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长面对面

BB22 2020年12月16日 星期三
NEWS公司新闻

本版主编 于德良 责 编 刘斯会 制 作 董春云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王 鹤

12月 14日，《贵州日报》全文刊发
12月 9日中共贵州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贵州省委
关于制定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贵州“十四五”
规划建议）。

其中，贵州“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
了白酒产业的多项目标：一是稳步发展
优质酒产业，提高白酒产业发展水平，
巩固提升酱香白酒品牌地位；二是持续
打造世界级酱香型白酒产业基地核心
区；三是大力发展世界名酒文化、红色
文化、民族文化等特色旅游带，推动“旅
游+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贵州“十四五”
规划建议指出，要力争将茅台集团（以
下简称“茅台”）打造成省内首家“世界
500强”企业。

“随着贵州酱香酒产区的不断发
展，以赤水河为代表的高品质酱香酒正
在全国快速普及，政府出面来规划产区
发展，有利于提高准入门槛，并且推动
酱香酒品类的价值提升，这对于产区内
企业，以及中国酱香酒发展都至关重
要。”知趣咨询总经理、酒类营销专家
蔡学飞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贵州白酒产业达千亿元级别

好山好水出好酒。贵州是我国酱
香型白酒的主产区，在其境内全长约
150公里的赤水河流域，聚集了以茅台
为引领的多家酱香型白酒企业。

多年以来，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
条件、微生物资源及经久传承的酿造工
艺，贵州赤水河流域的白酒产能居全国
前列，当前，白酒产业已发展成贵州十
大千亿元级工业产业之一。

据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此前发
布的数据，2019年贵州规模以上白酒企
业完成产值 1131 亿元，完成增加值
1089.2亿元，同比增长15.8%。

近年来，贵州省不断将发展白酒产

业圈为重点。2018年，贵州省人民政府
发布的《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十
大千亿级工业产业振兴行动方案的通
知》，指出到 2020年，白酒产量达到 50
万千升，产值达到 1200 亿元；到 2022
年，白酒产量达到80万千升，白酒产值
达到1600亿元。

2020年年初，贵州官方表示，要把
赤水河流域产业带打造成世界酱香酒
的核心区，把茅台集团打造成千亿级世
界一流企业，将贵州白酒产业集群推动
为行业未来发展的风向标。

白酒产业对贵州省当地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茅台集团发
布 的《社 会 责 任 报 告》显 示 ，截 至
2019 年年底，茅台集团实现税收 430
亿元，上缴税收约占全省税收收入总
额的 18%。

谈及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向《证
券日报》记者坦言：“单一个茅台集团，
就占贵州税收收入的近 1/5，所以白酒
产业是贵州省的核心收入来源，这点毫
不夸张，白酒产业对贵州经济发展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将茅台进一步推向世界

酒香不怕巷子深。作为贵州白酒
产业的“领头羊”，茅台的品牌知名度颇
广，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蓬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称，“茅台已
不单纯是一瓶酱香酒，在引领了整个中国
酱香酒的发展之后，茅台更是贵州省的一
张名片，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融资平
台，也是扶贫攻坚的一个排头兵”。

根据此次的贵州“十四五”规划建
议，力争将茅台集团打造成省内首家

“世界500强”企业，则意味着贵州省将
把茅台进一步推向全世界。

朱丹蓬表示，“随着茅台的高速发
展，它步入‘世界500强’的时间节点越
来越近。让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
500强’行列，既体现了大国崛起的战略
意义，也可以让中国的白酒尽快走向世
界，这对于贵州省也好，对于茅台也好，
更多的意义是把整个中国的白酒文化
发扬至全世界。”

2020年，“世界500强”的入围门槛
为 1751亿元，而根据茅台集团今年首
次披露的财报数据，2017年至2019年，
茅台集团营业总收入分别为 662.5 亿
元、869.7亿元、1003.1亿元；2020年1-6
月，茅台集团营业总收入为528.6亿元。

