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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份，正荣集团旗下正荣服
务于港交所挂牌上市，由此正式形成
地产和物业双上市资本平台。伴随从
单一上市主体迈向多上市主体、从地
产开发到多业态发展，追求“高质量发
展”的正荣对人才的需求也持续扩大，
如何进一步加强人才引进、优化组织
架构成为当前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8月 28日，以“与有荣焉”为主题
的2020年正荣集团雇主品牌大会在上
海盛大举行。正荣集团领导及地产、
产业等各业务版块领导，与来自全国
各地的一百余位人才合作伙伴齐聚一
堂，共探员工与企业共创共荣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迈入新的发展阶
段，正荣集团还发布了全新的雇主品
牌核心理念——“幸福奋斗事业家”，
进一步升级人才战略，持续与员工共
享发展成果。

双上市新征途
打造幸福奋斗事业家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长期基石，正
荣在稳健前行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的理念。从早年间充满人文关
怀、风雨共担携手同行的“正荣式幸
福”；到 2016年集团乔迁上海后，人才
战略被提上“实现战略的核心环节”的
高度；再到2018年打造正荣特色“幸福
奋斗”文化，与员工共奋斗、共成长，人
才一直是正荣发展道路上的重中之
重。

2020年，正值正荣物业上市、新十
年战略谋篇布局之际，站在新高度、迈
入新征途，对正荣人才发展也提出了
更高要求：不仅要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支撑企业高质量发展，更要进一步与
员工共享发展成果，让员工在正荣舞
台上实现个人价值和职业梦想。为
此，正荣发布了全新的雇主品牌核心
理念——“幸福奋斗事业家”，持续与
员工共铸成就、共享荣耀。

提出“四高”雇主品牌EVP
共铸成就共享荣耀

立足于“正直构筑繁荣”的核心
价值观，“幸福奋斗事业家”要求正荣
奋斗者不仅要具备优秀的行业技能

和综合实力，更应有互利共赢的主人
翁意识和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围绕“幸福奋斗事业家”的核心理念，
正荣还提出“四高”的价值主张，即

“高标准·精英团队、高认同·同心同
路、高幸福·事业奋斗、高格局·社会
责任”。

“高标准·精英团队”代表正荣始
终秉持的精英人才策略，正荣青睐高
潜力、高素质、高能力的“三高人才”，
通过人才引进、发展、配置、激励打造
更丰富更立体的人才供应生态。

“高认同·同心同路”指正荣将人
才发展置于战略高度，以未来视角，为
人才匹配精准的文化融入、个性化的
培养发展以及广阔的事业舞台，让人
才对企业高度认同，同心方可同路。

“高幸福·事业奋斗”指正荣倡导
员工以责任为前进动力，以企业为发
展平台，以工作为奋斗事业，从而收获
超预期的成长、认可、回报与尊重。正
荣不仅慧眼识才，知人善任，更惜才爱
才。升级全面激励机制，追求“高管同
心同路有格局、中层卓越管理有高度、
员工幸福奋斗有目标”；通过全面培养
机制，助力战略人才与干部队伍成长
发展；另外正荣的健康文化、培训学
习、多元福利，也保障了奋斗者们物质
和精神的双重富足。

“高格局·社会责任”是最具正荣
特色的价值主张。正荣发展至今，始
终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地打造具有高
度社会责任感的幸福企业，并将这份
由内而生的幸福，传递给股东、客户、
员工、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各界。正荣
核心人员会享受正荣特色的“共荣机
制”，与企业共创共荣，共同发展。正
荣内部以多种形式支持员工参与公
益，如支教、助学、助老等志愿活动中
去。正荣公益基金会成立至今，已累
计资助全国 30个省份的 400多家公益
组织，累计获得集团外捐赠 2300多万
元，机构获评最高等级 5A 级社会组

织。

组织人才全面升级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019年，正荣提出了“高质量发展
期”的新三年战略。围绕这一战略，正
荣地产在组织人才方面进行了全面的
匹配与升级，催化经营释能。

组织方面，进一步落实“精总部、
强区域”的组织理念，推动总部抓总、
总部做精，鼓励区域做大、做好、做
稳。总部升级管理中心，提升条线战
略定位；通过体系化、标准化、信息化
建设，推动各条线授权下放；推行组织
委员机制，为组织管理与人才梯队建
设赋能。区域上实行“丛林生态”，通
过区域整合实现资源调配、人才集约、
优胜劣汰；根据区域公司成熟度，进行
差异管控、有序授权；优化经营班子配
置，加强区域干部调配盘活。未来，正
荣还将进一步落实标准化管控、信息
化升级、区域分级授权等举措，为提升
组织效能、助推业务稳健增长服务。

