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22 2020年10月27日 星期二
NEWS公司新闻

本版主编 沈 明 责 编 杨 萌 制 作 董春云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王 鹤

上市公司密集披露三季报之际，备
受关注的A股龙头——贵州茅台，在 10
月25日晚间发布了2020年三季报。

数据显示，贵州茅台前三季实现营
业收入672.15亿元，同比增长10.3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27 亿
元，同比增长11.07%。

其 中 ，第 三 季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32.62亿元，同比增长 8.46%；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2.25亿元，同比
增长 6.86%。按 92天计算，贵州茅台第
三季度每天净赚1.22亿元。

从业务构成来看，茅台酒依旧是贵
州茅台的营收主力，前三季实现销售额
601.45亿元，系列酒实现销售额70亿元。

“2020年贵州茅台的总营收增长目
标为 10%，目前三季度已基本上如期完
成。”腾讯证券研究院专栏作家郭施亮对
此评价道。

直销渠道营收
同比增长近两倍

作为一家主营茅台酒和系列酒的上
市公司，贵州茅台曾大刀阔斧改革，取消
数百家经销商，进一步发展商超、电商等
直销渠道。

业绩报告显示，报告期末贵州茅台
的国内经销商数量为 2049个，报告期内
减少 342个；国外经销商为 104个，报告
期内减少1个。

贵州茅台公告显示，为进一步优化
营销网络布局，提升经销商整体实力，茅
台对部分酱香系列酒经销商进行了调整，

报告期内减少酱香系列酒经销商301家。
除了砍掉部分经销商，贵州茅台目

前已和不少直销渠道商达成合作，以进
一步加强其在渠道上的布局。

“从目前来看，茅台的渠道改革还是
有一定效果的。”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江瀚坦言。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直销渠道实现
营收84.33亿元，同比增长171.77%，今年
前9个月，直销渠道对整体营收贡献占比
达12.55%，而在上一年这一比例仅为5%
左右。

在郭施亮看来，贵州茅台进行渠道改
革，使得出厂价与经销商价差进一步缩
小，为之后几年的业绩带来了释放预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做好茅台酒“控价
稳市”工作上，茅台在今年的全国秋季糖
酒会上也透露了不少信号。公司表示，
要严厉打击加价销售、囤货居奇、哄抬价
格，甚至与“黄牛党”合作炒作、虚构销售
记录规避监管等行为，不让价格偏离产
品的价值属性。

“正是由于市场上的供需矛盾，供给
其实相对有限，但需求非常多，导致茅台
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江瀚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茅台酒
的价格会逐步呈现市场化稳定的趋势，
但关键在于当前市场上投机氛围较为浓
郁，茅台想要稳定市场价格的话，仍存在
不小难度。”

拟捐资不超过5.46亿元
用于修路

在渠道变革、控价稳市工作不断推
进外，近些年贵州茅台在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
三季报出炉的同时，贵州茅台还发

布了另外一则消息，公司拟向习水县人
民政府捐资不超过5.46亿元专项建设习
水县习新大道建设工程。

此项工程建成后，公司酱香系列酒
生产基地可直通高速，大大降低物流运
输成本，打破生产物流运输瓶颈，全面提
升通行能力和物流运输能力。

“茅台此举在带动自身发展的同时，
更多体现的是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
企业责任担当，修路能够给当地居民的
出行及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谭浩俊表示。

郭施亮进一步补充道，物流运输成
本的减少预期，叠加渠道改革的不断推
进，均有利于上市公司业绩释放。

眼下，白酒市场渐入消费旺季，不少
分析师密集发布报告，看好白酒企业接
下来的市场表现。

“每年快年底的时候，白酒消费盛行
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也可以说是白酒
市场的一个周期性规律，所以在这样的
情况下，三四季度看好白酒是很正常
的。”江瀚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整个白
酒行业我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看好的
态度，对于后续市场来说，其他的白酒产
品应该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前景，茅台
会具有稳定市场，避免过度炒作的特
点。”

