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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9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24.56%至4.07亿
元后，2020年，周黑鸭净利润持续下滑62.69%至1.51
亿元。不过，与2020年上半年净亏损0.42亿元不同，
周黑鸭下半年恢复盈利，最终实现了全年盈利。

对于业绩下滑，周黑鸭称，受疫情影响严重。值
得注意的是，《证券日报》记者梳理2018年—2020年
财报发现，与周黑鸭持续下跌不同，三年间，绝味食
品、煌上煌的营收均呈现上升态势，2020年煌上煌净
利润甚至反超周黑鸭，成为卤味上市公司营收、净利
排名第二企业。

营收和净利润已连续三年下滑

根据公告，2020 年，周黑鸭实现总收益约为
21.82亿元，同比减少 31.5%;毛利润 12.1亿元，同比
减少 32.8%，毛利率 55.5%;净利润 1.51亿元，同比下
降62.9%。

数据显示，2020年周黑鸭总销量2.58万吨，同比
2019年的3.59万吨下滑28.13%；且周黑鸭每张采购
订单的平均消费额从 2019 年的 62.18 元，下降到
60.67元，同比下滑2.43%。

对此，周黑鸭在财报中称，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
致使零售门店客流锐减，销售量下降。随着2020年
下半年疫情好转以及对门店网络的优化调整，经营
状况有所恢复;此外，疫情使得主要消费场景向线上
转移，网上渠道的收益较2019年有所增加。

记者梳理周黑鸭财报发现，2018年到 2020年，
周黑鸭净利润分别为 5.4亿元、4.07亿元和 1.51亿
元，同比下降分别为29.1%、24.56%和62.9%;营收分
别为 32.12亿元、31.86亿元和 21.82亿元，同比下降
1.15%、0.79%和31.5%。

特许经营模式能跑通吗？

“排除疫情的冲击，性价比较高的绝味鸭脖也抢
占了周黑鸭的市场份额，使其销售额和利润持续走
低。”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始人徐雄俊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周黑鸭在 2019年底开放特许经营模
式，加大开店力度，但是时机不对导致产出比降低，
这都对其业绩销售造成影响。

为应对疫情影响，上半年，周黑鸭入驻全家便利
店上海门店和 7-Eleven的部分北京门店，还进驻了
包括盒马、沃尔玛等在内的多个商超及新零售场景。

“直营的模式严重制约了周黑鸭快速扩张的步
伐。在整个行业红利爆发时期，周黑鸭的直营模式
没有享受到行业红利，这让其规模远远落后于煌上
煌和绝味食品。”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是周黑鸭在遭遇业绩下滑
后的求变行为。从便利店重度品类来讲，第一是饮
料，第二是酸奶，然后是早点、便当。对于周黑鸭而
言，产品矩阵较小，布局便利店对于周黑鸭而言更多
的是场景的扩展，对渠道是有帮助的。但进入便利
店对周黑鸭利润的蚕食也非常厉害，周黑鸭的进店
费用有可能要比其他品牌高。

同时，周黑鸭再次进行渠道下沉，并于2020年6
月份升级特许经营，正式开放单店特许经营，加盟条
件为拥有优质的铺面资源三年以上稳定租期、自有
资金30万元以上。这与2019年底推出的“发展式城
市特许模式”相比，单店特许经营门槛大大降低。仅
初始资金一项，城市特许模式的加盟商门槛就在500
万元以上。

在此背景下，截至2020年底，周黑鸭门店数量达
1755家，其中自营门店 1157家及特许经营门店 598
间，覆盖中国25个省、自治州及直辖市内的151个城
市。不过，特许经营的业务对总营收的贡献占比较
低。财报显示，2020年周黑鸭自营门店营收 14.8亿
元，而特许经营只有 1.4 亿元，仅占全年总收入的
6.4%。

