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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曾经的“网红雪糕”钟薛高再
次引发关注。

天眼查APP显示，近日，钟薛高食品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钟薛高）所持
3500万股权被冻结，涉及旗下3家公司。

近年来，钟薛高负面舆论不断：去年
10月曾因欠薪登上热搜，如今又引发“股
份冻结”热议。

2月2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发现，钟薛高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微
博、小红书均已停更数月甚至半年。此
外，在第三方购物平台上，钟薛高的产品
均以很低的价格销售，其中临期产品已
低至2.5元一支。

负面传闻不断
所持3500万元股权被冻结

记者从天眼查APP获悉，近日，钟薛
高新增3则股权冻结信息，冻结股权数额
分别为2000万元、1000万元、500万元。

股权冻结被执行的企业分别为殊趣
食品（上海）有限公司、盘箸有喜（上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钟嘉（上海）商贸有
限公司，冻结期限为2月6日至2027年2
月5日，执行法院均为浙江嘉兴市秀洲区
人民法院。

事实上，这已不是钟薛高第一次被
股权冻结。天眼查APP显示，去年年底，
钟薛高曾陆续增加了4则股权冻结信息，
冻结股权数额分别为100万元、139.57万
元、139.57万元、100万元。

除了股权冻结，钟薛高近年来还因价
格争议、欠薪、断货等原因几度陷入风波。

2023年10月，欠薪事件一度将钟薛
高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当时，在社交
平台上，有多位自称曾在钟薛高工作的
网友爆料称被钟薛高拖欠工资，在职员
工也面临工资缓发的情况。

昨日记者发现，钟薛高的官方微信
公众号、微博的更新均停留在2023年8
月，其小红书的最新一篇笔记也停留在
2023年9月。

雪糕卖不动？
网上售价低至2.5元一支

说起钟薛高，最早其因较高的售价

被网友吐槽为“雪糕刺客”，此后又因雪
糕“火烧不化”引发全网热议，使其一度
陷入各种负面舆论和质疑。

2018年3月，钟薛高诞生，名字谐音
“中国雪糕”，创始人林盛的目标是“做
中国最好的雪糕”。2018年“双十一”，
其两万支单价66元的厄瓜多尔粉钻雪
糕在15个小时内售罄，让钟薛高全网

“出圈”。
然而，极速狂飙的钟薛高终究未能

实现长红。近年来，钟薛高颓势凸显，
2023年“双十一”，原本是榜单和头部
直播间“常客”的钟薛高没了踪影，依
靠线上渠道崛起的它似乎正在失去主
战场。

2023年夏天，记者曾在成都多家雪
糕批发店和便利店看到，钟薛高多在打
折销售。有店主说，钟薛高的销售并不
好，不少到店的消费者会问价，但购买的
不多。

艾媒数据显示，在2023年中国消费
者购买单支冰淇淋或雪糕的可接受价
调查中，3-15元价格区间的占比最高，

15元以上的尝鲜后基本无人问津。
2月21日，记者在某第三方购物平

台搜索“钟薛高”，发现其产品都在打折
促 销 ，算 下 来 一 支 雪 糕 的 价 格 在
3.9-10.4元之间，均价5元左右居多。此
外，记者还看到，有店铺的临期20支装
钟薛高草莓白巧仅卖60元，平均1支3
元；20支装粉红柠柠冰仅卖50元，平均1
支2.5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雪糕刺客”的标
签下，钟薛高也曾寻求低价策略。去年4
月，钟薛高推出全新低价雪糕产品

“Sasaa”，售价3.5元，但反响平平。

角逐千亿市场
钟薛高需要讲“新故事”

前 瞻 产 业 研 究 院 数 据 显 示 ，
2015-2021年，中国冰淇淋、雪糕行业市
场规模由不足900亿元增长至1600亿
元，6年间累计上涨超90%，预计2027年
将突破2000亿元关口。

虽然雪糕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但
行业竞争激烈。近年来，随着消费者习
惯的转变，高价雪糕开始卖不动了，“性
价比”“健康”等成为消费者更看重的标
签。一度负面舆论缠身的钟薛高更难以
被消费者买账。

“钟薛高在市场上走的一直是高端
路线。说起钟薛高，大多数人第一反应
是：这是一个非常贵的雪糕。”盘古智库
高级研究员江瀚说，大部分人对钟薛高
有一种偏排斥的心态，核心原因在于其
定价过高。

贝恩公司全球高级顾问潘俊表示，
雪糕作为钟薛高的主营业务，其口味和
质量一直是最重要的卖点。自从雪糕

“火烧不化”的危机风波爆出后，钟薛高
陷入了一场无法与消费者调和的矛盾之
中，此后又因种种内部危机站上了风口
浪尖。

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朱丹蓬认为，
钟薛高的平价产品比不过伊利、蒙牛、雀
巢、梦龙等大品牌，高端产品也已卖不
动了。归根结底，其经营理念是没有可
持续性的，比较看重眼前，利用一点流量
就去“收割”消费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马梦飞

去年10月，钟薛高曾降价销售。
本报资料图

今年已有45单IPO终止
在IPO节奏阶段性收紧的背景下，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21日，2024年
沪深京交易所已有45单IPO终止，其中
包括1家上会未通过。

