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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79,000 万元（含本数），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计划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恒顺香醋扩产续建工程项目

（二期） 
21,600.00 15,000.00 

2 年产 3 万吨酿造食醋扩产项目 15,334.48 13,500.00 

3 
10 万吨黄酒、料酒建设项目 

（扩建） 
21,000.00 16,500.00 

4 

徐州恒顺万通食品酿造有限公

司年产 4.5 万吨原酿酱油醋智

能化产线项目 

35,000.00 29,000.00 

5 
云阳公司年产 10 万吨调味品

智能化生产项目 
55,230.48 22,300.00 

6 
年产 10 万吨复合调味料建设

项目 
30,792.00 23,000.00 

7 智能立体库建设项目 6,700.00 6,000.00 

8 补充流动资金 53,700.00 53,700.00 

合计 239,356.96 179,000.00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

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

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董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所需金额等具体安排进行调整或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手续完成情况 

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有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所涉立项、环评、用地等手续均在有序推进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用地

是否已经取得 
备案情况 环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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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用地

是否已经取得 
备案情况 环评情况 

1 
恒顺香醋扩产续建工程项目 

（二期）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2 年产 3 万吨酿造食醋扩产项目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3 
10 万吨黄酒、料酒建设项目 

（扩建）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4 

徐州恒顺万通食品酿造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原酿酱油醋 

智能化产线项目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5 
云阳公司年产 10万吨调味品智能化生

产项目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6 年产 10 万吨复合调味料建设项目 是 已完成 已完成 

7 智能立体库建设项目 是 已完成 不涉及 

8 补充流动资金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本次募投项目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有利于缓解目前的产能瓶颈、丰富

公司的产品矩阵、提升“恒顺”的品牌形象与提高市场占有率。本次募投项目共

8 个，拟使用募集资金 179,000 万元，项目所有实施主体均为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新增产能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周期 

1 
恒顺香醋扩产续建工

程项目（二期） 

4 万吨/年黑醋、2 万吨/

年白醋 

江苏恒顺醋业股

份有限公司 
24 个月 

2 
年产 3万吨酿造食醋扩

产项目 
3 万吨/年酿造食醋 

山西恒顺老陈醋

有限公司 
18 个月 

3 
10 万吨黄酒、料酒建设

项目（扩建） 

4 万吨/年黄酒、6 万吨/

年料酒 

镇江恒顺酒业有

限责任公司 
36 个月 

4 

徐州恒顺万通食品酿

造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

吨原酿酱油醋智能化

产线项目 

4 万吨/年高盐稀态原

酿酱油、0.5 万吨/年液

态原酿米醋 

徐州恒顺万通食

品酿造有限公司 
28 个月 

5 

云阳公司年产 10 万吨

调味品智能化生产项

目 

4 万吨/年豆瓣、3 万吨/

年食醋、3 万吨/年复合

调味料 

恒顺重庆调味品

有限公司 
36 个月 

6 年产 10 万吨复合调味 10 万吨/年复合调味料 江苏恒顺醋业股 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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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新增产能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建设周期 

料建设项目 份有限公司 

7 智能立体库建设项目 - 
江苏恒顺醋业股

份有限公司 
22 个月 

8 补充流动资金 - - -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必要性分析 

1、调味品市场前景广阔、竞争激烈，需要抢占更大市场份额 

作为生活必需品，调味品行业具有“小产品、大行业”的显著特点，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与消费水平的迅速提升，2014-2020 年，我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

从 2,595 亿元增加至 3,950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到 7.25%，市场前景广阔。市

场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调味品企业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行业持续扩容，截至

2020 年底，我国调味品企业注册数量为 90,991 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消费

