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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丁辛醇价格飙升。据生
意社数据显示，国内辛醇产品在 2021
年 2月 18日最低报价 11300元/吨，24
日最低报价 16200元/吨，最高报价达
到17000元/吨，短短一周，价格跳涨超
过50%！

国内正丁醇产品在2021年2月18
日最低报价 10300元/吨，24日最低报
价 14700 元/吨，最高报价达到 15500
元/吨，最高涨幅同样超过50%！

而且，相较于 2020年 9月份 7089
元/吨的均价，丁辛醇产品的价格涨幅
已经超过了 130%。在A 股上市公司
中，具有大量丁辛醇产能的企业，业绩
剧增可期。其中，拥有 25万吨产能的
诚志股份价值被低估，未来上升空间
更大。

丁辛醇一路高涨
三大因素强力支撑

因为丁醇和辛醇可在一套装置中
同时产出，因此习惯上把丁醇和辛醇
并称为丁辛醇。丁醇主要用于树脂、
油漆、粘接剂和增塑剂等产品的生产；
辛醇被大量用于油漆、涂料、照相、造
纸、纺织等行业，同时还是 PVC（聚氯
乙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增塑剂的上
游原料。

此次丁辛醇产品价格的一路上涨
并非是从农历新年后才开始。丁辛醇
的价格早在2020年4月份就开始触底
反弹，并在7000元/吨上下波动了一段
时间。2020年第四季度，丁辛醇价格
开始大幅上扬，辛醇价格涨至 12000

元/吨，正丁醇价格涨至 9350元/吨，涨
幅分别达到了45%和64%。进入2021
年，丁辛醇价格在小幅下挫后，就是开
始了牛年大涨。

丁辛醇市场的异常火爆，有三大
因素的影响最为突出。

首先，原油价格的上涨带动了下
游化学品价格上涨。进入 2021 年，
WTI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由 48.42美元/
桶涨至 62.30 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期
货价格也涨至 65.37 美元/桶，引起下
游石油衍生品类的化学品价格普遍
上涨。

其次，全球丁辛醇产能供应下降
导致丁辛醇价格上行。拥有美国 90%
丁辛醇产能的墨西哥湾地区遭遇极端
严寒风暴，至少有 2套丁辛醇装置减
产、2600万吨（67%）乙烯产能和 1100
万吨（50%）丙烯产能处于停产状态，直
接导致了丁辛醇产品供应紧张；同时，
国内外一些丁辛醇生产装置在去年第
四季度停车检修，中海壳牌、天津渤化
永利等企业计划在第一、第二季度进
行检修，进一步加剧了丁辛醇产品供
应紧张的气氛。

第三，丁辛醇下游需求强劲。受
全球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PVC手套
厂商自2020年初即处于满负荷甚至超
负荷运行状态，很多订单已经排到
2021年 5月份之后。受此影响，作为
PVC原材料的DOP（邻苯二甲酸二辛
酯）和DOTP（对苯二甲酸二辛酯）的需
求持续处于高位，这也使DOP和DOTP
的原材料辛醇的需求旺盛。而正丁醇
受到下游丙烯酸酯需求极大的影响，

其市场表现也同样火热。

顺周期之下
诚志股份业绩可期

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化工板
块已成为投资者关注重点，其中拥有
极好市场表现的丁辛醇生产企业成为
了重中之重。

据了解，目前的A股市场上，诚志
股份（000990）、万华化学、鲁西化工、
华昌化工、华鲁恒升等都具备丁辛醇
产能。其中，前期涨幅较大、丁辛醇占
比较小的万华化学、华鲁恒升在急升
后回调（两股疫情以来最大涨幅分别
为 299.41%和 262.62%，均创历史新
高）；鲁西化工、诚志股份、华昌化工仍
保持上行状态，10个交易日内最大涨
幅分别为 51.46%、25.09%、71.60%，诚
志股份无论在涨幅还是在丁辛醇占
比、PB估值方面，都有巨大的潜力可
挖。诚志股份拥有更大的产能、更有
弹性的业绩增长、更低的市场估值而
受关注不多，预期未来表现还有极大
发挥空间。

诚志股份的子公司南京诚志清洁
能源有限公司拥有丁辛醇产能 25 万
吨，同时还生产和经营氢气、一氧化碳
多种气体、联产甲醇、烯烃等产品，其
产品主要供应南京江北新区及周边企
业。根据诚志股份2019年年度报告显
示，2018年和 2019年，化工产品收入
分别占诚志股份总收入的 82.68%和
87.61%，是诚志股份最主要的收入和
利润来源。

