。
在“微醺经济”和年轻人需求的推

动下，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涌现，相
关产品的市场空间正徐徐打开。

“低度酒早在三年前就火起来
了，当时主要以梅见青梅酒等果酒品

类为主。”和君咨询合伙人、和君新消
费事业部副总经理熊时实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年轻人希
望找到比白酒更轻松的品类，来满足

“轻娱乐”“轻社交”的需求。随着更
多玩家的加入以及应用场景的延伸，
相 信 低 度 酒 的 市 场 空 间 将 进 一 步
打开。

低 度 酒 ，通 常 指 酒 精 度 数 在
0.5%—20%之间的酒类，广义上包含
葡萄酒、黄酒、啤酒、果酒、清酒、预调
酒、米酒、起泡酒等。与辛辣的白酒相
比，低度酒以甜酒为主，因此受到一众
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1月15日，功能饮料龙头东鹏饮料
在官方公众号首发新品“VIVI鸡尾
酒”，酒精度为8度。这也是东鹏饮料
第一次“卖酒”。

据了解，东鹏饮料的新品低度酒，
已在其天猫旗舰店开售。“该商品目前
处于试销阶段，只在广东部分区域售
卖，线上渠道还未全面铺开。”东鹏饮

料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线下方面，广东中山地区已上线，未来
酒类新品也会在官方公众号上第一时
间发布。

事实上，东鹏饮料入局酒类赛道
早有端倪。据天眼查APP显示，2021
年，东鹏饮料设立的子公司“浙江东鹏
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以从
事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为主的
企业。

“目前，瓶装饮料和瓶装水已是红
海市场。在此情况下，传统饮料巨头
在渠道资源、品牌运营等方面实际存
在巨大的冗余空间。”熊时实表示，其
实力可以承接更多品牌和产品的开
发、上架、渠道、运营等全套工作，所以
一定会选择“微跨界”来打造新增长曲
线，而低度酒与其传统产品瓶装水和
瓶装饮料的应用场景相似，故成为热
门选择。

当前我国预调酒行业规模约71.56
亿元，对比6000亿元级的白酒市场，规

模仍然偏小，行业呈“单一寡头”格
局。百润股份具备绝对优势，2022年
仅Rio系列单品就已占据市场67.6%的
份额。

对于低度酒的创新发展，熊时实
表示，可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产品本身的创新。原料上，
目前低度酒的酿造原材料主要集中于
水果，在其他成分、口味上尚存较大市
场空间；此外，在产品的包装升级等方
面也大有可为。

二是渠道的创新。在线上方面，
如电商系统、社区团购等，低度酒还未
形成强势的营销渠道。这部分是值得
关注的新维度。

三是品牌的创新。目前低度酒品
牌理念同质化较严重，所讨论的场景
大多集中于“微醺”“小酌”“露营”“看
电影”“朋友小聚”等场景。“是否有更
新的场景和品牌故事？”“如何更好地
去烘托产品本身所带有的情绪价值？”
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微醺经济”升温
上市公司如何与年轻人“碰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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