谭浩俊认为，随着春节的临近，贵州
茅台第四季度的业绩有望进一步提升，
且不止茅台一家，整个白酒板块均值得
期待。

前三季净赚超338亿元
贵州茅台多措并举夯实发展基础

本报记者 许 洁

在在线教育机构做班主任是
怎样的工作体验？事实上，“班主
任”也称“在线学习服务师”，已在
今年 7月份成为国家发布的九个
新职业之一。

黄鑫是学而思网校社会化营
销的负责人，她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直播+辅导在线的学习
模式从本质上把‘学’和‘习’分
开，学是学习知识，习是自己的习
得，通过这一‘双师模式’让孩子
们学习的效果能够得到更好的提
升。”

如何打造过硬的团队？

要想深度了解一名班主任的
工作日常，可以去学而思网校的
西安基地走一圈。

据悉，学而思网校西安基地
是学而思网校最早的一批基地之
一，成立于2017年，至今已经有三
年。“三年当中我们从 0到 1，不断
发展。2020年对于互联网教育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学
而 思 网 校 也 得 到 了 飞 速 的 发
展。”学而思网校西安基地幼小
学部负责人禹彪表示。

人才厚度是学而思网校选择
基地落地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安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
城，也是中国高校密度和受高等
教育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截至
2019年末，全市共有高等教育学
校 75所。据禹彪介绍，作为学而
思网校西北地区的辐射点，越来
越多的西安高校应届毕业生将学
而思网校作为人生初次就业的着
陆地。

一个职业从无到有，一个基
地的从小到大，离不开日益完善
的职业体系。学而思网校初中学
部西安负责人赵阳从“选、育、用、
留”四个方面向记者介绍了西安
基地的师资管理情况。

首先，在选聘方面，学而思网
校建立了完善的班主任老师能
力模型，对候选人进行个人专业
功底、稳定性、工作认知、工作态
度等多个维度全面考察，形成了
从招聘、初试、岗前认知培训、复
试、岗后技能培训、入职进阶培
训到最后带班的一整套标准化
流程。

其次，在培育方面，网校非常
注重班主任老师的日常技能培

训，包含办公技能、沟通技能、业
务技能等实用技能培训。

最后，经过严格选聘和多项
扎实培训后，班主任老师开始正
式的带班“任用”之旅。他们将全
面参与直播课程，重点跟踪学员
在网校的学习效果，并与主讲老
师共同优化教学方法、及时跟踪
反馈提升教学质量。课后，班主
任老师还负责在学员班级群内维
护答疑，与家长和学员保持良好
沟通，及时反馈学员学习情况，关
注学员课程规划。

从不被认可到快速壮大

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班主任这个岗位非常锻炼人，不
仅需要对专业知识有了解，还要
能与学员们维护好关系。并且这
个职业群体的规模也很大，通常
能占到在线教育头部机构员工总
数的一半左右。”

但有一种声音认为，与主讲
老师不同，班主任虽然非常重要，
但“存在感低”。

学而思网校西安基地高中学
部负责人马晓清也经历过不被认
可的时刻。“2015年，我刚担任班
主任工作的时候，用四个字形容
就是——质疑和迷茫，质疑首先
来自家长，很多家长不了解网上
授课以及在线班主任老师，当我
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有好几个
家长说，你怎么证明你是学而思
的老师。”马晓清表示：“到了2016
年，情况才有改变，家长对我说，

‘通过你的服务，通过你的答疑，
我们都特别喜欢你’，他们会把同
事的孩子介绍来，一定要报到我
的班里。”

在 2017 年到 2019 年这三年
时间里，整个班主任老师的团队
快速发展，在技术的加持下，马晓
清工作重点向与学员和家长的答
疑、沟通和诊断转变。

“2020年我们拥有了‘在线学
习服务师’这一职位名称，这也是
社会各界对我们的认可。未来的
我们会是什么样？就从我个人的
经历来说，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专
业的学科咨询老师，这个学科咨
询包括了专业方面知识点的讲
解，包括学科政策和未来的方向
等，实现用教育理念激发和引导
孩子的过程，相信社会各界也会
越来越认可在线班主任老师这一
职业。”

