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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
这一块块金字招牌，无疑是国内食品
类生产企业产品优质的象征和对外炫
耀的资本。然而就是这样一家头顶多
项荣誉光环、号称西南地区最大、甚至
还承担着云南省食用植物油中央储备
任务的油脂企业，近日却深陷“质量
门”。

据记者了解，近日，云南昆明市查
获云南丰瑞油脂有限公司（下称云南
丰瑞）涉嫌使用工业用猪油、鱼油作为
原料，掺混加工食用油脂。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近年来，“毒奶粉”、“瘦肉精”等食

品安全事件频发，一再加重公众的焦
虑情绪。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自去年
国家对小作坊类地沟油进行严打余波
未平的大背景下，如今连知名油脂企
业也被曝出生产“问题油脂”，让业界
不禁大跌眼镜。

知名油脂企业陷“质量门”

5月 18日，在云南昆明开展的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中，抽查结果发
现，云南丰瑞涉嫌使用工业用猪油和
工业用鱼油作为原料，掺混加工食用
油脂，其所生产的“吉象”牌散装猪油、
桶装猪油、猪油植物油调和油产品在
云南省内销售。

据悉，工业用猪油是制造肥皂的
重要原料，炼制比较粗糙，甚至用死
猪、瘟猪、猪下脚料均可炼制，其化学
污染物、重金属含量高，严禁食用。

对于云南丰瑞涉嫌使用工业用猪
油和工业用鱼油作为原料，昆明官方
使用了“非食品原料”这一表述。对此，
公众大多认为，其实就是以地沟油为
原料。

云南丰瑞被曝光的此消息犹如一
颗炸弹，瞬间在刚刚经历过严打之风
的油脂市场炸响，让整个油脂市场尤
其是昆明油脂市场风声鹤唳。
公开资料显示，云南丰瑞位于昆

明市杨林工业园区，成立于 1988年，
是集油脂油料加工、销售、物流为一体
的综合民营企业，也是我国西南地区
最大的食用油脂生产和贸易企业，同
时还承担着云南省食用植物油的中央
储备任务。公司专业生产和经营“金菜
花”牌系列植物油、高营养价值的山茶
油、核桃油、橄榄油、“吉象”牌系列精
炼猪油以及精选大豆、高蛋白豆粕、菜
粕等产品。企业产品被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授予“绿色食品”、“无公害食
品”称号，“金菜花”、“吉象”被认定为
“云南省著名商标”。

丰瑞油脂项目共投资 9.8 亿元、
占地 208亩，建设年产 25万吨食用
油、60万吨压榨油料等生产线。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发现

云南丰瑞违规问题后，当地质监部门
责令企业对涉嫌生产问题产品的生产
线停产整顿，暂扣了食品生产许可证，
发出了“责令召回通知书”，责令云南
丰瑞油脂有限公司对三种违规的“问
题油脂”产品立即实施召回。

对于责令召回的“问题油脂”产
品，质监部门将会同工信、公安、工商、
食药监等有关部门实行统一集中，就
地封存，并监督企业做好无害化处理

或销毁，坚决杜绝问题油脂产品再次
流入市场。

另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事
情发生后，云南丰瑞发布《召回涉嫌质
量问题“吉象牌”猪油、猪油植物油调
和油产品的公告》，公告称，“凡已采
购、储存、使用和消费由我公司生产销
售的上述产品的各相关经销商、代销
点、生产加工单位、餐饮单位及消费
者，请立即停止销售、使用和消费，并
及时将上述产品全部退回我公司或我
公司设立的召回网点。”

公告还称，就此事件，云南丰瑞深
刻反省，决心正确面对违法行为，痛定
思痛，痛改前非，从零开始，重塑企业
诚信形象。

矛头直指食品采购

综合各方信息，《中国企业报》记
者了解到，中国油菜籽网一个多月前
发布的《2011年全国油菜籽收购加工
百强企业》，其中油菜籽生产大省湖北
以 36家高居各省之首，云南省虽只有
3家，云南丰瑞油脂有限公司赫然在
列。

