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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 投资要点 

◼ 前言：2024 年小龙虾旺季到来，供给快速增加导致小龙虾价格承压。本篇周
专题通过跟踪梳理小龙虾产业链近年供需格局、消费格局等方面的变化，认
为伴随上游价格走低，小龙虾预制菜和小龙虾复调需求有望提升。 

◼ 2020 年以来我国小龙虾产业持续发展，餐饮为主的三产占据主导地位。我国
小龙虾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个环节：一产主要以养殖为主；二产以小龙虾加
工为主；三产以餐饮为主。2022 年我国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 4580 亿元，同
比+8.5%，2020-2022 年行业产值 CAGR=15.2%。2022 年小龙虾一二三产业产
值占比分别为 21%/11%/68%，餐饮为主的三产占据主导地位。 

◼ 上游养殖规模快速扩张，2024 年产量有望提升。近年来小龙虾养殖热情高涨
+养殖技术迭代推动上游养殖规模快速扩张，2023 年我国小龙虾养殖面积
2900 万亩、产量 300 万吨，2016-2023 年小龙虾养殖面积/产量复合增速分别
为 18%/20%。考虑到 2024 年南方气温提前回暖，我们预计 2024 年小龙虾产
量有望进一步提升。 

◼ 中游加工产能持续增加，小龙虾预制菜需求扩容。安井食品等企业介入推动
我国小龙虾加工产能迅速扩张，但也加剧了加工环节竞争，23 年加工企业利
润率承压。2022 年我国规模以上小龙虾加工企业近 200 家，同比增加近 40

家，2021-2023 年我国小龙虾加工量 CAGR=40%，优势企业主要包括湖北莱
克公司、湖北华山公司、洪湖新宏业等。目前我国小龙虾加工产品以速冻制
品和调味虾等即食食品为主，近年来小龙虾预制菜成为市场新宠，调味小龙
虾需求快速增加，2023 年调味虾加工量占加工环节的 29%，同比提升 2pct，
考虑到小龙虾预制菜应用场景丰富，未来调味虾发展空间较大。 

◼ 下游小龙虾餐饮蓬勃发展，24 年价格低位有望拉动小龙虾消费量。小龙虾休
闲社交属性突出，消费场景以晚餐和夜宵为主，因此 4-8 月为小龙虾的消费
高峰，淡旺季属性显著，小龙虾专门店数量稳健扩张+非专门店 SKU 扩容推
动小龙虾餐饮发展。24 年供给快速增加导致小龙虾价格承压，24 年 4 月小龙
虾消费进入旺季，但全国产地均价同比下降 18.64%。考虑到小龙虾以平价消
费为主，我们预计小龙虾价格低位有望带动下游消费热情，24 年小龙虾消费
量有望提升。 

◼ 小龙虾调味料有望迎来消费旺季，天味、颐海有望受益。我们预计小龙虾消
费量提升有望拉动小龙虾调味料需求扩张，天味、颐海在小龙虾料上均有较
强布局，有望持续受益，其中天味 23 年底推出零添加小龙虾料，产品力强化。
根据天味公司交流反馈，24 年 3 月底市场进入小龙虾关注度高峰，4 月初经
销商开始分销小龙虾产品，较 23 年提前近 1 个月，终端动销较旺，预计 24

年天味小龙虾料有望实现较快增长；颐海国际公司交流同样反馈近期小龙虾
料表现较好。 

◼ 板块核心观点推荐：我们完整的 2024 年食饮投资策略主线是低估值优质确定
性成长+高股息率标的，辅线是经营改善，总体判断 1 月为中长期底部。白酒
推荐泸州老窖、山西汾酒、古井贡酒、今世缘、迎驾贡酒、老白干酒、贵州
茅台、五粮液等，建议关注：珍酒李渡、伊力特。大众品，看好景气维持较
好的：青岛啤酒、重庆啤酒、盐津铺子、劲仔食品、千禾味业；低位企稳明
确的：安井食品、洽洽食品、中炬高新。建议关注：三只松鼠、香飘飘。高
股息推荐：颐海国际、海底捞、养元饮品、承德露露。 