在徐雄俊看来，疫情的冲击让周黑鸭错过线下
门店红利，要想反超还需要下很大功夫。

卤味“新贵”不断涌入

在休闲零食中的卤味这一细分领域，周黑鸭与
绝味食品、煌上煌被统称为卤味三雄。相比之下，绝
味食品、煌上煌在营收、净利方面均领先周黑鸭。

“周黑鸭的下滑是必然的，因为它的核心市场是
在湖北，受疫情的影响，其线下门店肯定影响最大，
但是同是湖北企业的良品铺子在 2020年却取得营
收、净利双增的成绩。周黑鸭应该加大线上渠道布
局，像良品铺子一样实现线上线下的均衡发展。”朱
丹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根据弗诺斯沙利文的数据，2015年-2020年，休
闲卤制品复合增长率达24.1％，成为休闲食品中增速
最快的品类。预计在未来5年将以每年13%的增长
率持续提升，到 2025年市场规模将突破 2200亿元。
其中休闲型卤味零食占40%，60%属于佐餐卤制品。

在此背景下，餐饮大牌们纷纷入局休闲卤味市场，
海底捞推出风味毛肚，点都德推出猪脚姜。此外，紫燕
百味鸡、久久丫等新锐品牌也在悄然发力，尤其是长沙
热卤企业盛香亭正在通过创新的方式弯道超车。

盛香亭创始人廖宗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当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后，他们的消费思维及
消费行为已足以影响产业端一个产品的走向。因此
要不断创新，让创意、食材与传统热卤食品碰撞出无
限可能，迎合新生代消费需求。”

B 资本董事长，前红杉资本合伙人王岑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鸭脖等卤味市场规模在中国
是千亿元级别的，是消费者每天都会消费到的，
因此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将有更多的品
牌涌现。

“目前卤味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越来越多
的品牌在‘蚕食’周黑鸭等卤味巨头的市场。”朱丹蓬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周黑鸭重回龙头是不大可
能了，毕竟绝味食品的规模摆在这里，除非周黑鸭改
变运营模式。

营收净利连续三年下滑
周黑鸭还能“起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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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
湖南上市公司一手抓防疫，一手抓
生产，逆势收获了一份颇具亮点的
年度成绩单。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2020
年，湖南117家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
收 入 6292.91 亿 元 ，实 现 净 利 润
476.1亿元；103家实现盈利，占湖南
上市公司总数的八成以上；72家净
利润同比实现增长，占比超过六成。

其中，“钢铁侠”华菱钢铁是湖
南唯一营业收入超千亿元的A股上
市公司，“机械战警”中联重科则凭
借 72.81亿元的净利润问鼎湖南上
市公司“盈利王”。

16家湘企实现百亿元营收

据统计，2020年共有 16家湖南
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突破了 100亿元
大关。其中，湖南省属最大国企华菱
钢铁，2020年营收规模达到 1162.76
亿元，同比增长 8.55%，也是湖南去
年唯一营收过千亿元的上市公司。

华菱钢铁董秘罗桂情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
年，公司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和燃
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持续推进

精益生产、销研产一体化和营销服
务三大战略支撑体系建设，品种结
构升级创效明显，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稳步推进。仅去年第四季度单季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就超过20%。”

“机械战警”中联重科则以2020
年营业收入 651.09 亿元排名第二
名。年报显示，该公司 2020年营收
同比增长超过 50%，创下历史最好
水平。“工程机械行业受投资带动、
全球经济复苏、行业集中度提升及
设备环保升级等多重利好驱动影
响，市场需求持续强劲，行业目前保
持高景气度。”中联重科董秘杨笃志
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消费电子护窗玻璃龙头蓝思科
技则以营收 369.39亿元，同比增长
22.08%，位居营收排行榜第三。蓝
思科技董秘钟臻卓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业绩增长的原因是，报告期
内公司下游优质客户需求旺盛，订
单饱满，同时公司凭借综合竞争优
势以及快速响应疫情防控，在行业
内率先全面复工复产，可靠地保障
了客户的大量交付需求，优质产品
资源进一步向公司聚拢，市占率不
断提升，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
增长。

此外，唐人神、长沙银行、步步

高、时代新材、湖南黄金、株冶集团、
现代投资、芒果超媒、老百姓、鹏都
农牧、益丰药房、爱尔眼科、中南传
媒等公司的营收均超过了 100 亿
元。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农牧
业、零售业、文化传媒业贡献了较多
的“百亿元”大户。

