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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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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郑州餐饮食材展览会时间地点展会详情：

2023第八届中国郑州餐饮食材展览会   

时间：7.15-17  

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背景：

2023第八届中国郑州餐饮食材展览会将于7月15-17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规模宏大，覆盖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12个馆全馆。现场展品涉及餐饮食材、调味品、餐厨设备、食品加工包装设备、酒水饮品
、休闲食品、餐饮加盟、特色小吃等等。展会至今举办至第八届，每年一届。郑州地处中原腹地，河南
也素来就有九省通衢之美称。交通便利，物流运输网络发达。2023年是疫情全面放开的第一年，也是疫
情后企业快速抢占市场份额，乘势崛起的有利出发点，企业能否充分利用疫情拐点快速发展崛起将会是2
023年众多企业的重要发展战略。

2023中国郑州餐饮展会展会主办：



郑州企阳典克展览有限公司

2023中国郑州餐饮展会展品范围：

2023中国郑州餐饮食材展会快讯|全聚德“饮酒”，市值暴增24亿元

喊了近一年的“酱酒退潮论”，似乎并不太灵验。

近日，一则“为拓宽产品线，卖贴牌酱酒”的消息，使得”全聚德连夺五个涨停板。截至12月23日，全
聚德收盘价为19元，较15日收盘价大涨72%，一周内市值暴增24亿元。

为此，全聚德连发两条公告，反复强调“公司仅以委托加工方式推出两款全聚德定制酱香型白酒，并未
投资上述白酒生产企业”，且“两款酱香型白酒刚刚上市销售，业务收入占比较小，未来是否能为公司
带来良好的业绩回报，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烤鸭+白酒”的新生意，目前来看投资者们已就位，但真正能否做大，还得靠消费者买单。

1 2023中国郑州餐饮食材展览会呈递|800元的“全聚德1864”，月销售100+

12月中旬，天猫全聚德旗舰店悄悄上架两款白酒产品，分别为“全聚德1864酱香型白酒”53度500ml，单
瓶定价828元，和“全聚德传奇酱香型白酒”53度500ml，单瓶定价568元。

从天猫产品页的详细介绍内容来看，全聚德两款酱香型白酒产品仅有包装上的差别，价格却相差近300元
，且标价更高的“全聚德1864酱香型白酒”销售表现更好，上线后销售量已突破100瓶，而“全聚德传奇
酱香型白酒”月销量还不足50瓶。

在市界咨询过关于两款酒的差别时，客服才表示“两款酒都属于棉柔酱香，但酒体不一样，1864使用的
基酒年份更长，添加的老酒更多，口感更醇厚。”

（全聚德1864酱香型白酒，图源/天猫全聚德旗舰店）

据天猫全聚德旗舰店介绍，全聚德此次新上线的两款酱香型白酒产品均产自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宋池老
窖酒业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宋窖酒业成立于2010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人为邹德生，由谭智勇
和谭皓兰分别持股90%和10%。

其中谭智勇为首任仁怀市市长，曾为进一步开发赤水河流域，加速提升仁怀对外度，首创“中国美酒河
”概念。

不过宋窖酒业规模并不大，公司占地39亩，旗下开发产品分别有“宋窖坛酒”“宋窖30年”“鰼国故里
”“宋窖10年”“袍哥”等系列酒，但并不在淘宝、京东等线上平台直接销售。除白酒生产销售外，宋
窖酒业还是一家集旅游、文化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目前，全聚德采取委托加工方式推出的两款白酒不仅上线天猫期舰店，还在京内京外各家门店陆续开展
销售。

“白酒的佐餐用途很重要，是中国传统宴席的标配产品。全聚德拥有众多餐饮品牌和连锁门店，定制开



发酱酒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渠道优势销售白酒”，酒业分析师蔡学飞表示，“另一方面，因为疫情原因
，近几年餐饮行业的经营并不乐观，对于全聚德来说，开辟新白酒销售业务，有利于增加自身利润。”

2 2023中国郑州餐饮展会呈递|年亏2亿，风光不再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刘芸坦言，只有当外地朋友来北京玩儿时，才会考虑带他们去全聚德“打卡”
，且近一次的消费体验让刘芸感觉很不好。

那是2019年国庆，刘芸带朋友到前门大街的全聚德尝鲜。“都知道全聚德收了20年的服务费，但那天去
吃饭全程几乎没有什么服务，服务员爱答不理，点菜时的推荐也明显感觉到敷衍”，刘芸回忆，“对于
烤鸭的味道，朋友反馈太油，相比街边卖的片皮烤鸭，大几百的价格到全聚德吃一顿很不划算。”

据刘芸观察，全聚德很早就变成了一个外地游客来打卡付费的旅游景点，“身边的本地朋友或老人家早
就不买帐了。”而兴业证券也曾在2014年研报中测算过，全聚德位于北京热门旅游区域的前门店、王府
井店和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公里的和平门店收入之和，占全聚德总营收的70%。

不仅如此，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红利全聚德这些年也很难再享受到了。

2019年之前，全聚德每年都会在财报中披露当年接待的宾客总人次，数据显示，2011-2016年全聚德每年
接待宾客数变化不大，平均保持在740万人次/年，至2017年达到顶峰，当年接待人次突破800万人次，而
后逐年下滑，至2019年全年接待人次已不足660万人次。