◼ 风险提示：原材料成本波动预期、行业竞争加剧风险、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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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专题：供给增加致小龙虾价格低位，复调有望受益 

1.1.   上游养殖规模快速扩张，中游加工环节预制菜需求扩容 

2020 年以来小龙虾产业持续发展，餐饮为主的三产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小龙虾产业

链条可以分为三个环节：一产主要以养殖为主；二产主要包括小龙虾加工、调味品加工、

饲料加工等，以小龙虾加工为主；三产主要包括餐饮、流通等，以餐饮为主。2022 年我

国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4580 亿元，同比+8.5%。2020 年受疫情冲击行业规模有所

下降，此后行业迅速恢复，2020-2022 年行业产值 CAGR=15.2%。2022 年小龙虾一二三

产业产值占比分别为 21%/11%/68%，餐饮为主的三产占据行业主导地位。 

图1：2017-2022 年我国小龙虾产业产值及同比  图2：2017-2022 年我国小龙虾一二三产业产值占比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东吴证券研究所 

近年来小龙虾养殖规模快速扩张，预计 24 年小龙虾产量有望进一步提升。近年来

小龙虾养殖热情高涨，叠加养殖技术迭代，上游养殖规模快速扩张。2023 年我国小龙虾

养殖面积 2900 万亩、产量 300 万吨，2016-2023 年小龙虾养殖面积/产量复合增速分别

为 18%/20%。从地区来看，2022 年湖北、安徽、湖南、江苏、江西 5 个传统小龙虾养殖

大省养殖产量合计占比达到 91.24%，上游养殖集中度较高。考虑到 2024 年南方气温提

前回暖，我们预计 2024 年小龙虾产量有望进一步提升。 

图3：2016-2023 年我国小龙虾养殖面积及同比  图4：2016-2023 年我国小龙虾养殖产量及同比 

 

 

 

数据来源：中国水产，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东

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水产，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东

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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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介入推动加工产业加速布局，小龙虾加工量快速增长。下游消费扩容推动资本

进入小龙虾加工产业，如安井食品于 2018 年参股洪湖新宏业后，在 2021 年再次注资

7.17 亿元并购重组洪湖新宏业，收购完成后持有新宏业食品 90%股权。资本加持下我国

小龙虾加工产能迅速扩张，2022 年我国规模以上小龙虾加工企业近 200 家，同比增加近

40 家，2021-2023 年我国小龙虾加工量 CAGR=40%，优势企业主要包括湖北莱克公司、

湖北华山公司、洪湖新宏业等。 

图5：2021-2023 年我国小龙虾加工量及同比  图6：2020 年我国国家级小龙虾加工企业名单 

 

 

 

数据来源：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东吴证券研究

所；注：抽样 96 家企业 
 

数据来源：中国水产，东吴证券研究所 

预制菜需求扩容，中游加工环节调味虾占比提升。我国小龙虾加工分为初级加工和

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其中初级加工产品主要包括速冻制品（包括速冻虾尾、速冻虾仁、

速冻整肢虾）和即食食品（包括调味小龙虾、小龙虾休闲食品等）；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

主要指利用小龙虾虾头、虾壳等副产物（占原料的 7 成以上）提取油脂、功能肽、虾青

素等物质，应用于食品、医药、保健等领域。2023 年速冻虾尾在加工产业中占比 35%，

行业整体以初加工产品为主，进入壁垒较低。近年来小龙虾预制菜成为市场新宠，调味

小龙虾需求快速增加，即食食品占比提高，23 年调味虾加工量占加工环节的 29%，同比

提升 2pct，考虑到小龙虾预制菜应用场景丰富，未来调味虾发展空间较大。 

图7：2022-2023 年我国小龙虾加工产品结构  图8：2023 年主流零售品牌售卖的小龙虾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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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东吴证券研究