据了解，诚志股份子公司南京诚
志和诚志永清已于去年完成年度检修
任务，2020年 5月份后MTO项目一直
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目前各产品均
满产满销。与此同时，诚志股份煤制
乙烯生产装置因为以煤炭为原材料，
在原料端受到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较
小，这也让诚志股份成为此轮丁辛醇
价格暴涨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根据公开材料，诚志股份 2020年
第三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达到 2.45亿元。在 2020年 8月份，市
场上乙烯价格为4400元/吨、丁醇价格
为 6900 元/吨，原料甲醇价格为 1600
元/吨。而目前，乙烯价格上涨至 7700
元/吨，辛醇价格已经上涨至 16500元/
吨，原料甲醇价格为2300元/吨。辛醇
价格已经上涨至十年新高的16500元/
吨，较去年三季度价格提升 1倍有余；
乙烯和丙烯价格创下2019年下半年以
来新高，较去年三季度价格提升近
20%；丁二烯价格也从去年低谷回升，
较去年三季度价格提升超过 60%。不
难看出，南京诚志MTO装置仅丁辛醇
和乙烯两种产品就能在这段涨价期创
造巨额利润。

除此之外，诚志永清 60万吨MTO
装置可产乙烯 27.8万吨、丙烯 29.6万
吨、丁二烯11万吨。综合来看，诚志股
份石化产品能力近 97.9万吨/年（外销
80.4万吨）。

而在市场方面，从节前开始的化
工品涨价潮一直延续到了节后，除了
丁辛醇表现抢眼外，乙烯和丙烯价格
都略有涨幅。而由于全球甲醇产能严

重过剩、煤炭价格继续上扬可能性很
小，原料甲醇的价格大概率在1900元/
吨～2300 元/吨波动，综上分析，诚志
股份 2021 年业绩将惊艳投资者的眼
球。

产业结构
助力诚志股份稳中进取

2021年伊始，化工行业就一扫最
近几年的不顺，持续上扬。春节长假
结束后，A股整体高开低走，然而化工
板块却跳出大盘，继续一路飘红。部
分主要投向化工板块的基金也是涨幅
明显，5 支化工相关基金涨幅超过
30%，业绩排名前 10的基金中，有 9支
的核心股票涉及化工板块。正是化工
品价格的持续走高，让化工板的股票
以及相关基金备受青睐。

和丁辛醇一样，很多化学品此轮
的价格上涨都和原油有分不开的关
系。考虑到货币政策、欧佩克持续减
产以及美国页岩油减产停产等因素。
高盛预计，布伦特原油价格在今年第
三季度会上涨至 75美元/桶，WTI原油
将在 2021年和 2022年分别上调至 66
美元/桶和 67美元/桶。原材料价格的
坚挺还将继续拉动化工品价格上扬。

化工行业专家以及多位公募机构
行业研究员表示，全球疫情也是化学
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因素之一。自2020
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我国防疫工作取
得突出成果，各行业纷纷全面复工复
产，化工板块的市场需求持续增加。
再加上全球其他国家疫情不见好转、

一直反复，很多装置减产停产，刺激了
国内化学品出口。而根据目前全球疫
情控制情况等因素来看，我国化工企
业的运行还会继续向好，本轮化工板
块的向上周期仍未结束。

除此之外，由于近几年大宗化学
品的利润率不断下滑，不少投资者纷
纷推出。随着当前下游需求的不断上
升，供需关系的改变也让化学品价格
得到拉涨。

化工行业如此发展势头，更是让
产品结构、区位优势明显的诚志股份
拥有了持续盈利的实力。诚志股份子
公司南京诚志和诚志永清位于江苏省
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产品主要供
应南京江北新区及周边企业，有较为
固定的客户群体。此外，其可以根据
市场情况迅速调整产品结构的“柔性
生产”模式在行业中具有较高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诚志依托
CTG（煤制气）和MTO（甲醇制烯烃），
纵向上不断探索延伸烯烃产业链和高
附加值化工新材料，2020年，南京诚志
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签署技
术研发协议，合作开发全新煤基己二
腈技术，该技术对打破长期以来国外
对该产品的长期垄断具有长远意义。

同时在横向上，诚志股份利用现
有的氢气产能切入氢能产业，2019年，
诚志股份与AP（中国）签署合同，共同
设立诚志空气产品氢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目前该公司首座加氢站项目已落
户江苏常熟。“纵横结合”的发展方式
将更有利于提高诚志股份的盈利能力
和主动防御行业周期的能力。 （CIS）