品行业的集中度较低，竞争更为激烈。特别是受疫情影响，2020 年以来大豆、

包材等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部分调味品企业利润承压，行业加速分化，经营能

力较差、抗风险能力较低的小企业在发展中被清洗淘汰。在行业不断优化调整的

背景下，市场份额未来有望进一步向龙头企业靠拢。 

（1）酱油类产品细分子行业分析 

①市场快速增长，功能细分化、高端化与健康化为发展趋势 

酱油类产品在调味品细分板块内具有绝对主导地位，有较为稳定的消费群体，

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不同的调味和烹饪方式衍生出对酱油的多功能需求，功能细

分化和对其他调味品的替代促进酱油量增。作为日常使用的烹饪调味品，消费者

对酱油品牌和品质的关注度较高，随着居民收入的改善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家庭

端消费升级对酱油的价增产生较大作用。健康化的消费理念在逐渐深化，消费者

对零添加、高端化酱油的需求也在不断加强，酱油产品结构不断上移，高端化、

品质化成为酱油行业发展趋势。酱油分为配制酱油与酿造酱油，酿造酱油是通过

高盐稀态发酵或低盐固态发酵方法进行酿造的酱油，高盐稀态发酵方式克服了传

统作坊式的种种弊端，更加高效卫生，其与低盐固态发酵工艺相比在营养价值、

口味色泽等方面有绝对优势，也将在未来的酱油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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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行业集中度较低，龙头企业抢占资源优势 

酱油是调味品行业中渗透率最高、发展最成熟的子行业。酱油产品渗透率约

为 99%，远高于味精、蚝油等产品。我国酱油市场已经形成一超多强的竞争格局，

包括海天、李锦记酱油、厨邦等在内的酱油品牌以领先的产品规模对市场进行覆

盖。但是相比日本而言我国酱油行业集中率偏低，我国酱油行业 CR3 约为 21%，

而日本 CR3 高达 48%，海天作为中国酱油龙头企业较日本酱油巨头龟甲万而言

仍然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其余酱油品牌受地域性限制明显，并且行业内依然存在

较多中小企业和小作坊式生产的企业，行业整合空间较大。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徐州恒顺万通食品酿造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

原酿酱油醋智能化产线项目”，生产高盐稀态生产原酿酱油与液态生产原酿米醋，

创新亚品类，增强品类区隔，避开传统品类巨头，开创一个特有的高端酱油、食

醋“蓝海”市场，从而提升品牌附加值，确保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2）食醋类产品细分子行业分析 

①行业处于成长期，量价齐升 

我国是一个食醋生产和消费的大国，酿醋历史悠久，许多人都有食醋的习惯

和爱好。食醋里面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微量成分，具有较

高的营养价值和多种保健功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学研究对食醋功

能特性的进一步揭示，食醋的用途也越来越广，对食醋及其衍生产品的需求越来

越大。日本很早就有喝醋的习惯，不仅把食醋当作调味品还开发了很多保健醋和

醋饮料等产品，极大的促进了食醋的消费量。相比日本而言，我国食醋行业发展

目前处于品牌化中前期，消费者味觉习惯与品牌意识仍在培育中，消费量与消费

额快速增长。根据中国调味品协会公布的百强企业食醋数据，我国调味品百强企

业食醋销售收入由 2010 年 27.6 亿元增长为 2019 年 65 亿元，复合增速约 10%。 

目前食醋行业已经基本从早期低价走量阶段向提质阶段转型，食醋企业为了

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也在不断升级，向高端化发展，纷纷推出一系列定位高端、

健康、天然的产品，打造“有机”、“纯酿”等品牌形象，市场反响热烈，除了产

品本身更加强调健康外，在包装上也做了重大改变，提升了食醋的档次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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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高端消费和礼品市场。 

②集中度低，区域割据亟待整合 

我国各区域食醋口味及生产工艺差异明显，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并已形成味

觉壁垒。以镇江香醋、山西陈醋、四川保宁醋、福建永春老醋为代表“四大名醋”

脱颖而出成为区域性知名品类。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北京龙门、天津天立、山东玉

兔等一些区域小品类。区域割据局面导致目前我国食醋行业全国性龙头品牌尚未

形成。全国生产食醋的企业共计 6,000 家左右，专业从事食醋生产的企业有 3,000

多家，其中品牌企业产量仅占 30%，大量食醋生产企业多以小作坊式企业为主，

占比近 70%。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恒顺香醋扩产续建工程项目（二期）”、“年产