而中国粮油信息网 2011年 4 月
发布的 2010年度全国食用植物油加
工“50 强企业”，除益海嘉里、中粮集
团等行业巨头排名靠前外，云南丰瑞
也现身其中。

业内专家指出，餐厨废弃物等可
以加工生产成工业油脂、生物柴油等
工业产品。然而，工业用动物油因卫生
指标不高且炼制粗糙，导致化学污染
物含量高，被国家严禁食用。

那么，作为一家业内知名的大型
油脂生产企业，如何将工业用油变成
食用油的？追根溯源，到底是哪个环节
出了问题才导致工业油掺混进食用
油？是偶发事件还是以前并未发现？

对于公众的追问，丰瑞油脂将问
题的矛头指向其采购环节。

记者了解到，对于此次事件发生
的缘起，云南丰瑞相关负责人表示，主
要是采购方面出现了问题，部分采购
人员或许涉及回扣、腐败。“是最近一
个季度的原料出现了问题，以前没有

出现过任何问题。”公司是按月度采购
原料的，采购地主要在广东省，但没有
固定的原料厂。

按照云南丰瑞作业流程，采购来
的原料会被运到丰瑞油脂公司昆明凉
亭进行分装，然后再发货给各个经销
商。云南丰瑞油脂公司每月生产“吉
象”牌猪油约二三十吨，占整个公司销
售份额的 5%，是根据各地经销商订货
量来生产的。

上述云南丰瑞相关负责人还表
示，丰瑞油脂的原料主要来自于广东
市场，而且整个采购、生产再到销售的
过程要经历三道检测。原料厂家先邮
寄样品，公司对样品进行检测，检测合
格之后公司再与原料商签订订购合
同。原料商负责运输原料，待原料运到
昆明，再进行一次检测，然后才进行分
装。产品分装完成后，还要再进行一次
检测。“之前都没有问题的，不知道为
什么这次出现了问题。”

对此，云南丰瑞解释称，这一次会
出现问题，应该是检测设备已经陈旧
了，有些项目难以测定。

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从检测角度来说，此次涉及
的三种“问题油脂”产品在抽检过程中
均达到国家标准，很可能是企业违规
使用的非食品原料在生产过程中被稀
释了，与食品原料融为一体。至于食用
后会对人体有何危害，目前还很难说。

此外，业内人士分析称，油脂企业
掺混工业用油加工食用油主要是受暴
利驱使。究其原因，是工业用油和食用
油市场之间高达四五倍的价格差距。

调查发现，目前一般工业用猪油
每吨 4000元左右，而食用猪油中最贵
的精炼板油现在每吨已高达 18000
元。

为此，《中国企业报》记者以买主
身份联系上了国内几家油脂公司。

湖北一家中型油脂公司销售部负
责人王经理称，他们公司工业用猪油
3800元/吨，“近日有小幅上升，前一阶
段，工业用猪油曾一度跌到 3500元/
吨。”

经记者调查，目前市场上，食用猪
油的价格是工业用猪油的四五倍之

多。
河南一家油脂公司的负责人禹经

理向记者热情地推介称，“我们公司食
用猪油价格适中，如果要购买最贵的
精炼猪板油，价格是 18000 元/吨上
下。现在食用猪油价格稳中有升。”

企业应严格采购制度

对于此次云南丰瑞涉嫌使用工业
用猪油和工业用鱼油作为原料，掺混
加工食用油脂的行为，云南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无论如
何，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非食品原
料，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应受到查处。

评论认为，使用工业用原料油加
工食用油，已经触碰了食品安全的底
线，性质非常恶劣。要真正遏止违法违
规尤其是触碰食品安全底线的食品生
产经营行为，就必须加大食品生产经
营者触碰食品安全底线的成本和风
险，让食品安全底线成为食品生产经
营者心目中忌惮的“红线”。

时光往前追溯，2012 年元旦前
夕，蒙牛被曝“黄曲霉毒素”事件，彼
时，一位多年从事乳品工作的行业专
家丁先生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就表示，蒙牛的问题归根结底是
企业内控不严，管理不善所致。
“通过云南丰瑞此次事件，可以看