政策风向上，2月18日至19日证监
会召开系列座谈会，就加强资本市场监
管、防范化解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
量发展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其
中IPO方面，将更加聚焦严把IPO准入
关，后续很可能进一步加大拟上市企业
的督导检查力度，大力整治财务造假。

具体来看，45单已终止的IPO中，
沪主板10家、科创板7家、深主板1家、
创业板11家、北交所16家。

“严格把好IPO入口关”是今年上市
审核关键词之一。在监管从严背景下，A
股IPO市场生态逐渐优化，尤其是自去年
8月末IPO收紧以来，信披透明度提升，首
发募资金额下降，发行节奏明显放缓。

今年以来有22家IPO公司成功过
会，拟募资金额合计126.66亿元，而去
年同期IPO公司过会数量有36家，计划
募资金额277.43亿元。和去年同期相
比，今年以来IPO公司过会数量和拟募
集资金同比均显著下降。

对于今年IPO市场情况，业内人士
普遍认为，IPO阶段性收紧大概率将延
续，数量和融资规模将同比下降。

据证券时报微信公众号

主题投资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冲高回落，

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三延续反弹，盘中金融

股带动沪指逼近 3000 点，盘面上超
4000只个股上涨，教育、酿酒板块涨幅
居前，北上资金净买入约136亿元。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134只，无一只个股
跌停。技术上看，沪深股指继续收于5
日均线之上，两市合计成交9802亿元
环比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
于5小时均线附近，创业板指60分钟
MACD指标率先出现死叉；从形态来看，
伴随成交的再次放大，沪深股指再次收
出连涨，由于各股指仍收于5日均线之
上，后市可继续看多。值得注意的是，
上证50指数60日均线出现拐头，由于
其他两个条件已满足，使其成为满足笔
者此前提到的真正意义上转强的指
数。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
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
续缩减。综合来看，多只银行股刷新新
高，平安银行更是强势涨停，这说明“政
策底”“市场底”叠加“估值底”带来的变
化，估值修复逻辑将成为2024年最大
的主题投资。

资产：周三按计划以4.17元均价
卖出龙洲股份80万股，之后以4.09元
均价买回105万股。目前持有华创云
信（600155）99万股、越秀资本（000987）
50万股、紫光股份（000938）38万股、酒
ETF（512690）900 万 份 、会 稽 山
（601579）35 万股、航宇微（300053）43
万股、龙洲股份（002682）105万股。资
金 余 额 664237.71 元 ，总 净 值
35351537.71元，盈利17575.77%。

周四操作计划：龙洲股份、航宇微
拟择机高抛，华创云信拟先买后卖做差
价，越秀资本、紫光股份、会稽山、酒
ETF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网上每支售价低至2.5元

股权冻结、公号“停更”的钟薛高“降价促销”？

白 杰 品 股

21.8万元拍下近13亿元“不良资产”
昔日西南最大民营不锈钢厂应收账款成功拍出

日前，一则不良资产拍卖冲上热
搜。网传截图显示，昔日西南地区最
大的民营不锈钢生产企业——四川西
南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35笔应收账款
被破产拍卖，评估价 12.95 亿元，最终
以 21.8 万元成交，相当于打了 0.001
折。

2月2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在阿里拍卖官网看到，此次拍卖标的
为四川西南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35笔
应收账款，债权金额经审计并扣除已清
收金额后账面净值约12.95亿元，起拍价
13万元。拍卖时间为今年1月，共有4
位竞买人参与拍卖，经过31轮激烈竞
价，最终成交价为21.8万元。

公开信息显示，四川西南不锈钢有
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西南地区
最大、也是唯一的民营不锈钢生产企
业。在“十二五”初期率先成为乐山市首

家百亿级企业，曾位列中国民企 500
强。2011年，该企业生产不锈钢热轧板
63万吨，酸洗白卷34万吨，实现销售收
入125亿元。

然而，就在该企业全力建设二期
70万吨/年不锈带钢退火酸洗生产线
项目和热轧技改项目，准备一展宏图
之时，因市场环境大变、原料大涨、钢
材大涨以及产能过剩等多重原因，一
时间，诸多钢铁企业破产。2021 年 6
月 29日，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法院裁定
终结四川西南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程序。

记者注意到，早在2021年1月，该
企业的36笔应收账款就开始被管理人
挂拍，第一次的起拍价为账款总额的
10%，即 1.29 亿元，但无人问津。到
2023年10月25日再次拍卖时，应收账
款笔数变为35笔，拍卖价格降至51万

元，结果依然流拍。
直到本次成交，该不良资产已足足

在阿里资产上挂了3年，历经12次拍卖，
起拍价一路降到13万元。

对于价值近13亿元的应收款来说，
21.8万元是一个非常低的成交价，但实
际追回这些款项并不容易。

对此，拍卖公告也进行了风险提
示，称本次拍卖标的应收款项可能存
在管理人无法提供除财务账册以外的
支持性文件，对外债权可能全部或部
分无效、不存在、无法追回、产生损失
等，真实性存在瑕疵等多项风险。应
收账款一经拍出，即表明买受人知晓
上述存在的瑕疵及尚未发现的缺陷，
买受人自行承担可能产生的风险，与
四川西南不锈钢有限责任公司及管理
人无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