走进学而思网校西安基地：

古城新职业
如何从不被了解到快速壮大？

本报记者 李 正

“目前我国的大数据产业，主
要还是以‘BAT’这些互联网巨头
为主，因为这些企业本身已经掌
握了大量数据，再通过与云技术
或其他技术相结合，利用自己的
服务能力将大数据技术进行变
现，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现在纯粹
的大数据企业已经没有了，主要
是与其他产业或技术手段进行结
合。”阿里云MVP马超对《证券日
报》记者如是说。

国际新经济研究院数字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郑磊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及地
方层面对数据使用和保护进行了
立法，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基础上，
对大数据行业发展和企业经营行
为进行了规范，也促使行业整体
实现了快速发展。

据郑磊介绍，从产业链的角
度来看，目前数据资源仍然主要
集中在互联网平台企业，围绕这
些企业形成了大数据应用产业
链。

“所以，目前看到的大数据产
业形态可以分为数字政府、数据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围绕数据丰裕
的大平台构建的应用产业，如此
三箭齐发的发展格局。”郑磊说。

对于未来我国大数据产业的
发展趋势问题，马超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大
数据产业，已经无法单纯依靠获
取数据的能力或数据量的多少来
获得发展优势，未来会更加考验
企业对大数据全技术链或全产品
链的布局能力。

“比如，抖音是阿里云大数据

产品很大的一个客户，每年会支
付超过五十亿元的服务费在大数
据产品方面，像抖音、今日头条这
类公司，虽然他们自身可以获得
的数据量十分庞大，但也还需借
助阿里在大数据全产业链这方面
的技术实力。”马超说。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随
着我国大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
资本市场相关概念板块的上市公
司也表现出了不俗的业绩表现。

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数
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26日，A
股大数据概念板块 235家上市公
司当中，已有 79家预告了 2020年
前三季报业绩。其中，预计报告
期内实现盈利的上市公司数量为
46家、亏损29家、不确定4家。

同时，机构投资者对于大数
据概念板块个股也给予了高度关
注和看好。

数据显示，在上述235家上市
公司当中，近半年以来，获得机构
投资者买入评级的上市公司数量
为105家，其中，启明星辰、东方财
富两家上市公司被超过20家机构
同时给予了买入评级；被 10家—
20家机构给予买入评级的上市公
司数量为 21家；10家以下机构给
予买入评级的有82家。

对于大数据产业未来的投资
方向，郑磊表示，看好其在社会治
理、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应用，大数
据与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的结
合，在政府主导下，都能较快用于
提升数字化社会治理水平。

“同时，赋能制造业也是大数
据产业重点布局方向之一，这一
领域未来可能会有较快发展。”郑
磊说。

大数据产业步入技术融合时代
超20家机构同时看好两公司

本报记者 向炎涛

日前，首钢股份发布 2020年前三季
度业绩报告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 546.86亿元，同比增长 7.73%；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5
亿元，同比增长2.85%。

首钢股份方面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各
行业复工复产，用钢需求和钢材价格均
在稳步回升，其中，汽车用钢在 8月份、9
月份进入旺季，带动公司业绩增长；同
时，公司通过精细化管理，降低成本，并
调整产品结构，发力高端用钢市场，克服
疫情影响，经营业绩逆势增长。

实现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钢铁行业
需求一度骤降，钢材价格快速探底，行业
利润呈下降趋势。二季度末开始，在复
工复产推动下，行业逐步探底回升。

首钢股份方面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公司近年来持续进行产品结构调整，
发力高端用钢市场，重点布局三大战略
性产品：汽车用钢、电工钢、镀锡板。其
中，汽车板方面，公司生产的低碳钢和超
低碳钢板具有良好的冲压性能、焊接性
能以及较高的尺寸精度，广泛应用于各