出国内某些食品企业在质量管控方面
存在诸多不足。”食品人士张健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首
先，食品企业对原材料的采购和使用
应相当严格，应该有一套属于企业自
己的采购制度和采购体系，对采购的
原料应该进行严格的检查检测；其次，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部分企业
降低生产成本，不执行国家相关标准，
擅自使用违规原料。”

张健还表示，内控就是要从企业
内部的运行中控制和避免风险的发
生。如果云南丰瑞严格完善、执行企业
质量内控机制，关于产品生产过程有
一套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严把材料
采购关，才能从源头上控制和预防风
险发生。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云南丰瑞事件曝原料采购“黑洞”

从洗发水到凉茶 霸王多元化进入险境

以洗发水声名远扬的霸王集团
“二恶烷致癌”事件余波未消，近日，
又因其凉茶产品涉嫌“篡改日期”而
陷入风波之中。

5月 9日，霸王集团生产的凉茶
被媒体曝光称“因销售不畅涂改生产
日期”。事发后，多家卖场对凉茶进行
下架封存处理，广州市工商部门也已
介入调查，而外界也对其霸王凉茶的
安全问题产生了颇多质疑。

业内专家表示，“篡改日期”事件
反映霸王凉茶的销售并不顺利。

霸王凉茶篡改日期风波

报道称，广州好又多广园新村店
的罐装霸王凉茶被消费者发现有两
个生产日期，一个为 2012 年 2 月 4
日，但在这一生产日期的底下还依稀
可见另一个日期，显示为 2010年。

2010年 4 月，霸王凉茶正式问
世。而霸王罐装凉茶的保质期为两
年，如果发生篡改生产日期的现象，
则这批凉茶有可能即将过期。

业内人士认为，快消品尤其是饮
料类产品的产销管理和库存管理很
关键，一般库存周期不会超过 4周，
其他区域库存周期稍微长一些；从生
产出来到卖给消费者最快的产销周
期是 1个月，最长的也只有 8个月。

有分析指出，虽然霸王凉茶不是
公司的主业，但公司曾表明凉茶会成

为公司第二大业务，现时产品出现问
题，影响市场对品牌的信心。早前听
说过霸王凉茶销售差，分销渠道数目
愈来愈少，可能为了清存货，更改生
产日期也不出奇。

有专家指出，修改生产日期是明
显的造假违法行为，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在商品生产流通过程中经历的环
节很多，包括生产厂家、品牌企业、经
销商、零售商，在整个链条中，各环节
为各自利益都可能造假。

对此，涉事企业霸王集团否认
“目前已经从公司、经销商到商超环
节进行调查”。
霸王集团 2012年 3月发布公告

称，公司 2011年度营业额 8.88亿元，
同比下降 39.75%。

截至去年年底，霸王亏损达到
5.6亿元，其中洗发水业务营运亏损
达 4.8亿元，而本次怀疑篡改生产日
期的霸王凉茶，去年收入虽然达 1.7
亿元，但同样处于亏损状态。

另据记者了解，除刚刚爆发的篡
改日期事件，霸王凉茶还被指餐饮渠
道不畅、卖场上架率低等，在竞争激
烈的凉茶市场，霸王凉茶的销量并不
十分理想。

霸王多元化战略遭质疑

对于多家企业相继进入食品饮
料行业，湖北一家饮料公司的负责人
朱策（应采访人请求化名）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一方面

近年来我国食品饮料业迅猛发展，市
场前景巨大；另一方面，一些在某些
行业取得成功的企业欲通过食品饮
料行业，实现产业多元化的扩张。

在宣布进军凉茶市场的同时，霸
王集团明确向外界表示，公司非常明
确的战略就是围绕“中药世家”概念
实现多元化发展延伸产品线。

霸王集团认为，高举“中药世家”
的大旗让霸王进入凉茶行业具有先
天优势：凉茶沿用霸王大名，不仅能
节省宣传推广费用和宝贵时间，还可
以顺势扩大霸王品牌内涵。

以日化行业洗发水声名远扬的
霸王集团跨界进入食品饮料行业，霸
王凉茶最终会给“霸王”这块金字招
牌“锦上添花”，还是“釜底抽薪”？业
界对霸王凉茶的横空出世褒贬不一，
对霸王的多元化发展战略有颇多质
疑，更有业内人士发出“霸王凉茶你
到底能走多远？”的慨叹。