丁辛醇价格飙升 诚志股份业绩可期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张文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市场空间巨
大。近年来,随着农业规模化和行业整
合进程加速，A股陆续出现了几家千亿
元市值企业，以水产饲料起家的海大集
团就是其中一员。

2020年以来，海大接受了上百家机
构的密集调研，总市值不断攀升。根据
wind数据，截至2月25日收盘，公司股价
较2009年上市首日涨13倍，市盈率接近
51倍，远高于申万饲料行业16倍的平均
市盈率。

一直以来，农业被视为“看天吃饭”
的周期行业，海大所属的饲料行业也较
为“接地气”，向来不是资本趋之若鹜的
板块，为何公司能获得市场如此的青睐？

对此，海大集团董秘黄志健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称，“公司一
直专注饲料主业，在产业链上布局看似
广泛，核心只有一点，就是始终围绕养殖
户的需求，为其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他说，“把时间拉长看，过去十年公司业
绩复合增长率一直维持在 20%以上，享
有好估值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

水产饲料起家
业绩维持高增速

日前，记者驱车来到海大旗下的大
川饲料厂，该厂位于广州南沙区西樵水
道的码头边，水运交通便利，是公司在广
东投产最早的工厂之一。

大川饲料厂李主任介绍称，“这里在
产饲料品类丰富，猪、鱼、鸭、鹅饲料等均
有覆盖，日产量在 1200吨左右。原材料
方面，以猪饲料为例，玉米、豆粕占比七
八成。之所以沿河建厂，也是考虑到船
运相对便宜，能够大大降低上述原材料
的运输成本。”

据介绍，海大旗下类似于大川这样
的饲料加工厂，广东还有几十家，全国范
围内更是数不胜数。正是依托着这样一
家家加工厂，2020年海大实现饲料销量
约1470万吨，市占率位列全国前五。

值得一提的是，海大水产饲料的规
模一直位于行业第一。资料显示，公司
1998年从水产预混料起家，之后进入水
产配合饲料、虾料、膨化料领域，2011年
水产饲料做到全国第一。

在水产饲料领域沉淀多年后，海大
又将目光投向了畜禽饲料。2009 年-
2019年，公司畜禽配合饲料销量从 105
万吨大幅攀升至近 880万吨，年复合增
长率为23.72%。

与饲料规模一同发展壮大的还有海
大的市值，2020年年中，公司一举突破千
亿元市值大关。股价增长的背后，离不
开优良业绩做支撑。2009年-2019年，
公司营业收入从 52.50亿元涨至 476.13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24.67%；净利润
从1.55亿元涨至16.49亿元，年复合增长
率为26.67%。此外，近三年公司ROE始
终维持在 20%左右，展现出良好的长期

盈利能力。
2020年，海大也不出意料地交出了

一份令投资者满意的“答卷”。根据业绩
快报，2020年公司实现营收约 604.84亿
元，同比增长 27.03%，归母净利润为
25.00亿元，同比增长51.61%。

行业利润微薄
用研发打造竞争壁垒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饲料行业准
入门槛较低，产能严重过剩。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下，行业普遍采用成本加成（原
材料+加工费）的定价模式，中小企业举
步维艰。数据显示，饲料企业数量已由
2010 年的 1 万多家骤减到 2019 年的
5000多家，行业集中度正在加速提升。

一般而言，水产饲料的毛利率要远
高于畜牧饲料。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
海大的竞争优势在于，公司从水产饲料
起家，经过几十年的摸索，积累了先进的
技术和经验，其高档水产料毛利率常年
维持在20%左右。

此外，为增强产品竞争力，公司还在
持续地调整和优化饲料结构，虾特料、鹅
料等高毛利的饲料产品越来越多。2009
年-2019年，公司饲料业务的毛利率从
8%上升至11%。

2020年下半年起，作为饲料行业重
要原料的玉米、豆粕等大宗商品价格一
路走高。但从海大三季报披露的数据来
看，公司业绩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成本控制能力的背后，是配方和采
购的前瞻性。据介绍，一方面，海大集团
建立了庞大的动物营养需求数据库，储
存多种原材料配方技术。原材料价格剧
烈波动时，公司会在保证养殖效果不变
的同时，通过调整饲料配方来获得成本
优势。