人才方面，对外高标准吸引人才、
对内持续强化人才培养与激励。精准
人才画像，强化人才来源，通过实行百
人计划、猎鹰计划，大力引进高量级、高
潜力、高素质的优秀经理人。对于内部
人才因才施策多维培养，开辟多条发展
通道，鼓励横向学习发展；建设全方位
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不同层级不同角色
员工开展差异化培训项目，如面向荣耀
生的“荣耀计划”、面向项目总及其梯队
的“强将计划”、面向一线、中层、中高层
干部及其梯队的“铸将计划”、“英将计
划”、“领英计划”，以及面向企业高管及
其梯队的“领航计划”等。

基于此，正荣已汇聚一大批具备
事业家精神的精英人才。据统计，正
荣地产集团团队平均年龄约为 33岁，
大多来自地产头部企业，其中985、211
院校毕业生占据三分之二以上。年轻

有活力、高度企业认同感和文化适配
度的高管团队和人才精英，无疑将为
正荣后千亿时代的发展奠定坚实的人
才基础。

从战略规划到组织建设、从精英
引进到人才培养，广大人才合作伙伴
给予正荣持续的支持与付出。

正 如 大 会 的 主 题——“ 与 有 荣
焉”，企业发展之荣光，不独属于正荣
人，也属于每一位伙伴、每一位为正荣
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正荣将持续追求
多方幸福共赢，为社会创造更多美好
价值。

（CIS）

双轮驱动下的正荣：夯实组织人才战略 打造幸福奋斗事业家

编者按:A股上市公司2020年半年报披露收官,《证券日报》研究部特别推出《A股半年报榜单透视》系列报道,除对A股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现金流、研发费用等投资者关注的主
要财务指标榜单情况进行剖析外，今日从行业角度,对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幅居前的农林牧渔、电气设备、电子等行业以及上半年业绩扭亏为盈的通信行业进行分析解读，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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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子强

据《证券日报》记者通过 IFIND
统计，目前上市的 86家农林牧渔行
业公司，2020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 333.48亿
元，较去年同期的 118.22 亿元增长
182.08%，排名28类申万一级行业首
位。

记者进一步统计发现，农林牧渔
行业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净资产收
益 率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3.30% 、
164.86%、56.80%、134.82%。对此，
壁虎投资总经理张增继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农林牧渔行业 2019年
就处于景气周期，今年上半年进一步
提升，另外，猪肉价格上涨并维持高
位，相关猪肉养殖企业因此受益。以
养猪为代表的养殖业是农林牧渔行
业整体净利润高增长的主要推手。

沃隆创鑫基金经理黄界峰表示，
一方面食品是拉动行业利润增长的主
要因素。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
示，1月份至7月份，畜肉类价格同比增
长69.1%，食品价格的上涨刺激了农业
板块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提升。

另一方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召开的第十五次会议强调，要把
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健全粮

食安全制度体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
造更多经验。当前，全球性的粮食短
缺趋势明显，粮食安全已经提高至国
家战略层面，持续性的政策刺激有望
支撑农业板块继续走强。

从具体公司的中报业绩来看，行
业中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达
到40家，此外，实现净利润扭亏的公
司有 10家，净利润实现正增长的公
司占比 58.14%。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幅来看，有包括
大 北 农（2556.20% ）、新 五 丰
（2384.61%）、傲农生物（1479.32%）
等在内的 23家公司同比增长率均超

50%。
中报业绩助推股价上行，7月份

以来，截至 9月 4日，上述 50家净利
润较去年同期出现正增长的公司中，
有 44家出现上涨，占比 88%，其中，
有 33家公司累计涨幅超过 10%，有
包 括 西 部 牧 业（97.77%）、保 龄 宝
（90.87%）、神农科技（82.16%）在内
的6家公司期间累计涨幅均超50%。

机构持仓数据进一步显示出机
构对农林牧渔股青睐，统计显示，在
上述 50 家实现净利润增长的公司
中，有机构持仓的公司达 49 家，其
中，占公司流通股比例10%以上的就
有 46 家 ，其 中 ，包 括 海 大 集 团