多家企业创下业绩新高

在疫情冲击下，湖南的117家上
市公司有 103 家在 2020 年实现盈
利，占比达到 88.03%，共计赚了约
546.43 亿元。其中，还有多家企业
逆势创下了业绩历史新高。

中 联 重 科 2020 年 实 现 营 收
651.09 亿元、净利润 72.81 亿元，营
收规模和净利润水平均创历史最
佳。同为工程机械领军企业的山河
智能，2020年实现营收 93.77亿元，
同比增长26.25%；净利润5.65亿元，
同比增长 12.35%，营收和净利润也
均创下历史新高。

山河智能董秘王剑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山河智能把自主创
新作为生存之本和竞争之矛，把全
球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作为自己努力
的方向。近年来，我们在工程机械
产能、国际国内营销渠道、新业务培
育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

湖南特高压“三剑客”金杯电
工、长高集团、长缆科技也在去年同
时录得历史最佳业绩。金杯电工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77.96亿元，同
比增长33.4%；实现净利润2.5亿元，
同比增长 26.47%；长高集团 2020年
实 现 营 收 15.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4.73%，实现净利润2.13亿元，同比
增长 47.05%；长缆科技 2020年实现
营收 9.41亿元，同比增长 10.3%，实
现 净 利 润 1.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91%。

对于特高压产业链上市公司业
绩表现亮眼的原因，光大证券分析
师殷中枢在研报中指出：“国家电网
公司正式发布‘碳达峰、碳中和’行

动方案，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加大特
高压、能源互联网建设有着积极意
义，我国新能源资源与需求逆向分
布，西部北部地区新能源资源充沛，
特高压的建设能促进西北地区新能
源消纳。”

“2020 年，湖南上市公司在抗
击疫情的同时，积极复工复产，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等‘硬’指标同比实现
了 增 长 ，公 司 治 理 、信 息 披 露 等

‘软’指标也不断增强，进一步夯实
了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湖
南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王靖夫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对湖南上
市公司去年取得的佳绩给予了高度
评价。

2020年超八成湘企逆势盈利
华菱钢铁营收超千亿元 中联重科最赚钱

本报记者 殷高峰

“2021年一季度，在去年同期低基
数的影响和今年疫情显著好转的双重
推动下，全部 A 股盈利同比上涨
53.30%，实现了历史罕见的高速增
长。就算是与未受到疫情影响的2019
年一季度相比，当前的业绩增长也非
常喜人，净利润同比增速为24.81%。”
开源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刘浪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陕西上市公司一季度的业绩

增幅度远超A股平均水平。2021年
一季度，陕西上市公司业绩增速进
一步攀升，实现营业收入约 1321.21
亿元，同比增长94.22%；实现归母净
利 润 约 116.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6.38%。“在剔除 2019年一季度尚
未上市的中天火箭、美畅股份、北元
集团和瑞联新材四只个股之后，

2021年一季度陕西上市公司较2019
年同期营业收入增长 99.24%，归母
净利润增长99.04%。”刘浪称。

“整体来看，在中国经济继续稳
健复苏，全球通胀预期上升的背景
下，能源和材料产业占比较大的陕
西上市公司2021年有望继续保持较
高增速，业绩表现将再次领先A股
市场平均水平。”刘浪表示。

多数公司业绩大幅回升

在经济大环境好转的背景下，陕
西多数上市公司业绩大幅回升。
Wind 数据显示，2021 年一季度，有
13家陕西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增速
由负转正，占陕西上市公司总数的约
23%；12家陕西上市公司实现扭亏为
盈，占陕西上市公司总数的约 22%；
还有6家陕西上市公司实现减亏。

“陕西上市公司业绩高速回升，
一方面得益于经济复苏带来的需求
回升，一方面也得益于通胀预期下
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刘浪表示，
作为陕西一季度营收规模最大的上
市公司，陕西煤业的业绩明显受到
了煤炭行业景气回升的提振。