另一方面，公司实时跟踪国内外大
宗原材料的行情走势，通过期现结合方
式进行原材料采购，有效地降低了采购
环节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无论是高毛利产品的推陈出新，还
是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背后都离不开
海大对研发的重视。数据显示，2009年-
2019年，公司的研发费用从2434.42万元
大幅提升至 4.16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
过30%。

全产业链布局
饲料主业仍有广阔天地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饲料行业正
面临着一个大发展、大竞争、大淘汰的格
局。为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多
的饲料企业开始涉足养殖、兽药、动保领
域，“混业经营”现象十分突出，海大也不
例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大产业链
发展的基本策略是专业化基础上的规模
化，核心竞争力基础上的产业链延伸。
公司以饲料为核心，同时积极发展动保、
种苗、养殖、食品加工等业务，构建起“从

田园到餐桌”全产业链上的综合竞争能
力。

在猪周期的背景下，养殖业务已成
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据介绍，海大
的生猪养殖以“公司+农户”的模式为主，
公司与农户主商定主要技术要求后，由
农户主完成养殖过程，公司回收成品对
外销售。

黄志健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公司
拓展养殖业务，整体逻辑还是希望能为
养殖户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他表示，

“一方面，养殖业行业空间大，投资收益
率高，我们已经具备饲料、苗种、动保等
方面的核心技术，发展养殖是水到渠成
的事；另一方面，只有自己做了养殖，对
下游需求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反过来才
能更好地服务饲料主业。”

在上述产业链各项业务中，动保增
速较快，且毛利率最高。2009年-2019
年，动保产品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接
近 40%。根据 2020年中报，动保产品销
售毛利率高达 54.22%，而公司饲料销售
毛利率仅为11.82%。

据黄志健介绍，动保是海大未来战
略核心板块。公司看好动保板块后续的
发展，会根据市场需要和行业成长做持
续性的资源配置。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人均肉类消
费量稳步增长，下游规模化养殖程度提
升，工业饲料的普及率将持续提升，饲料
行业仍具备高景气。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统计数据也显
示，2019年我国肉禽料、猪料、水产料各
品种的工业饲料普及率分别为 90%、
75%、25%。对标肉禽料，预计未来我国
水产料的普及率可达 90%，水产饲料行
业还有3.6倍的增长空间。

“长远来看，饲料仍是海大最核心的
业务，其他业务与饲料主业形成协同效
应，使公司经营更具韧性。”黄志健表示，
未来公司还希望成为食材供应商，保证
肉食是安全健康、可追溯的，为千家万户

提供健康食品。

让养殖户见到成效
服务成获客“重要抓手”

饲料产品力强是基础，但更重要的
是让养殖户能真正见到成效。海大董事
长薛华是科班出身，在水产营养科研领
域积淀深厚，他一直倡导公司向服务型
企业转型。

2006年，公司率先提出向养殖户提
供全面的技术服务。黄志健告诉记者，

“我们一开始提出要做服务，很多同行都
没法理解，饲料行业利润已经非常微薄
了，这是在做赔本买卖。但当时公司的
出发点很简单，就是与养殖户共同盈
利。”

经过多年深耕，公司现有 8000多人
的服务营销团队深入到养殖场，确保客
户养殖成功率，大大提升了客户认可度
和黏性。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于饲料主业广
泛的客户基础，公司在提供技术服务的
同时，也将公司种苗、动保等高经济附
加值业务作为一揽子的产品打包出去。
黄志健坦言，“饲料就占养殖成本的七
八成，养殖户用了我们的饲料和技术服
务，选择公司的种苗和动保是自然而然
的事情。”

在向服务型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
中，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显得尤为重要。
资料显示，依据不同阶段发展需求，海大
先后在 2011年、2015年和 2017年推出 3
期激励计划，合计激励股份总数达 8460
万股；此外，公司还于 2014年、2017年、
2018 年和 2019 年推出 4 次员工持股计
划，持股数量合计达4492万股。

“对外为客户创造价值，对内也要为
员工创造价值。我们注重企业文化的建
设，愿意与员工分享公司成长，这是推动
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黄志
健说。

海大集团十年复合增长率达20%
用研发实力打造竞争壁垒

上市公司寻龙记

本报记者 李 文
见习记者 余俊毅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2021年的
银行春季校园招聘也陆续展开。银
行春季招聘是各大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每年
年初针对应届毕业生展开的招聘活
动。在今年春季的校招、社招中，复
合型金融科技人才依旧是各银行最
青睐的招聘对象。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银行
业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
科研投入，不断加强优秀人才储
备。同时银行招聘的人才需要各种
专业背景的人才，不再局限于金融
和经济类专业。特别是最近几年银
行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显著上升，
既懂科技又懂金融、视野开阔、综合
素质较高的人才才是日后银行招聘
的主要需求。