3 万吨酿造食醋扩产项目”、“徐州恒顺万通食品酿造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原酿

酱油醋智能化产线项目”与“云阳公司年产 10 万吨调味品智能化生产项目”。“恒

顺香醋扩产续建工程项目（二期）”围绕恒顺目前的镇江香醋业务继续增加产能、

扩大优势，“年产 3 万吨酿造食醋扩产项目”则由子公司山西恒顺实施，加码山

西老陈醋品类的建设，“徐州恒顺万通食品酿造有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原酿酱油

醋智能化产线项目”则立足徐州地区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白米醋，“云阳公司年

产 10 万吨调味品智能化生产项目”包括 3 万吨/年的食醋产能建设，身居西南地

区生产恒顺香醋，抢占西南食醋市场。多管齐下的战略布局有助于公司整合行业

品牌空间，减少因地域导致的消费差异，将公司打造成全国性食醋龙头企业。 

（3）料酒类产品细分子行业分析 

①行业市场规模较大，快速放量 

料酒是中式烹调的重要调味品，与食醋在原料和生产发酵技术上具有一定相

似性。随着我国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人们对食物的口味要求越来越高，我国料

酒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我国料酒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产销量增长较快。

2010 年以来我国料酒产量呈不断增长趋势，2018 年中国料酒产量 299 万吨，较

上年增长 17 万吨，同比增长 6.03%；2019 年中国料酒产量 315 万吨，较上年增

长 16 万吨，同比增长 5.35%，随着消费者消费习惯的进一步培养，未来料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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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产业规模将得到更大的提升。 

②行业品牌众多，竞争激烈 

我国约有 1,000 多家料酒生产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区域性企业众多，

由于各地饮食文化不同导致出现全国性龙头企业的几率下降。我国料酒产业发展

前期，消费者对料酒的认知度缺失，料酒生产要求和制作成本都不高，也无正规

生产标准，厂商偏向小作坊，配制劣质料酒充斥市场。而真正优质的料酒是成本

较高的黄酒为主体的酿造料酒，成本差异也导致了原本生产优质酿造料酒的企业

为追逐利润转而生产配制或半配制料酒。当前市场中规模比较大的料酒生产企业

主要包括老恒和、王致和、老才臣等传统料酒生产企业与海天味业、恒顺醋业、

中炬高新、千禾味业等调味品企业，以及部分地区性企业，如安徽海神和上海宝

鼎等。 

恒顺料酒产品最为核心的技术为采取新姜鲜葱为原料，通过先进淬取设备获

得原汁原味的复合型调味液，祛腥效果较好，有利于切入餐饮市场，形成产品放

量，打造恒顺“大单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10 万吨黄酒、料酒建设

项目（扩建）”，项目达产后新增料酒产能 6 万吨/年，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料酒

细分行业的优势地位，符合公司“醋、酒、酱”的产业布局方向。 

（4）复合调味料类产品细分子行业分析 

①最具发展潜力的调味品细分赛道 

相对于单一调味料而言，复合调味料使用更为便捷，符合当前快节奏生活的

要求，并且复合调味料既可以让菜品在质量和速度上更加科学规范高效，又可缩

减客户等待时长，更适合餐饮服务商使用，餐饮行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连锁餐厅

的迅速扩张推动了复合调味料行业的快速跃进。当前复合调味料行业处于高速成

长期，市场渗透率在 20%左右，是目前调味品行业中增速最快的子行业之一，早

在 2018 年中国符合调味品市场规模就已经突破了千亿，2013-2018 年的年复合增

长率达到了 15.83%。尽管复合调味料市场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较其他国家占

比仍然较小，尚存差距。就人均消费额而言，中国的复合调味料人均消费额亦低

于其他国家，因此品类渗透及消费培育仍有较大空间，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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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竞争格局分散，龙头企业还未出现 

复合调味料行业当前还处于发展阶段，竞争格局相对分散。2015-2019 年复

合调味料行业（鸡精以外品类）CR3 从 7.31%提升至 12.57%。对比日本复合调

味料 CR2 达 57%而言，我国复合调味料的行业集中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复合