所；注：抽样 96 家企业 
 

数据来源：库润数据《2023 年消费新趋势-小龙虾》，

东吴证券研究所 

23 年以来加工环节竞争加剧，利润率承压。上游养殖供给+加工企业数量快速增加

导致近年加工环节竞争加剧，2023 年小龙虾加工企业收购均价为 7.5-8.5 元/斤，较 22 年

的 11-13 元/斤有所下降，但加工企业利润率同比-1.75pct，加工利润率承压。未来随着加

工企业加大差异化预制菜产品研发力度、政策协调产业发展，预计加工企业盈利稳定性

有望提升。 

图9：2021-2023 年我国小龙虾加工企业净利润率  图10：2021-2023 年小龙虾加工企业收购均价（元/斤） 

 

 

 

数据来源：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东吴证券研究

所；注：抽样 96 家企业 
 

数据来源：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东吴证券研究

所；注：抽样 96 家企业 

 

1.2.   24 年小龙虾价格低位有望拉动需求，复调有望受益 

专门店稳健扩张+非专门店 SKU 扩容，下游小龙虾餐饮消费蓬勃发展。小龙虾线下

门店特色明显，包括小龙虾专门店、将小龙虾作为夏季主推菜品的饭店酒楼、平价餐馆

和大排档等。窄门餐眼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4 年 5 月 8 日，我国小龙虾专门店数量 68485

家，近一年净增长 1222 家，代表品牌包括大尚龙虾、倪氏龙虾等。此外，美团外卖数据

显示 2022 年 4-6 月美团外卖中销售小龙虾的餐饮外卖门店是小龙虾专门店的 10 倍，且

非专门店销售的小龙虾菜品 SKU 数从 19 年的 40 万个提升到 22 年的 60+万个，品类边

际持续扩张，餐饮消费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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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023.5-2024.4 我国小龙虾品类门店数量（家）  图12：2022 年美团线上非小龙虾专卖店主营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窄门餐眼，东吴证券研究所；数据截止到

2024.5.8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平价消费为主，淡旺季属性显著。小龙虾消费以平价为主，2023 年小龙虾人均消费

价格集中在 50-100 元。由于小龙虾主打重口味，且休闲社交属性突出，消费场景主要以

晚餐和夜宵为主，因此 4-8 月为小龙虾的消费高峰，消费淡旺季属性显著，品类增长主

要靠旺季消费拉动。 

图13：2023 年我国小龙虾人均消费价格占比  
图14：2021.04-2022.06 美团线上小龙虾门店店均订单量

（单）及同比 

 

 

 

数据来源：库润数据《2023 年消费新趋势-小龙虾》，

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美团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供给快速增加致 24 年小龙虾价格低位，小龙虾消费热情有望提升。前文所述 24 年

小龙虾产量有望继续提升，供给快速增加导致小龙虾价格承压，24 年 4 月小龙虾消费进

入旺季，但全国产地均价同比下降 18.64%，降幅较 3 月扩大。考虑到小龙虾以平价消费

为主，我们预计小龙虾价格低位有望带动下游消费热情，24 年小龙虾消费量有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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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021 年 1 月-2024 年 4 月我国小龙虾全国产地均价及同比 

 

数据来源：惠农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小龙虾调味料有望迎来消费旺季，天味、颐海有望受益。我们预计小龙虾消费量提

