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市散装月饼销售稳中有升

“都不好”是合肥包河区一家食品

厂的负责人李明（化名）对今年月饼市

场的判断。

“我们也尝试过进超市，但由于我们

的产品较为高档，且多为水果等口味，保

质期相对较短，在零售上优势并不大。”

李明称，从目前的形势看，之前与自己签

订协议的一些合作单位，比如酒店等今

年都取消了订单。“政府部门我们做得

少，一般是企业和事业单位，今年订单可

能会少三成”。

根据张兴奇的推断，今年月饼季，

“顺达”预计生产12万斤月饼。“主要有3

个销售途径，私企团购给员工发的福利

月饼、合肥及周边县城的商超散称月饼

以及给星级酒店代加工的订单月饼。”

但今年订单部分在严重缩水，张兴奇透

露，去年中秋节，公司仅给酒店代加工的

饼子就达到2000斤，今年这部分订单缩

水到几百斤，很多酒店今年压根就不做

月饼了。前几天，一个事业单位老主顾

致电张兴奇，称今年单位不采购盒装月

饼了，员工一人发放2斤散装的月饼，就

意思一下 。

而吴永宏则称，禁止公款消费等政

策，对自己月饼的直接影响并不大。“我

们一贯没有把政府机关的团购订单作为

主导。”然而，没有直接影响，并不意味着

吴永宏不需要转变思路。

从 8 月 1 日开始，吴永宏将接下

来的这个月定位为月饼生产季，公司

将以生产月饼为主。而根据早前全省

范围内 200 多家门店提供的需求报

表，这个月，吴永宏计划，每天要生产

1 万斤月饼，“总体上来看，今年的生

产总量和前几年差不多，基本上都在

30 万斤。”但，今年这 30 万斤的内涵

可不一样。

“以前100多家门店需求30万斤，

今年门店增加了三四十家，也还是这个

量。”吴永宏心中自然明白，这表示平均

每个门店的需求在下降。

从两千斤到几百斤

月饼销售旺季，生产车间内每天都要烘烤制作大量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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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中秋，又到月饼销
售旺季。在中央三令五申下，今
年省城的月饼市场究竟如何？
连日来星报记者从省城月饼生
产企业、星级酒店、商场超市等
加工生产、流通销售环节探访了
解到，今年的月饼，正在遭遇旺
季里的“萧条”。

深读04

面对“禁令”，月饼生产企业都在寻找新

方式“求生”。在李明看来，必须要转型，以适

应“禁令”。在这个适应过程中，有的企业适

应期较短，找到了新的增点。

据省城一家较为有名的食品连锁店预

估，今年他们店内月饼整体销售形势要比去

年好，增幅在10%以上。其中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负责人表示，公司今年采取向外省突

破开拓新渠道，“武汉、西安、上海等都设置了

营销点”。同时，在月饼价格上走大众之路，

以百元左右一盒为主，而在月饼的生产中，高

薪聘请面点师开发新的口味。

“求变”也是摆在吴永宏等人面前的问题，

这一变化在今年的月饼季中已有体现。

吴永宏介绍，根据今年端午节绿豆糕的

销售情况分析，礼盒装越来越不受待见，相反

散装的销量在大幅上升。“因为抑制高端消

费，以前有赠送盒装月饼的家庭如今越来越

少，自己家想买点尝一尝，就更乐意选购散

装”。为此，吴永宏对今年的月饼生产结构也

作了调整，把礼盒装月饼的生产计划降低

30%，散装的补上去。同时，在价格方面，不

再大量生产以往500元的盒装月饼，换之以

100元左右的亲民价格为主，兼带300元左

右的中高档。

从7月份开始，张兴奇顺达系列的月饼已

经在合肥永辉、合家福等超市与市民见面。虽

然今年该食品厂月饼总体生产量增了20%左

右，但利润空间大的礼盒月饼占比下降很多 ，

“礼盒月饼仅占30%左右，剩下的全是散称月

饼”。好在张兴奇想得挺开，“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省了一些包装成本，再也不用押太多的资金

在包装上了。”

“记得很多年前，每到中秋我们都要去采购

成车的茶叶、红酒，放到月饼礼盒里卖，我的办

公室里，现在还剩着当时没用完的茶叶桶。”张

兴奇笑着说，这种过度包装、搭售行为已经被

相关部门“叫停”了，月饼消费正在回归理性。

相对于吴永宏和张兴奇的“散装战略”，李

明的转型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他的月饼，进

商超的不多，“接下来，得思考开发新产品，毕

竟不能太过于依赖月饼。”李明称。

月饼生产企业：“旺季”里销量却不一样了

集团订单、盒装产量均少了三成
散装、平价月饼成为市场主力军

眼看中秋越来越近了，合肥

市庐阳区农科南路40号的合肥

顺达食品厂照例进入最忙生产

季，工人两班倒每天工作12小时

调馅、装盒，机器24小时加班加

点赶作月饼。每天，有近8000斤

的饼子从这里生产出来，继而流

入省城的永辉、合家福等超市，绝

大多数以散称的形式出现在市民

面前。

“8月份是我们一年当中最

忙的季节。”8月21日上午，碰上

厂里停电，总经理张兴奇才有空

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在生产车

间看到，由于停电，月饼机器没法

正常运作，而在包装间，十几名工

人正在忙碌地将散装月饼装盒，

“别看生产这么忙，礼盒月饼卖不

动了，六七成都是散装月饼。”张

兴奇苦笑着说，他在这个行业里

做了近30年，与以前相比，现在

月饼的利润明显小了，生意也越

来越难做，“一旦中秋过了，月饼

就成了一文不值的‘废饼’，因此

食品行业也有做月饼就像赌博一

说。”张兴奇感叹。

月饼季，忙碌的不光是张兴

奇。一天后的8月22日上午10：

00，记者从长江东路与郎溪路交

口出发，一路往北，大概20分钟

车程，便到了“发发工贸”，公司总

经理吴永宏显得格外忙碌。“昨天

（21 日）早上出门晚上回来，一天

不在家，手头上留了不少事。”在

靠近公司大门西侧的这栋办公楼

的二楼最里边，吴永宏正在和仓

管员核查月饼的库存。

10年前，吴永宏开始做起食

品生意。“市场一年比一年差”是

他对过去 10 年自己生意的概

括。“单从月饼来说，现在人们都

倡导健康饮食，多油多糖的月饼

近年来没少遭受消费者的抵触。”

吴永宏分析，月饼的消费，人们从

以前的“吃”，变成现在的“尝”，

“往往一块不到手掌心大小的饼

子，一家三口分着吃。”

旺季里的“赌博”

礼盒装产量下调三成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