也就意味着，目前茅台集团距离
“世界 500强”仍有一段距离。盘和林
对此强调道：“茅台集团的真正目标不
应该是营收规模有多大，而是要扩展茅
台业务的边界。如今，茅台核心产品依
然是飞天茅台酒，其他品类拓展乏善可
陈。如果可以分层次，多年龄段各有一
个爆款产品，对于茅台未来发展会更加
有利。如果有条件的话，茅台要积极走
向国际化。”

“作为中国白酒的代表品牌，茅台
具备了消费品、奢侈品及金融品三品合
一的特征，市场前景广阔。但茅台目前
主要依靠的是国内消费市场，未来进军

‘世界500强’，茅台不单需要国内消费
市场，可能还涉及茅台酒的国际化发展
问题，应该说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蔡学飞向《证券日报》记者如是说。

贵州省“十四五”将稳步发展优质酒产业
争取将茅台集团打造成“世界500强”

本报记者 苏诗钰

12月 15日，国家统计局召开新闻
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在发布会上表示，11月份进出口形势应
该说还是保持了较快的增长，11月份进
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8%，比上个月加
快了 3.2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了
14.9%，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付凌晖表示，进出口形势保持改
善，首先，中国生产供给的稳定起了重
要作用。随着中国的复工复产，经济运
行的逐步改善，生产的稳定增加是中国
面对外部需求变化的重要支撑点。第
二方面，在疫情冲击下，国外一些供给

受到了影响，中国由于供给的稳定，有
效弥补了全球供应链上的一些堵点和
断点。第三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在稳定
外贸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外贸
的便利化，推动发展外贸的新业态、新
模式，也有助于外贸的稳定。

可以说，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
稳步推进，对稳外贸稳外资作出积极贡
献。《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
告 2020》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19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额从 1.04万亿美元增至 1.34
万亿美元。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
即使是在受疫情影响的今年，前 10个
月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外贸进

出口总额合计 7.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在中国外贸中的占比提升至
29.2%。

《证 券 日 报》记 者 据 东 方 财 富
Choice 数据统计，在上市公司披露的
2019年年报中，有1008家提及“一带一
路”，较多上市公司搭车“一带一路”开
展境外业务，实现业绩高增。有 2581
家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了去年我国港澳
台及境外业务收入情况，涉及金额规模
达 56502.11亿元，而 2016年 2308家上
市公司披露其规模则为29893.49亿元。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叶银丹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
三五”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要

进展和明显成效。新“三驾马车”作为
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有效拉动上市
公司经营业绩、促进上市公司转型发
展。未来，上市公司应抓住我国经济驱
动力转换的机遇，加快自身在产品研
发、设计、生产等方面的转型，积极拓展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国新未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

长徐光瑞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上市公司的市场不仅在业态领
域上逐步拓宽，也在地域范围上持续扩
展，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
外贸易、投资持续增加。“一带一路”建
设为我国和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
的机遇，实现了优势互补、共建共赢。

11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7.8%
上市公司参与“一带一路”实现业绩高增长

本报记者 赵子强

12月 15日，沪指继续窄幅震荡，
家电行业（东方财富分类）则呈低开
高走之势，突破 60 日均线和 5 日均
线。截至周二收盘，家电行业指数报
14092.49点，涨幅0.92%，居东方财富
行业涨幅首位，成交额达 148.11 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放量25.19%。

个股方面，行业55只交易中的个
股有 34只上涨，其中，长虹美菱和彩
虹集团涨停报收，此外，尚有包括小
熊电器（6.28%）、惠而浦（5.61%）、澳
柯玛（5.18%）等在内的 11 只个股涨
幅均超 2%。此外，统计显示，近 1个
月以来，有 8家公司接待了包括基金
公司、证券公司、海外机构、私募、保
险公司等在内的98家机构调研。

对于家电行业的走强，私募排排
网资深研究员刘有华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家电行业股价
上涨是因为量价齐升，内需复苏明
显，带动家电行业业绩提升。短期来
看，国内疫情缓解、竣工后周期带来的
需求复苏、政府加码家电换新等都对
家电板块有明显的提振作用，刺激家
电行业持续发力。长期来看，直播带
货为家电销售扩充了新的销售模式，
城镇化进程给家电行业带来了长期的
增量，另外就是定制化、健康化的追求
催生了行业的产品迭代创新，还有
RCEP的签署有利于国内家电企业抢
占东南亚和RCEP区域市场份额。