警惕“付费内推”等虚假信息

《证券日报》记者发现，近期已
经有不少银行展开了春招活动，这
其中大多数为地方银行。据记者不
完全统计，目前已经宁波银行、兰州
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泸州银
行、湖北银行、九江银行、桂林银行、
北京银行等多家地方银行提前发出
了招聘启事。同时，银行加大了校
招宣传力度，其中金融科技类的岗
位最受热捧。

某银行从业人士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往往银行的春季校园招
聘是对秋季校园招聘的补招，秋招
人员没有招满、或者年后有离职人
员，银行就需要再招一批人才填补
空缺。从以往经历来看，银行在春
招时每个岗位的招聘人数都屈指可
数，而且部分名额会从此前的优秀
实习生中挑选。”

据了解，银行春招考试简章发
布一般在 1月份-3月份，3月份-5
月份进行笔试和面试工作。大部分
银行笔试时间集中在 3月中下旬到
4月中旬，笔试时间一般在网申截止
一周后进行。记者发现，今年银行
春招的考试内容和去年秋招大致相
同，均考察EPI、英语、专业知识等。

不过，记者注意到，有部分平台
内相继出现“付费内推”的招聘消
息，对此，多家银行均做出表示，内
推实习机会、校园招聘直通等虚假
信息屡次出现，并以提供笔面试辅
导、推荐实习及全职工作机会为由，
向求职者索取相关费用，请有应聘
意向的候选人保持警惕，谨防上当
受骗。

复合型科技人才需求成趋势

随着近几年金融科技的迅速发
展和不断受到重视，传统银行向科
技赋能金融机构的转型也已成为主

流趋势，复合型科技人才无疑成为
各金融机构抢夺的“香饽饽”。

从去年银行的秋季校招和今年
初的春招情况来看，银行对于金融科
技类人才求贤若渴，除了总行对金融
科技人才青睐有加之外，其旗下金融
科技子公司也在广招“贤才”。从规
模来看，国有六大行去年秋招规模较
之前也有明显提升。从去年公开招
聘信息来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
国银行、农业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去年
秋招计划招聘总计超6万人，且去年
秋季校园招聘较往年提前。

记者注意到，今年春招不少银
行对求职者专业不再局限于金融、经
济学等专业。如江苏银行对总行
FinTech培养生的专业要求为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信息与
通信、信息管理、机械工程、控制科学
与工程、物联网工程、金融工程、数
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IT 相关专
业；对分行、子公司专业要求则为经
济学、法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计算
机等各类专业。

除校招之外，也有不少银行展
开了春季社招。比如农业银行数据
中心与研发中心发布的 2021 年社
招启事中显示，研发中心开放岗位
主要针对软件研发类、前沿技术类、
技术管理类、信息安全类等方向。
而数据中心 2021 年社招岗均为信
息技术工程师岗，包括资深、高级信
息技术工程师岗。再比如中信银
行，该行大数据中心发布了众多社
招岗位，包括 IT系统开发岗、IT系统
开发岗、数据挖掘岗、数据增长产品
经理等众多计算机运维岗位。

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银行偏好科
技类和理工类专业人才，一方面是
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
科技创新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将发挥
更大的作用，银行业在服务实体经
济过程中需要以增加对科技的理解
为基础，更好的研判行业发展趋势，
做好风险管理；另一方面是银行提
高自身运营效率的需要。金融科技
发展趋势明显，银行业提升自身运
营效率也需要更多的强化科技投
入，通过科技手段提升运营效率，也
需要董科技的人才加入。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
主任李广子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银行本来就属于技术密
集型行业，银行的运营需要有先进的
科技系统作为支撑，对技术人才的需
求一直比较高。近年来银行对复合
型人才的重视与金融科技的蓬勃发
展不无关系，大量新技术被用于对传
统业务流程、产品和业务模式等进行
改造，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作为支
撑。这种趋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将会
持续。从总体趋势上看，银行对科技
人才的需求会有一个边界，金融等方
面的人才仍是银行的基础，未来不同
银行对科技人才的需求会因为自身
的业务特点而存在差异。

金融科技人才最受青睐
银行提醒警惕“付费内推”

图为海大集团饲料生产车间一角 张文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