升有望拉动小龙虾调味料需求扩张，天味、颐海在 C 端小龙虾料上均有较强布局，SKU

数量接近，其中天味 23 年底推出零添加小龙虾料，产品力强化。根据天味公司交流反

馈，24 年 3 月底市场进入小龙虾关注度高峰，4 月初经销商开始分销小龙虾产品，较 23

年提前近 1 个月，终端动销较旺，预计 24 年天味小龙虾料有望实现较快增长；颐海国

际公司交流同样反馈近期小龙虾料表现较好。 

表1：天味/颐海小龙虾调料产品 SKU 及价格对比 

品牌名 产品名 规格（g） 价格（元） 均价（元/g） 

天味食品 香辣小龙虾 150*2 13.8 0.046 

好人家 麻辣小龙虾 200 12.9 0.065 

 蒜蓉小龙虾 300 12.9 0.043 

 十三种香辛料小龙虾 220 12.9 0.059 

 油焖小龙虾 220 12.9 0.059 

 香辣口味虾调料 220 12.9 0.059 

 辣卤小龙虾 220 12.9 0.059 

颐海国际 麻辣小龙虾 200 12.2 0.061 

海底捞筷手小厨 香辣小龙虾 200 12.2 0.061 

 蒜蓉小龙虾 320 12.2 0.038 

 十三种香料小龙虾 220 12.2 0.055 

 法式蒜蓉小龙虾 240 16.9 0.070 

 香辣口味虾调料 220 16.9 0.077 

 油焖小龙虾 280 16.9 0.060 

数据来源：淘宝旗舰店，东吴证券研究所；数据截止到 2024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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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品饮料核心推荐及风险提示 

我们认为，完整的 2024 年食饮投资策略的主线是低估值优质确定性成长+高股息率

标的，辅线是经营改善标的，随着风险偏好变化，改革和改善型公司值得加大重视。从

位置来看，1 月中旬是市场中长期底部，对消费品而言，低位介入更佳。白酒推荐泸州

老窖、山西汾酒、古井贡酒、今世缘、迎驾贡酒、老白干酒、贵州茅台、五粮液等，建

议关注：珍酒李渡、伊力特。大众品，看好景气维持较好的：青岛啤酒、重庆啤酒、盐

津铺子、劲仔食品、千禾味业、天味食品；低位企稳明确的：安井食品、洽洽食品、中

炬高新。建议关注：三只松鼠、香飘飘。稳健增长并高股息推荐：颐海国际、海底捞、

养元饮品、承德露露。 

 

3.   本周食品饮料行情回顾 

3.1.   板块表现 

本周（2024/05/20-2024/05/26）上证指数下跌 2.07%，深证成指下跌 2.93%，申万

食品饮料指数下跌 2.73%，在申万一级行业（2021）中排名第 8。从食品饮料子行业来

看，本周板块涨幅前三的是乳品（1.84%）、肉制品（-0.68%）、其他酒类（-2.31%）。 

图16：本周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图17：本周食品饮料子板块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个股方面，食品饮料板块中总统计 110家公司，其中上涨 12家，下跌 97家。涨幅

前五分别是：西部牧业（16.88%）、*ST 莫高（+10.94%）、兰州黄河（+6.14%）、仲景食

品（+3.83%）、伊利股份（+2.74%）；跌幅前五分别是：皇氏集团（-13.56%）、绝味食品

（-9.86%）、泉阳泉（-9.64%）、良品铺子（-8.91%)、三只松鼠（-8.64%）。 

表2：本周（2024/5/20-2024/5/26）食品饮料板块内个股涨跌幅前五 

涨幅前五名 周涨幅(%) 收盘价（元） 跌幅前五名 周涨幅(%) 收盘价（元） 

西部牧业 16.88% 8.17 皇氏集团 -13.56%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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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莫高 10.94% 6.49 绝味食品 -9.86% 19.38 

兰州黄河 6.14% 7.78 泉阳泉 -9.64% 7.59 

仲景食品 3.83% 32.25 良品铺子 -8.91% 14.10 

伊利股份 2.74% 28.88 三只松鼠 -8.64% 23.48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3.2.   外资持股数据更新 

从沪（深）港通持股情况来看，2024年 5月 24日食品饮料行业陆股通持股占流通

市值比例为 5.37%，环比 4月底下滑 0.06pct，排在 A股各行业 90%分位。 

图18：食品饮料行业陆股通持股（%）  图19：各行业陆股通持股占流通市值的比例(%)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注：截止到

2024.5.24 

 