奶酪基金经理庄宏东从三个角
度分析了家电行业的向好趋势。首
先，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彩电和冰箱
洗衣机处于成熟后期，进入存量竞争
的市场，空调、厨电、小家电等处于成
长期，保有量仍有提升空间。作为地
产后周期行业，尽管 2017年-2019年
竣工持续低谷，但期间销售业绩明显
正增长。第二，中长期看，房地产竣
工高峰滞后开工高峰 2年-3年，预计
2021年-2022年是竣工高峰。家电行
业有望受益地产竣工高峰。第三，从
出口的逻辑看，从 2020 年 6 月份开
始，各类家电出口呈现高速增长态
势。例如冰柜6月份出口同比增幅超
过 20%，而到 8月份、9月份增速已超
过 60%。部分龙头家电品牌，明后年
在外销领域有望取得进一步发展。
看好处于复苏通道中家电板块未来
的表现，细分来看更看好空调、厨电、
小家电等行业。

“家电行业尤其是以空调、冰箱、

洗衣机为代表的白电，在机构看来是
模式好、竞争格局稳定、现金流好、业
绩增长可持续性很高的优质赛道。
以格力、美的为代表的家电企业不仅
是外资的重仓股也是国内机构投资
者重仓品种，在疫情背景同时全球大
放水的情况下得到资金的青睐是很
正常的。”冬拓投资基金经理王春秀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机构看好的同时，场内资金也积
极布局，据记者通过东方财富统计显
示，周二家电行业股合计大单净买入
资金达1.15亿元，28只个股呈流入态
势，占比50.91%，其中，有包括美的集
团（2.81 亿元）、彩虹集团（9884 万
元）、长虹美菱（8822万元）等在内的
10 只个股大单买入额均超 1000 万
元，合计6.19亿元。

龙虎榜数据也显示出部分家电股
近期的净买入特征。统计显示，截至
12月 15日，近 5日来有 7只家电行业
股现身龙虎榜，上榜营业部或账户净
买入金额分别为：长虹美菱（4017.17
万元）、亿田智能（2034.75万元）、天际
股份（1946.27万元）、彩虹集团（894.00
万元）、ST圣莱（264.48万元）。

大单资金和龙虎榜数据一定程
度上能反映机构资金的动向，同时，
从机构调研的角度看也能发现机构
对部分家电公司的关注。统计显示，
近 1个月以来，有 8家公司接待了包
括基金公司、证券公司、海外机构、阳
光私募、保险公司、QFII等在内的 98
家机构调研，其中，兆驰股份（44家）、
美的集团（18家）、三花智控（12家）等
3 家公司期间接待调研机构均超 8
家，新宝股份、浙江美大、奥普家居、
奥佳华、万和电气等公司也均接待了
超3家机构的调研。

对于家电行业的投资布局，信达
证券重点推荐三类子板块。1.白电
板块：积极关注龙头美的集团、海尔
智家；关注正在进行渠道改革及治理
的格力电器。2.小家电板块：积极关
注经营能力强、品牌差异化的小熊电
器，以及充分受益于全球代工份额提
升和摩飞自主品牌快速成长的新宝
股份。3.厨电板块：积极关注集成灶
龙头浙江美大，以及受益于地产景气
度回暖的老板电器。

中银证券建议关注估值分位较
低或经营环比改善的标的：格力电
器、海尔智家、美的集团、老板电器、
小熊电器、石头科技、浙江美大、华帝
股份。

家电行业站上复苏优质赛道
近百家机构扎堆调研8家公司

本报记者 矫 月

近日，顺利办董事长彭聪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数字化不仅
仅是在我们企业应用，而是在全国或者
是全世界应用，这是不可逆的。”