调味料按照品类可进一步细分为五个品类—鸡精、西式复合调味料、火锅底料、

中式复合调味料、日式韩式等其他复合调味料。鸡精竞争格局已确定，西式和日

式韩式等其他复合调味料格局极其分散、无明显龙头，短期内集中度提升难度较

大，火锅底料和中式复合调味料集中度有较大提升空间。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云阳公司年产 10 万吨调味品智能化生产项目”

与“年产 10 万吨复合调味料建设项目”，“云阳公司年产 10 万吨调味品智能化生

产项目”由子公司重庆云阳作为实施主体，进行豆瓣、火锅底料等川味调味料的

生产，匹配川渝地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云阳公司年产 10 万吨调味品智能化生

产项目”则用于公司发展油醋汁、番茄沙司、麻油、小龙虾调味料等复合调味料

产品。通过两地不同产品线的布局规划与产能扩张，公司得以及时把握复合调味

料的市场机遇，顺应调味品行业的发展趋势，有效巩固市场地位。 

2、公司遭遇产销瓶颈，跨品类发展成为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行业赛道的快速发展与公司品牌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公司的产能趋于饱

和，未来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强渠道建设和营销开拓的投入，抢争更高的市场份额。

现有产能水平不仅不足以支撑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目标的实现，也不能支撑公司

市占率的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调味品企业业务增长的需要，越来越多的

企业不再满足于当前细分赛道，逐渐将业务扩展到其他调味品品类，跨品类竞争

时代已经来临，公司亟待形成丰富的产品矩阵以适应未来行业竞争格局。本次募

投项目全部投产后能有效缓解当前产销不匹配的发展瓶颈，产品品类得到进一步

丰富。 

3、优化公司生产结构，提升智能化生产、仓储水平 

公司正在实施全数字化重塑项目，旨在打造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企业，

现有的生产与仓储配置难以匹配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目标，并且目前仓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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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难以匹配公司的产能规划，预计公司 2022 年库容缺口 43 万箱、2024 年库

容缺口 77 万箱。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提升生产的自动化水平，本次募投项目将

引入目前国内先进的食品生产技术与仓储设备，其中“智能立体库建设项目”改

进了原有平面仓库、穿梭式货架的仓储布局，通过自动化立体仓储系统将码垛后

的产品按品种、批次等信息自动分配，并输送至立体仓库的相应入货巷道取货端，

取货时按先进先出的原则自动实现取货任务，并通过自动化设备将货物自动输送

至装货区。极大的优化了供应链，实现了生产、仓储、物流多系统的整合，最大

程度发挥了运营效果，为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机会。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1、调味品市场空间广阔，为募投项目实施提供保障 

调味品的必选消费品属性为其带来较强的抗周期性，C 端消费者对调味品的

提价敏感较低，提价容易被接受。B 端得益于餐饮与外卖行业的迅速发展，拉动

了调味品需求量的快速增长，行业空间增大。传统调味品需求稳定，头部企业突

破区域限制性向全国扩展，复合调味料为满足多元化、高端化的餐饮需求，行业

赛道广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涨带动了消费升级，促进了调味品的高端化，调

味品整体向口感优质、配方健康发展，复合化、定制化引领行业趋势，价量齐升。

并且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调味品行业集中度较低，整体竞争格局较为分散，

行业仍具备较大整合空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较低的市场集中度为本次募投项目

的实施提供了市场可行性。 

2、公司品牌知名度高、影响力大，产品质量高，深受消费者喜爱 

作为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代表企业。公司先后荣获了“中国驰名商

标”、“中华老字号”等称号，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依托镇江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酿醋技艺传承创新构筑品牌护城河，180 年的品牌积淀亦赋予

了其强大的产品生命力。公司通过食品链可追溯管理，建立了一整套从农田到餐

桌的管理体系，严格的管控使公司质量安全处于行业领导地位，消除了食品质量

安全风险，具有非常强的食品安全壁垒。公司的品牌与产品质量具有很高的消费

者心智夺取程度，是消费品行业最大的持续性竞争优势，为推广恒顺其他品类产

品和提高整体市场占有率提供了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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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产品技艺优势与研发优势突出，保证募投项目顺利落地 