（83.00%）、安琪酵母（77.08%）、绿康
生化（75.28%）等在内的16家公司机
构持仓比例均超过50%。

对于农林牧渔板块的投资策略，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私募排
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夏风光表示，农
牧行业主要受到养殖业高景气度的
驱动，但这一块已经处于周期的峰值
水平，市场给的预期比较充分。国家
提出的粮食安全主战略是未来行业
长期的核心看点，转基因、种业、饲料
等细分行业未来可能会获得较好的
发展机遇，对其中拥有技术优势，竞
争特色鲜明的龙头上市公司可以给
予一定的关注。

农林牧渔行业上半年净利增长近两倍
16家成长公司股票被机构持仓过半

本报记者 张 颖

336.77亿元！上半年电气设备
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超过 300
亿元，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21.29%，
以优异的“中考”成绩，展现出行业景
气度向上态势。

“电气设备行业的新兴领域如通
讯、新能源、电网建设等今年进入商
业化转型替代节点，因为有强大业绩
支撑，上半年表现抢眼，多数公司股
价已涨至高位。”乾明资产高级研究
员陈雯瑾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分化”、“龙头”两个关键词，已然
成为业内人士对电气设备行业分析的
高频词汇。多数分析人士认为，电气
设备行业中报业绩虽然有所分化，但
是行业景气度有望继续向上，龙头企
业具有竞争优势，投资价值凸显。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证券日报》
记者根据同花顺统计发现，尽管电气
设备整体实现盈利，但相关公司业绩
却是“冰火两重天”。上半年在210家
电气设备上市公司中，净利润实现同
比 增 长 的 公 司 有 121 家 ，占 比 达
57.6%，其中，有40家公司净利润同比
实现翻番，盛弘股份、英威腾、海得控

制、向日葵等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
幅均超6倍，分别为904.5%、658.08%、
621.7%和 614.3%，表现优异。另外，
89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出现不用程度的
下降，其中，有5家公司净利润同比降
幅超过10倍，尽显分化格局。

在披露中报业绩的同时，也有部
分公司率先发布了三季报业绩预告。
统计发现，截至9月4日收盘，有32家
电气设备上市公司发布三季报业绩预
告的公司，其中，有18家公司业绩预
喜，占比近六成，其中，包括海得控制、
英威腾、固德威、通达动力等在内的10
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均有望翻番。

良好的业绩对股价起到一定的
支撑。今年以来，电气设备行业指数
累计涨幅达 48%，其中，有 134只电
气设备股跑赢同期上证指数 10.01%
的涨幅，占比达 63.8%。值得关注的
是，包括雷赛智能、良信电器、信捷电
气、隆基股份等在内的16只个股，年
内累计涨幅均超100%。

靓丽的业绩无疑会受到机构的
青睐，在电气设备上市公司中，截至
今年上半年，包括阳光电源、通威股
份、金风科技、林洋能源、天顺风能等
在内的23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
东名单中均有社保基金现身。

对于行业后市的投资机会，沃隆
创鑫基金经理黄界峰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受政策支持及抢装带动，
近期国内光伏、风电、特高压等‘新基
建’装机需求放量增长，预计下半年
国内装机建设仍将平稳推进，将对电
气设备行业整体盈利起到带动作
用。随着装机需求的爆发，行业产能
利用率持续上升，企业盈利改善，行
业估值中枢也将逐步抬升。虽然行
业产能在扩张，但主要集中在产能利
用率较高的龙头企业，投资者可关注
行业发展的预期差修复机会，重点关
注低估值、高成长的龙头股。”

电气设备行业个股逾六成跑赢大盘 社保基金钟情23只龙头股

本报见习记者 任世碧

电子行业今年上半年的经营业
绩表现亮眼，很多机构坚定看好该行
业的配置机会。《证券日报》记者对同
花顺数据统计后发现，2020 年上半
年，电子行业实现净利润 510.40 亿
元，同比增长 20.49%，位居申万一级
行业前列。

对此，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
胡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下半年，智能手机需求回暖、苹果
5G新机发布，将成为行业核心推动。
从长期来看，5G、AIOT、云计算等有望
带动创新需求升级。电子板块经过近
期回调后，投资价值又开始得到显现”。

据记者统计，报告期内实现净利
润同比翻番的公司共有 47家，欧菲
光、三利谱、惠伦晶体、蓝思科技、韦
尔股份等 5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均在10倍以上，包括创世纪、闻泰科
技等在内的 21家公司报告期内净利
润同比增长也均逾2倍。

今年三季报业绩预告方面，截至
9月 4日，共有 33家电子行业上市公
司率先披露了 2020年三季报业绩预
告，业绩预喜公司共有19家，占比近
六成。包括得润电子、大立科技等在
内的 9家公司均预计 2020年前三季
度净利润同比翻番。