踩数字化风口

“现在人的数字化进程可以说已经
基本完成了。每个人在互联网公司的
数据画像都已经很成熟了，比如我们
早上从哪到哪？吃的什么？晚上坐
的什么交通工具回家，经常喜欢去哪
个网站等等？这些都有数据记录。”
彭聪向记者分析道：“但是企业的数
字化其实还没完成，未来企业也都是
数字化的，因为现在互联网已经变成
一个基础设施了，比如我们办公不一
定要在办公室，拉个微信群，就可以
把很多问题给解决掉，所以，数字化
其实正在进行，这对企业的发展将会
有更好的帮助。”

彭聪向记者举例称：“如果企业还
是传统的企业，我们的服务压力会很
大。如果我们是纯线下公司，将因为没
有数字化，双方说什么事都没法传，那
么，我就得去当地店铺，帮忙记账，帮忙
招人，还得拿个单子对一下，这都是因

为没有数字化。但有了数字化，这些过
程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完成，所以说数字
化已经变成相互沟通所需的基础设
施。”

据了解，顺利办是率先推出企业服
务互联网化的企业，公司构建了“线上+
线下”一体联动的企业服务平台，线上
依靠公司自主研发的办+、管+、精算+、
政务+、行业+等生态网络服务平台，实
现规模化销售获客、专业化业务流程、
规范化服务监管的功能，线下依靠全国
百城千店的布局，形成了直接触达用户
的庞大网络。

彭聪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道：
“顺利办的定位便是基于物联网、人联
网、车联网场景下，提供人财物税事相
关的服务。”

“顺利办是给企业提供服务、给政
府产业定位的企业，有着税务基因的公
司主要是围绕税收服务展开业务的。”
彭聪向记者说道：“顺利办围绕税收服
务展开的业务可以抽象为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基于商品流通的物联
网。当前传统的贸易模式正在被新型
的数字经济和贸易模式所取代，常见的
场景如打车、买菜、购物等都已经是非
常成熟的数字化贸易模式，这些新场景
下，消费支付方式的变化影响税收。”

“通过对平台的管理，对交易数据

进行留存，在新的贸易和消费逻辑下，
顺利办会跟踪会追溯到中国 33个大行
业的全品类商品从原材料、到生产加
工、到销售各个环节的资金流动，通过
为全产业链上的关联企业做财税合规
咨询方案以及基础托管服务，沉淀海量
的数据，将数据分析反馈给企业或者传
递至政府，协助政府做好产业定位。”

彭聪认为，未来，税收和保障的对
等将是趋势。“顺利办的视角是企业在
任何环节都会有交易，交易过程中产生
的数据会变成企业和自然人的标签，企
业及个人的税收合规就非常必需，为14
亿自然人+1.2亿经营主体的合规税收
提供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

预计人联网将有更大增长空间

在彭聪看来，未来的发展重点将在
人联网这一业务上。“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的关系由雇佣关系正在向合作关系
转变，合作关系的劳动者通过中介机构
代缴五险一金并实现完税的诉求急剧
增大，目前我国这类劳动者占据总劳动
者的比例约 4%，对标日本同一数据高
达40%以上，预计未来将有更大的增长
空间。”

“公司在人联网这块收入比较高，
我们通过做合规插件平台，向每日优

鲜、美团等合作平台发行这个插件，顺
利办负责给每日优鲜、美团去派发人员
的工资，这样我们的收入会随着合作平
台业务量增加而增长。”彭聪如是说。

“人联网这一业务涉及 14亿人，其
市场空间足够大。”彭聪向记者举例道：

“如果有大学的教授想要在外边兼职，
或有医生想在其他地方兼职的话，他们
都会需要一个平台去实现完税，而我们
如果能建立好这个平台的话，可以让他
们更加合规的交税并获得合法收入。”

据了解，为了扩大人联网业务，顺
利办开始与民生银行合作。

彭聪向记者介绍道：“在民生银行
的软件里会有个按钮，就是‘我要完
税’，如果有大学教授兼职给人讲课获
得10万元的酬劳，而没完税的话，则算
是非法所得，如果他主动在银行软件上
点了‘我要完税’，那么，国家将会按照
讲课所得给他核定一个税率，交税后讲
课费用就变成合法所得，同时还能拿到
完成证明，其实这个需求还是蛮大的。”