事实上，霸王凉茶问世后就广遭
非议，并不为大多数业内专家看好。

中国品牌管理研究院研究员、卡
耐基管理咨询机构首席顾问杨旭表
示，霸王凉茶行业跨度较大，背离了
品牌相关性和一致性原则，必然导致
消费者产生严重的排斥心理。
“跨行业延伸易使消费者产生排

斥心理。品牌延伸的新产品应与原有
产品属性具有相关性。霸王本是知名
的洗发水品牌，现将品牌从清洁洗护
行业延伸到‘进口’的快速消费品饮
料行业，跨度实在太大。提起霸王大

多数消费者会马上联想到‘防脱发洗
发水’。消费者喝霸王凉茶时，容易联
想到霸王洗发水而产生排斥心理。”
上述湖北一家饮料公司的负责人朱
策说，因为很多消费者有“做洗发水
的生产的凉茶会不会喝出洗发水味
道”的疑虑。

朱策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举例
说，海尔将品牌从冰箱延伸到空调、
洗衣机等这些与冰箱关联度较高的
产品时，都取得了成功。然而，海尔后
来在药业上折戟。

还有业内专家指出，品牌跨行业
延伸往往会造成品牌定位模糊，让消
费者对企业品牌产生疑惑，进而导致
消费信心逐渐缺失。而一旦霸王凉茶
业务陷入困境，就很有可能影响霸王
的防脱洗发水主营业务，那样霸王集
团就得不偿失了。

品牌实效管理专家藏文辉认为，
目前霸王最重要的任务是做强“中药
世家”，而非跨领域多元化发展。霸王
应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中药世家”
概念上，深耕细作，提升品牌价值。
“盲目多元化是众多企业失败的

通病，有的企业在某一领域获得成功
后，就不顾企业自身实际和现实竞争
环境全线出击。如果没有取得预期的
成效，不仅打乱企业整体战略，还很
可能对品牌自身造成伤害。”朱策最
后说，“凉茶本来就是跟中草药文化
同出一源，因此，霸王应该专心专注
发展中草药洗化日化产品，而不是盲
目搞多元化。”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涉嫌使用工业用猪油和工业用鱼油掺混加工食用油脂

就在食品“毒胶囊”事件阴影还未消散，人们谈“食”色变
之际，食品行业又被曝“毒蜜饯”事件。

与以往乳企、饮料等大的行业被曝光不同的是，此次曝光
的是食品行业相对不知名的休闲食品企业，而“中枪”的则是
休闲食品行业领头羊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来
伊份)。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山东、杭州等地部分工厂蜜饯生产
加工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工人随意添加添加剂，伪造检测报
告，更改生产日期等违规生产情况，杭州蜜饯龙头企业在集体
掉进食品安全漩涡的同时，也将来伊份“拉下马”：被曝光的灵
鑫食品、梅园和杭州永海三家“毒蜜饯”生产企业即为来伊份
加工蜜饯的供应企业。

消息一出，立刻将来伊份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了解，此次来伊份“毒蜜饯”发

生并非偶然，是来伊份公司内控管理缺失、生产外包模式导致
公司质量控制难从而身患“致命硬伤”的结果。

来伊份屡陷质量门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作为来伊份主要的产品之一，
此次“毒蜜饯”让其损失惨重。

有分析师核算称，“按照来伊份 2011年 45.43%的毛利率
和销售额计算，来伊份销售蜜饯的利润损失可能达数千万
元。”