种汽车零部件。
电工钢方面，首钢迁钢冷轧电工钢

项目是首钢产品升级的标志性项目，全
部生产线采用国内外先进设备，集中了
国内外高端和前沿技术工艺，可规模化
生产全系列电工钢产品，引领精品钢先
进水平，其中电工钢中的冷轧取向硅钢
有着“钢铁王冠上的明珠”之称。

镀锡板方面，首钢京唐公司具备年
产电镀锡产品 50万吨能力，产品定位为
高档食品包装用电镀锡板。拥有先进的
工艺装备、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良好的
服务以及一流的产品研发队伍，具备从
冶炼、热轧、冷轧到涂镀全流程的制造能
力。

“公司苦练内功，不断加大研发投
入，提升产品市场，就是要在高端市场站
稳脚跟。”首钢股份方面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目前，公司不断加大高端产品的
市场推广力度，提升高端产品比重，在高
端市场的口碑逐渐提升，为业绩提供了
很大支撑。今年以来，公司实现了在一
汽丰田的供货突破，巩固在长城汽车第
一供应商的地位，成为沃尔沃在亚太区
域唯一一家DH780+Z供应商，还获得了
上汽大众2019年度优秀供应商入围奖。

除了产品结构的调整，首钢股份还
通过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
首钢股份方面告诉记者，在降本增效方

面，以京唐基地为例，公司着眼全流程、
系统性降本，聚焦协同降本、技术降本、
管理降本等，成立了 17个专项攻关组，
充分发挥铁前“产供研”一体化优势，开
展配煤科研，有序调整入炉结构，大力推
进烧结固废回吃；推进转炉碳氧积攻关，
优化转炉操作，降低渣量消耗；统筹资金
运作，通过供应链金融、低息置换等降低
财务费用，上半年降本增效超过 10 亿
元。

此外，在绿色发展方面，首钢股份迁
钢公司在今年成为全国第一家，也是目
前钢铁行业唯一一家通过全工序超低排
放评估验收的企业。

整合资源做大做优

背靠首钢集团，首钢股份也在借力
集团资源不断发展壮大。根据首钢钢铁
业发展规划，首钢股份将作为首钢集团
在中国境内的钢铁及上游铁矿资源产业
发展、整合的重要平台，最终实现首钢集
团在中国境内的钢铁、上游铁矿资源业
务整体上市。

目前来看，这一进程正在提速。9月
25日，首钢股份发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显示，
上市公司拟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方式购买京投控股持有的京唐公司

11.5094%股权、京国瑞持有的京唐公司
7.6729%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对象为京投控股和京国瑞。目前
这一事项正在推进中。

根据公告，本次交易完成之后，首钢
股份将直接和间接持有京唐公司的股份
比例将达到100%，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上
市公司盈利能力。此外，本次重组募集
配套资金有利于首钢股份改善现金流，
为京唐公司工程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
持。

此前公告显示，首钢股份以其持有
的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2.83%内资股
与首钢集团持有的钢贸公司51%股权进
行置换，置换完成之后，钢贸公司成为首
钢股份控股子公司。钢贸公司持有京唐
公司29.82%股权，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
首钢股份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京唐公司
的股份比例从51%提升至80.82%。

华安证券分析师翁嘉敏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京唐公司盈利能力较强且
具有较高成长性，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
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但
京唐公司的净资产及经营业绩计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
的比例将提升，预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增强。此外，引入
京投控股、京国瑞等战略投资者，将进一
步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降本增效发力高端 首钢股份前三季度营收净利同比双升

本报记者 赵学毅 见习记者 张晓玉

10月26日，康泰医学披露2020年三
季报。公司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11.11亿元，同比增长350.5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5亿元，同
比增长 1208.92%。其中，第三季度共实
现营业收入3.6亿元，同比增长251.3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
亿元，同比增长641.32%。