事实上，在彭聪对未来的设想中，
顺利办面对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闪送、
美团等平台，公司还在酝酿一个可以为
人们提供兼职机会的平台。

彭聪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站在
数字化的风口上，顺利办的未来有着很
大的成长空间。

顺利办董事长彭聪：

为企业提供人财物税等数字化服务

本报记者 李 正

作为实现环保节能居住环境的
重要组成部分，智能家居产业近年来
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包括小米、海尔、
美的等众多家居产业头部公司纷纷
投身其中，深入挖掘消费需求及市场
潜力。

虽然近年来随着消费者需求持
续提高以及诸多巨头的加入，智能家
居市场供需两端持续增长，但中国智
能家居行业出货量却在 2020年出现
了负增长。国际数据公司(IDC)于近
日发布的《IDC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市
场季度跟踪报告》（以下简称“跟踪报
告”）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
家居设备市场出货量约5112万台，同
比下降2.5%。

IDC方面表示，第三季度智能家
居市场出货量下滑，主要是由于智能
音箱和家庭视频娱乐设备出货量下
降，其中，智能音箱出货量约 829 万
台，同比下降14.7%；家庭视频娱乐设
备 出 货 量 约 1238 万 台 ，同 比 下 降
19.9%。同时，上游元器件短缺也是
一项重要原因。

对于出货量负增长问题，中国家
居设计互联网战略专家、小伙伴产业
服务机构创始人兼CEO王建国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造成
今年第三季度智能家居设备出货量
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
消费者购买欲望及购买能力下降，需
求降低导致供需两端“双疲软”现象。

通信高级工程师、战略规划专家
杨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智能家
居第三季度出货量下降的主要的原
因是供应链的产能不足所造成的，比
如目前面板、芯片的产能不足，对智
能家居产品的出货带来比较严重的
影响；次要原因是第三季度处于消费
间隙期，即“6·18”和“双11”这两个节
点之间，消费者购买欲望不足，导致
智能家居产品消费端出现疲软。

据 IDC发布的跟踪报告，按市场
份额来看，小米以 16.3%的占比位列

第一；美的 11.3%，位列第二；海尔
9.8%，位列第三；其他品牌占据着其
余62.7%的市场份额。

对此，王建国认为，上述三个品
牌之所以能杀出重围，是因为其属于
用户基数庞大的互联网或传统品牌，
具有深厚品牌消费群众基础。

“这些头部品牌基本都是走高性
价比路线，更能推进年轻人的‘潮流
消费’，对智能家居了解不多但愿意
尝试的‘小白用户’吸引力更强，而其
他品牌虽然有可能在落地集成（系统
工程）或大型渠道定制（比如房地产
开发商的定制化产品）方面有一定优
势，但在用户技术和消费门槛（客单
价）等方面，被上述三个品牌甩开了
较远距离。”王建国说。

对于 IDC方面提到的智能家居产
业链上游的芯片供给乏力问题，杨波认
为，智能家居产业很难出现像华为面临
芯片限制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由于智能
家居所需的芯片制程要求不高。

“华为智慧屏的芯片也只是28nm
工艺的，更何况其他低端智能家居产
品。所以智能家居的芯片门槛并不
高。最近格兰仕都推出了自己的
RISC-V 架构智能家居芯片，所以我
认为智能家居的芯片只会是产能问
题，不太会有智能手机那种芯片瓶颈
存在。”杨波说。

此外，虽然从市场供需来看，智
能家居产业第三季度出现了疲软的
现象，但是机构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
智能家居板块的评价依然乐观。

东方财富 Choice 金融终端数据
显示，截至 12月 15日，121只智能家
居概念板块中，共有71只个股在半年
内获得过机构投资者给予的买入评
级。从整体来看，6家公司获超过 20
家机构给予买入评级；10家-20家机
构给予买入评级的有 11 家公司；10
家以下机构给予买入评级的共有 54
家公司。 按机构投资者数量来
看，给予买入评级机构家数靠前的个
股有：歌尔股份（26家）、美的集团（24
家）、格力电器（23家）等。

消费需求疲软 供应链产能不足
智能家居市场第三季度出货量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