恒顺醋业传统的“固态分层酿造”工艺为其独有，是中国酿造行业里仍在延

用的少有的几种传统酿造工艺，成为了传统酿造工艺的代表和精华。国务院 2006

年将其酿造技艺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江苏省食品制造业中

唯一入选的传统手工技艺。投资亿元的国家级企业研发中心投入使用，是恒顺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通过自主攻关、自主研发，实

现了从无到有，建立了科学的食品安全管控指标和原料及产品的指标评价体系，

并实现由品牌保障向指标保障过度的发展方向，成为引领行业技术升级的典范。

恒顺领先的技艺优势与研发优势充分确保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落地。 

4、不断提升的管理水平与人才培养机制为项目实施助力 

近年来公司持续优化组织架构，着力提升管理水平，构建精益管理体系，以

降本增效为重点，着力推进全员参与生产改善活动，有效调动和发挥全体员工的

智慧和能力。管理效率方面，构建数字化核心平台，借助数字化重塑管理变革，

构建六大中心，推动六大管理变革专题，围绕 SAP 的核心应用系统，打造业财

一体化管理系统，形成了“标准统一覆盖、业务协同一体、响应高效迅速、综合

利用可持续”的数字化管理平台。通过经销商管理系统（DMS）和费控系统（TPM）

数字化营销项目，提升了计划准确率，促进了产销平衡。人才储备方面，结合公

司发展战略，从选、育、用、留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规划和管理，打造人才发展梯

队。健全完善人力资源机制，优化流程，控制核心人才流失率。公司不断优化的

管理能力与坚实的人才储备力量为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落地打造了基础。 

5、公司逐年加强渠道与营销端建设稳妥消化新增产能 

公司未来将把线下商业资源和线上互联网资源进行整合，线上线下相互导流，

具体如下： 

线下渠道方面，公司在大型商超聚焦高端产品的推广，对高端产品进行继续

拉升。在批发市场等渠道，投放陈列货架或者门头，加大对终端客户的销售促销

投入。在餐饮等渠道，利用性价比较高的大规格产品提升竞争优势，在部分重点

市场配备餐饮渠道的助销专员，扩大食醋、料酒等调味品在连锁餐饮、企业团餐、

食堂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加大对市场促销人员的经费投入，协助经销商扩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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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打造多层次的分销体系，优化现有经销商的架构，进一步扩大公司经销商

数量和覆盖范围。 

线上渠道方面，公司与江苏广电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对《最强大脑》、

《非诚勿扰》等节目冠名、内容植入、原生广告等多种形式，提升恒顺品牌在全

国市场尤其是外围市场的品牌知名度，让消费者对恒顺品牌产生熟悉感。同时在

小红书、抖音、B 站等年轻人活跃的平台，通过不同类型达人的原创内容、达人

直播介绍、品牌官方号的持续互动沟通，增加与年轻消费者的粘性，为未来产品

的年轻化转型奠定基础。 

针对本次募投项目所涉及的川味调味料、非川味复合调味料和酱油等公司未

来重点产品，公司将采取差异化竞争的营销策略：地域差异化方面，首先在强势

区域进行推广，其次辐射到周边区域，最后对外围大城市进行年轻化切入；产品

差异化方面，将针对不同的消费躯体在产品规格、产品口味上进行差异化竞争；

营销差异化方面，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产品，公司将采用大单品搭赠的方式进行

销售推广，通过老产品带动新产品逐步打开销售市场，同时设置多样化考核指标

对供应商业绩进行全面考核，提高供应商推广新产品的热情。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业务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是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的用途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既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又满足公司增大

产能、丰富产品品类、扩大市场份额的切实需要。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最终有利于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将提升，资产结构将更加稳健。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建设周期，短期内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

公司经营业务的贡献尚未显现，可能导致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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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摊薄。 

但总体而言本次募投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公司

的盈利能力与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提升。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募投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

步提升公司产能，丰富公司产品品类，为公司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该项目方案可行，投资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