业内人士普遍表示，支撑电子行
业基本面持续向好，主要有以下三大

积极因素。
首先，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行业

硬实力进一步增强，已成为上市公司
业绩增长的重要保障。

2020 年上半年，电子行业研发
投入总额达 451.16 亿元，较 2019 年
同期的 423.60亿元增长 12.95%。其
中，有 114家公司报告期内实现研发
投入总额与净利润双增长。

其次，政策大力支持。8 月份，
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
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提出，为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
业和软件产业发展环境，深化产业国
际合作，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
量，制定出台八大政策。。

“电子板块优质龙头公司今年
中报业绩基本都超预期，行业基本
面改善正持续深化中。”沃隆创鑫基
金经理黄界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

第三，国产替代进程加快。据中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国
内集成电路产业今年上半年销售额
为 3539 亿元，同比增长 16.1%。其
中，设计业、制造业和封装测试业的
销售额分别为 1490.6亿元、966亿元
和 1082.4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3.6%、17.8%和5.9%。

壁虎投资总经理张增继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华为事件加速电子信
息供应链的国产替代，从产业链已经

可以明显感受到下游终端品牌对于
国产元器件的迫切替代需求，国产替
代背景下电子行业迎来产品品质与
市场份额的双重提升。”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
有 54只电子股获得社保基金持仓，
合计持股市值达 195.98 亿元。其
中，有 38只电子股成为今年二季度
社保基金新进增持的重点目标，合
计增持资金达 70.12 亿元。除社保
基金提前布局外，近期北上资金也
纷纷加仓电子龙头股。统计显示，8
月份以来，京东方A、TCL科技、海康
威视等7只电子龙头股，合计被北上
资金净买入额 72.90亿元，后市表现
值得期待。

逾70亿元北上资金月内潜入7只电子行业个股

本报记者 吴 珊

已经落幕的上市公司中报披露，为投资者检
阅上市公司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证券日报》记者
根据同花顺统计发现，通信行业上半年净利润达
到92.12亿元，实现同比扭亏为盈。

具体来看，上半年有40家通信行业上市公司
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占行业内成份股比例为
34.58%。从净利润同比增幅来看，12家公司上半
年净利润同比翻番，海能达、仕佳光子、鹏博士、
波导股份、意华股份、博创科技、奥维通信等 7家
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幅均超 2倍，分别为，
1109.09%、560.08%、517.03%、464.77%、391.43%、
339.36%、281.88%。

从净利润绝对额来看，上半年，16家通信行
业上市公司净利润在 1亿元以上，中国联通和中
兴通讯两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均在10亿元以上，
分别为33.44亿元和18.57亿元，此外，亿联网络、
光环新网、中际旭创、鹏博士等4家公司上半年净
利润也均在3亿元以上。

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夏风光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信行业二季度回
升显著，主要的基本面逻辑在于 5G建设，云计算
和北斗也是核心看点。中期盈利预期主要还是
要看5G建设的中上游驱动，着眼点在于主设备厂
商，特别是龙头厂商，业绩增速确定，规模效应
强，估值仍然有向上提升的空间。同时也可以着
手布局5G中下游应用，特别是云计算、大数据等。

在二季度通信行业显示出强劲反弹势头的
背景下，各类机构也纷纷加码看好其复苏趋势。

数据显示，二季度，社保基金新进增持6只通
信股，增持后持有亿联网络、光环新网、中兴通讯
等3只个股股份数量均在1000万股以上；QFII新
进增持 6只通信股，增持后持有光环新网股份数
量最多，达到 1478.11万股；险资新进持有 6只通
信股，持有网宿科技、中际旭创等两只个股股份
数量均在 1000 万股以上，分别为 5253.28 万股、
1467.61万股；与此同时，券商也新进增持 7只通
信股。

进一步梳理发现，有方科技、中兴通讯、中际
旭创、移远通信、通宇通讯、会畅通讯、光环新网
等7只个股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均有两类及
以上机构共同持有。

复苏底气叠加机构唱多，通信股成为 9月份
以来为数不多的逆市上涨行业，52只成份股期间
实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包括中光防雷、华星
创业、邦讯技术、世纪鼎利、宜通世纪等在内的10
只个股在9月份以来的4个交易日中累计涨幅达
到10%以上。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从今年A股的投资焦点就可以看
到，资本的关注度持续聚焦在有核心竞争力和有
相关技术优势的科技公司，包括电信设备、芯片、
软件、通信网络公司都有较为强劲的走势。

二季度通信行业强劲反弹
10只个股4天涨逾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