来伊份招股书披露，报告期内蜜饯是三年来唯一毛利率
均超过 50%的细分商品类别，2009—2011年分别为 52.55%、
53.21%、50.20%，显示出公司综合毛利率对蜜饯商品具有较为
明显的依赖性。同期，蜜饯商品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亿元、
3.13 亿元、4.45 亿元，对应所占主要销售产品的总额为
18.60%、17.62%和 17.80%。
此外，此次被曝光的灵鑫食品是来伊份第五大供应商，为

其提供话梅、桃肉等 10种产品，两家最新签订的供应合同时
间为 2011年 9月 22日至 2013年 3月 31日。而来伊份 2011
年对灵鑫食品采购额为 4941.09万元，占公司 2011年总采购
额的 3.38%。

2009—2011年年间，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0.75亿元、1.04
亿元、1.24亿元，同比增长 45.26%、37.64%、19.47%，净利润比
重呈逐年下滑趋势。与此对应还有存货周转率的降低。

另据记者了解，这并非来伊份的供应商第一次卷入食品
安全问题，有关其销售的食品质量问题似乎就从未间断，过去
几年也见诸报端。除此次“毒蜜饯”事件之外，近 3年来，来伊
份违法违规高达 16次，其中不乏因商品出现添加剂超标而受
罚。

据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 2010年第二季度儿童
食品监测情况不合格名单中，龙海市珍桂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牛肉丝存在“日落黄、大肠菌群超标”，而珍桂食品则一度是
来伊份“手撕肉条”的供应商。

“外包模式”痛处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来伊份休闲食品的生产、配送
环节完全外包，采用的是“来伊份品牌连锁店”的经营模式，在
这种模式下，公司只负责产品研发、推广和终端销售环节，而
将产业链的生产、配送等环节进行外包。

此次被曝光的蜜饯“重灾区”杭州一直是来伊份的供货重
地。

资料显示，近三年内，来伊份前十大供应商有 3家来自杭
州。仅 2011年一年，来伊份向杭州灵鑫食品有限公司、杭州森
宝食品有限公司、临安杭之宝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这三家杭州
地区供应商采购总额近 2.1亿元，占公司去年全部采购额的
14.22%。
“此次蜜饯事件，其根源在于产业链上游出现问题。来伊

份将产品的生产、配送环节完全外包，势必会产生产品质量风
险失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供应商违规或产品被曝质量
问题，将会直接威胁到下游企业。”国内一家乳品 OEM（贴牌
生产）部王经理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经理介绍称，如同食品企业 OEM一样，为了降低成本、
快速占领市场，相当多的食品企业采取 OEM的方式，“如果一
旦 OEM厂家产品质量把控不严，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授权品
牌本身。”

业内多位专家认为，外包模式实际上的确影响到了来伊
份对生产的控制。

北京志起未来营销咨询集团董事长李志起表示，来伊份
走休闲食品连锁门店经营的商业模式本身没有问题，但其销
售的全部是贴牌产品，自身并不参与生产，充当的只是监制和
经销商，这对该公司在采购、管理、质监等环节的把控能力有
很高的要求。一旦对上游的把控能力不足，就会给企业在食品
安全方面埋下隐患。

而东方艾格食品饮料业分析师马文峰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毒蜜饯”事件暴露了来伊份的内控
管理缺失，生产外包模式是造成来伊份的质量控制问题的重
要因素。

而关于产品生产依赖于外包所带来的风险把控问题，《中
国企业报》记者亦从来伊份招股书中找到相关“预判”：近年
来，公司的销售量迅速扩大，公司供应商对原材料的需求大幅
增加。在出现因气候和市场等原因造成原材料采购不足时，可
能会出现原材料质量下降的风险，继而影响到公司产品的质
量。公司将确保供应的产品做到安全、健康和新鲜。尽管如此，
公司仍无法完全避免一些不可预见原因导致产品质量发生问
题的风险。

而有关“毒蜜饯”对来伊份上市的影响，有投资界人士认
为，此次事件或将影响来伊份的上市进程。
“从上市要求的硬性数据看，‘毒蜜饯’事件对于以商贸模

式为主而非食品生产商的来伊份而言，似乎影响并不大，但
却反映其对于供货商渠道的把控和内部治理问题存在较严重
的内控风险。”一位证监会前任发审委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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