3.3.   板块估值 

2024 年 5 月 24 日食品饮料行业 2024 年预期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为 40.00%，处于

17 年以来 93.96%的历史分位；24 年 5 月 24 日板块市值对应的 24 年动态 PE 为 21.1X，

处于 17年以来 7.2%的历史分位。白酒行业 2024年预期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为 40.18%，

处于 17 年以来 94.01%的历史分位；24 年 4 月 3 日板块市值对应的动态 PE 为 20.9X，

位于 17年以来 10.57%的历史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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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食饮行业当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及动态 PE  图21：白酒行业当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及动态 PE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4.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4.1.   白酒批价数据 

高端白酒批价：截至 2024.05.19，茅台 23年整箱批价 2790元/瓶（单位下同），环

比前一周下降 30 元，23 年散瓶批价 2560 元，环比前一周下降 20 元，茅台 1935 批价

850元，环比持平；五粮液批价 950元，环比前一周持平；国窖 1573 批价 875元，环比

持平。 

图22：高端酒批价走势（元/瓶）  图23：次高端酒批价走势（元/瓶） 

 

 

 

数据来源：茅粉鲁智深、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今日酒价、东吴证券研究所 

 

4.2.   乳制品重点数据 

国内原奶价格：2024年 5月 16日内蒙、河北等 10个奶牛主产省（区）生鲜乳平均

价格 3.38元/千克，同比下降 12.9%，环比下降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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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进口量及价格：根据中国奶业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 1-3 月我国大包粉进口

数量 22.34万吨，进口金额 7.36亿元；均价 3293美元/吨。 

终端价格：2024年 5月 17日，进口婴幼儿奶粉零售均价 268.12元/千克，同比上

升 0.6%，国产奶粉均价 226.25元/千克，同比上升 2.1%。牛奶零售价 12.25元/升，同

比下降 1.8%；酸奶 16.02元/升，同比下降 0.6%。 

图24：生鲜乳均价（元/千克）  图25：牛奶及酸奶零售价（元/升）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4.3.   肉制品重点数据 

生猪价格：2024年 5月 16日生猪价格为 15.24元/千克，环比+0.53%，仔猪价格为

38.18元/千克，环比上升 0.18%。 

猪粮比价：2024年 5月 24日为 6.67。 

图26：生猪和仔猪价格（元/千克）  图27：猪粮比价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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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啤酒重点数据 

啤酒产量：2024年 4月，我国啤酒产量为 278万吨，同比下降 3.7%。 

进口大麦价格：2024 年 4 月，进口大麦单价为 273 美元/吨，同比下降 26.9%，环

比下降 1.4%。 

图28：啤酒产量（万吨）  图29：进口大麦单价（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注：每年 2 月数

值为 1-2 月累计值，其他月份为当月值）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4.5.   调味品重点数据 

大豆价格：2024 年 5 月 24 日数据，非转基因大豆的主要标的黄大豆 1 号价格为

4673元/吨，同比下降 7.5%，环比上涨 0.02%。 

食糖价格：2024 年 5 月 23 日数据，食糖价格 6690 元/吨，同比下降 7.89%，环比

下降 0.1%。 

食盐价格：近 5年食盐价格呈上升趋势，2024年 5月 17日价格为每公斤 5.29元。 

可可价格：可可价格环比上升，2024 年 4月为 9876.58美元/吨。 

图30：黄豆期货价格（元/吨）  图31：国内大豆价格（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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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国内食糖价格（元/吨）  图33：食盐价格零售价（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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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周行业要闻 

5 月 19 日：茅台 1935 调至“畅享云购”板块，飞天 53%vol 100ml 改为

全国投放模式。5 月 19 日，i 茅台开启 519·品牌日活动，同时“茅台 1935”