或许是接待人次持续不理想，此后全聚德不再在财报中公开接待人次数据。

接待人次显著下滑，直接影响了全聚德近年来的业绩表现。2020年全聚德迎来上市14年来首亏，全年净
利润-2.6亿元，一举亏掉过去三年的利润总和。至今年，全聚德业绩仍未好转，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5.6亿元，同比下滑22%；利润表现则更加糟糕，同期亏损1.8亿元，同比下滑162%。

面对如此业绩表现，有投资人士不解，“股价连拉5个涨停板，就算四季度公司业绩飞天，全聚德能扭亏
为盈吗？”

全聚德成立于1864年，曾享誉海内外，如今光环不再，无不令人唏嘘。前百度外卖副总裁王亚军表示，
全聚德没能迎合新型消费群体，造成品牌与主流市场消费人群严重脱节。且目前市面上烤鸭品类业态数
量众多，全聚德布局的中高端烤鸭市场竞争激烈，当主打品类无法取得优势，肯定会伴随整体下滑。

对此，2019年底从东来顺总经理调至全聚德总经理的周延龙也承认，在“Z世代”已成为庞大消费潜力群
体的大背景下，全聚德作为一个有着非常悠久经营传统的企业，过去在创新问题上面不是缺乏举措、不
是没有行动，而是从骨子里面缺乏创新的基因。

随着近二三十年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全聚德的主要服务群体从本地人慢慢变成了游客和本地人并重
，“在客源均衡问题上’跑偏了’”，周延龙表示，未来全聚德还是要立足于北京做好本地人服务，同
时为年轻人做好有温度的餐厅。

图片来源：摄图网

创新之下，全聚德相继瞄准了时下餐饮火热的两大赛道，一是预制菜，二是酱酒。但在中国食品行业分
析师朱丹蓬看来，全聚德推出酱酒产品主要在于蹭酱香的热度以及红利。全聚德为进行多品牌、多品类
、多场景、多渠道、多消费人群布局，建立企业第二增长曲线的思路是对的，但以全聚德的影响力、品
牌力、号召力、服务体系以及客户粘性还不足以支撑其五多战略。



3 2023中国郑州餐饮展览会呈递|跨界白酒，虚火旺

跨界酱酒近年来特别火，这其中除了以贵州茅台为代表的酱酒凭借一己之力带火“酱香”概念之外，更
重要的是酱酒产业背后巨大的利润空间。

根据《2022年度酱酒报告》，2021年全国酱酒产能、销售收入、利润约占白酒行业的8.4%、31.5%和45.8%
。这一数据表明，酱酒用8%的产能贡献了白酒行业近46%的利润。

巨大利润驱使下，资本纷纷瞄准酱香型白酒主要产区贵州省仁怀市。不过，若要直接大举切入酱香型白
酒生产，投资门槛过高，如早前就有业内人士称“投资百亿，在别的行业、地区或许可以改变游戏规则
，但在仁怀，不算个数字。”

相比之下，开发成本低，利润空间大的贴牌酒便成为更多跨界资本。据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以来，市
场上包括融创中国、巨人集团、修正药业、来伊份、均瑶健康、吉宏股份等在内已有几十家企业集团或
上市企业曾公开跨界酱酒行业。

而他们所瞄准的合作企业更是良莠不齐。如巨人集团合作酱香型白酒产品黄金酱酒，实际生产方为贵州
省仁怀市天邦酿酒有限公司，2022年1月之前，曾用名“天邦伟业酿酒有限公司”。据仁怀市人民政府信
息显示，2021年10月15日之前，仁怀市工业商务局等相关部门曾对天邦伟业酿酒有限公司依法进行查封
，依法关停。一直要等到2022年10月15日前“完成技术报告编制及论证批复”，10月30日前才“完成整改
、上报销号”。而也正是这样一家关停一年之久的企业，竟然生产出了市面上售价千元的黄金酱酒。

黄金酱酒的乱象并非个例，2021年上半年，曾参与地方政府对整个仁怀市现有白酒企业规模统计的仁怀
市酒业协会副秘书长周山荣曾表示，“目前，整个茅台镇有生产条件的白酒企业有1779家，不算销售公
司在内。但其中，拥有全国白酒生产许可证的不过362家，仅拥有小作坊登记许可的超过950家。”

但若想贴牌，“只要你有合法商标，我们就可以生产，剩下的事情由我们酒厂具体备案”，曾有仁怀市
茅台镇一家酱酒企业业务经理如此承诺。

行业的乱象终让监管方出手。2021年下半年，遵义及仁怀等地纷纷出台严政治理酱酒乱象。包括各种贴
牌酒产品需向市酒业协会提交报备审核才可在市场上正式流通，以及计划清理及整合仁怀市“小散弱”
酒厂，到2025年，将实现仁怀白酒生产企业总数的明显下降，规模以上企业不少于200家，全市白酒年产
能控制在60万千升以内。

随着一系列整治乱象的组合拳出台，“酱酒热潮”自2021年下半年渐渐有了“退烧”之意。不过，此次
全聚德跨界酱香型白酒，还是在资本市场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波”。

但作为贴牌产品，全聚德白酒开发成本低，试水性质明显，“产品价格处在次高端和高端价位，更多是
为了品牌展示和利用白酒为品牌造势，不仅仅是为了走量销售。而全聚德的白酒通过代工模式生产，品
控无法把控，市场投入也不大，很难有长期销售价值。”蔡学飞表示。

（文中刘芸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市界，作者：张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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