研发为企业发展之本

作为创业板注册制下的第一批企
业，康泰医学于 8 月 24 日于深交所上
市。此次披露的三季报为康泰医学上市
后发布的首份财报。

对于康泰医学上市后交出的首份
“成绩单”,广州众成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研究部副经理杨雳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谈道：“康泰医学作为
一家专业从事医疗器械的企业，疫情期
间公司红外体温计、血氧类等产品的需
求量激增，带动业绩大幅上升。从过去
三年情况看，公司境外销售收入占比超
过 70%。目前海外疫情依然较为严峻，
公司相关产品仍然有较大需求。”

从康泰医学的产品收入分类构成来

看，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血氧
类、监护类和心电类的销售。2017 年、
2018年和 2019年，血氧类、监护类和心
电类的合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别75.35%、72.16%和73.57%。

从此前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来看，康泰
医学的主营业务毛利率维持在 50%左
右。其中，心电类产品毛利率水平较高，
2017年、2018年、2019年，心电类产品的
毛利率分别为69.49%、62.85%和60.48%。

在知名医疗器械营销培训专家王强
看来，康泰医学业绩主要受疫情影响，其
业绩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外市场，而国内
市场以政府采购为主，在国内市场还没
有进入主流市场即二甲以上的医院，康
泰医学做的是常规类医疗器械，竞争者
众多。

对于康泰医学来说，想要在众多竞
争者中脱颖而出，则需要不断的科技创
新。从近三年财报来看，2017年-2018年，
康泰医学研发费用总体比较平稳，主要为
工资及其他人工成本和折旧及摊销费用
等。2019年较上年研发费用上升617.27
万元，主要是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增长，公
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公司配备的研发人
员由2018年的299人增加至334人，导致
工资及其他人工成本较上年增加。2019
年康泰医学研发投入约4056.75万元，占

公司营收比重约10.48%。

医疗器械市场前景广阔

伴随着全球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医
疗器械行业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根据
Evaluate MedTech的统计，2017年全球医
疗器械销售规模为4050亿美元，2009年-
2017年全球医疗器械销售规模稳步增长，
复合增长率为3.09%。预计该市场规模在
2024年增长至5945亿美元，2017年-2024
年期间将呈现5.6%的复合增长率。

据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医疗器械分会
抽样调查统计，中国医疗器械的市场销
售规模从2006年的仅434亿元迅速增至
2018 年的 5304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
23.19%。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预
测，国内医疗器械市场规模仍将保持相
对较快的增长态势。

深谙医疗器械行业市场空间巨大的
康泰医学，在招股书中表示，2017年-2019
年，公司医疗设备的产能利用率均超过
150%，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司现
有生产能力将难以满足客户订单需求，产
能瓶颈问题突出。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公
司通过上市募集资金，用来医疗设备生产
改扩建项目和智能医疗设备产业研究院项
目，缓解公司产能瓶颈，满足不断增长的市

场需求以及提升自动化水平和产品精度。

预计全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6倍

在披露三季报的同时，康泰医学针对
全年业绩进行了预测。2020年度，公司营
业 收 入 预 计 为 12.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2.7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
计为5.47亿元，同比增长641.95%；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为5.43亿元，同比增长695.33%。

对于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众成医
械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郑珂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伴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由于没有境外
人员的输入以及没有新增本地患者的案
例，对疫情期间所需的血氧类产品、体温
仪等产品的需求量下降了不少。疫情期
间，很多医械企业都生产疫情所需的相
关产品，导致生产医械产品的企业数量
有所增加，同时企业间的同质化产品过
多，会造成产能过剩。

此外，在郑珂看来，“未来随着国内外
的疫情得到控制，国外生产线慢慢复工复
产，以及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也会有所下
降，企业的业绩增长也将有所放缓，企业
对原材料的采购、汇率的变动对产品的销
售、海外市场开拓等增加很多不确定性。”

康泰医学上市后首份财报出炉
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208.92%

聚焦三季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