改变购酒模式。从 5 月 19 日 19:35 起，53%vol 500ml 茅台 1935 从“享约申

购”“生日礼遇”“周末欢乐购”“小茅运”专场调整至“畅享云购”板块，用

户可在 5 月 20 日 0:00 开始在“畅享云购”购买。53%vol 500ml 茅台 1935·中

国国家地理文创酒将上架“享约申购”板块，用户可在每天上午 9:00-10:00 进

行申购。另外，飞天 53%vol 100ml 贵州茅台酒投放模式也将迎来调整，从根

据“城市热度”动态投放模式改为全国投放模式，用户在抢购成功后，再选

择提货门店进行购买。（微酒）  

5 月 20 日：山西汾酒 2024 年力争营收增长 20%左右。5 月 20 日，山西汾酒召开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出 2024 年公司将坚持稳中求进、进中保稳的工作总基调，“力

争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20%左右”。会上山西汾酒副总经理，销售公司总经理张永踊还

提到，2023 年，公司在葡萄牙、南非、巴西等 17 个空白市场发展 19 家经销商，全球销

售网络持续拓展，品牌国际影响力日趋提升。（微酒）  

5 月 21 日：伊刻活泉与华强方特集团战略合作，打造矿泉水新时代。5 月 21 日，

最近讨论火热的国内矿泉水赛道迎来了一项重磅合作，该赛道新晋龙头企业伊利集团旗

下伊刻活泉与华强方特集团签约，是继2023年两大集团战略合作以来的重要落地项目。

此次进驻签约标志着伊刻活泉在品牌文旅战略「文旅中国计划」上再落一子。目前，伊

刻活泉通过其「文旅中国计划」已经与全国各地八大文旅局保持积极的合作。（伊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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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号）  

5 月 23 日：百润股份董事长刘晓东已解除留置。5 月 23 日，百润股份发布公告，

称收到汉中市南郑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解除留置通知书》，汉中市南郑区监察委员已

解除对刘晓东的留置措施。此前，百润股份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刘晓东被实施留置。（微酒） 

5 月 23 日：庆立军就任蒙牛董事会主席。继总裁之后，蒙牛又有重磅高层变动。根

据蒙牛昨晚公告，陈朗已辞任该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提名委员会主席及战略

及发展委员会主席，庆立军已获委任接替上述职位。资讯显示，庆立军现年 54 岁，现

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中国食品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执行董事及董事总经理。庆立军现亦为中国食品有限公司非全资附属公司中粮可口可乐

饮料有限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食品板） 

5 月 23 日：贵州将深化酒业等方面改革。5 月 23 日，贵州省委宣传部举行贵

州省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新闻发布会。其中关于土地、市场等方面工作均涉及酒业。

市场化配置方面，革新赋能机制，全力打造全国数实融合创新示范高地，抢占行

业大模型培育“制高点”，聚焦酱酒等 8 个重点行业、4 个领域，加大场景开放，

归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打造垂直行业大模型，形成一批低成本、可复制的数字

化转型方案。（微酒）  

5 月 25 日：贵州酱酒集群目标 3000 亿。近日，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发布《贵

州产业全景图》。其中在酒业方面， 2027 年全省酱香型白酒产业集群规模目

标 3000 亿元，按照“四区多点”生产空间布局，发挥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

原产地和主产区优势，重点建设茅台酒产区、茅台镇传统优势产区、仁怀集

聚区、习水集聚区以及汇川、播州、赤水、桐梓等特色产区，打造世界一流

酱香型白酒产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地。（微酒）  

5 月 25 日：零食很忙将打造全新门店“零食很辣”。昨日，由新消费品牌零

食很忙打造的大零食主题门店“零食很大”乔迁开业，由原长沙市解放西路

迁至解放西路与福胜路交叉口，门店面积由此前的 200 多平方米扩大至 700

多平方米。据介绍，目前门店大零食品类有 120 种，合作品牌包括盐津铺子、

双仔、旺旺、奥利奥、乐事、统一等；原址也会打造成全新的门店“零食很

辣”，进一步细分产品品类，聚焦辣口味零食。（小食代） 

6.   风险提示 

原材料成本波动预期、行业竞争加剧风险、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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