数据显示，陕西煤业一季度实
现归母净利润约 33.71亿元，同比增
长 43.09%，不但扭转了 2020年净利
润下滑，相比 2019年同期增速也达
到21.51%。

刘浪称，扭亏为盈的陕西上市
公司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能源行
业相关企业，如陕西建工，其业绩从
2020年一季度亏损约 2036万元，转
为盈利近 7.40亿元，陕西黑猫业绩
则从 2020 年一季度的亏损约 6049
万元，转为盈利约5.25亿元。

“化工企业也受到提振，2020年

一季度业绩增长最快的陕西上市公
司兴化股份就是一例。”刘浪表示：

“在石化产品价格全面上涨的助力
下，兴化股份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
润 1.17亿元，同比增长超 1977%，与
2019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速 也 高 达
119%。”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国内旅游休闲行业也进入复苏阶
段，西安饮食和曲江文旅实现减
亏。”刘浪称。

科技类公司市值上升较快

“从陕西上市公司一季度的表
现看，科技类上市公司的市值上升
较快。”上海济懋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西安交通大学金融学博
士丁炳中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陕西上市企业中市

值超过千亿元的上市公司，只有三
家，分别是隆基股份、陕西煤业和航
发动力。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是隆
基股份，目前市值约 3900亿元。排
名第三的是航发动力，市值约 1050
亿元，都是科技类企业，“以陕西煤
业为代表的能源类企业，逐渐被科
技类企业所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市值排名
前十的公司中，国企占比较大。”丁
炳中表示，陕西上市公司市值排名
前 10的公司分别是隆基股份、陕西
煤业、航发动力、中航西飞、彩虹股
份、西部证券、国际医学、北元集团、
美畅股份和西部超导，“民企只占有
三个，但从这两年的整体情况看，三
人行、瑞联新材、康拓医疗等新上市
的公司都是民营新经济的代表，这
也从侧面反映陕西民企未来发展前
景巨大。”

经济稳健复苏 陕西上市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大增106.38%

本报记者 舒娅疆
见习记者 蒙婷婷

《证券日报》记者据东方财富
chioce数据统计发现，2020年全年，
西藏20家A股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总额为 465.06亿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共计 57.5亿元，
平均每家公司盈利 2.88亿元。其中
有19家企业实现盈利，占比为95%，
12家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实现正增长，占比为60%。

逾九成上市公司
实现盈利

从净利润来看，华宝股份继续
占据第一的位置，以 11.8亿元成为
2020 年度西藏上市公司的“盈利
王”。盈利规模排在第二至第五的
分别是梅花生物（9.82亿元）、华林证
券（8.12亿元）、海思科（6.37亿元）、
西藏天路（4.37亿元）。西藏药业、奇
正藏药、灵康药业、筑博设计、万兴

科技分别以4.18亿元、4.06亿元、1.6
亿元、1.38亿元、1.25亿元位列盈利
榜第六至第十位。

从营收规模来看，2020年全年，
西藏上市公司共有12家营业收入规
模超过 10 亿元。其中，梅花生物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70.5亿
元，是西藏唯一一家营收突破百亿
元的上市公司。西藏天路、海思科、
ST 华钰、华宝股份分别以 70.77 亿
元、33.3亿元、23.79亿元、20.94亿元
位列第二至第五位。

20家上市公司中，12家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实
现正增长，占比为60%。其中，有3家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幅超过 50%，较 2019年全年
同比增加2家。*ST西发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04.21%，
实现扭亏为盈。华林证券、高争民
爆 、万 兴 科 技 、西 藏 药 业 分 别 以
83.96%、53.48%、45.19%、33.87%的
净利润增幅排名第二至第五位。

记者注意到，西藏上市公司积

极推进业务创新和加大研发投入。
2020年全年，海思科、万兴科技、梅
花生物、西藏天路、华宝股份、天阳
科技等 6家公司的研发费用超过亿
元规模。其中，海思科研发费用4.06
亿元，是报告期内研发投入费用最
高的西藏上市企业。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西藏
辖区上市公司在去年的整体表现比
较出色，特别是注重研发投入，奠定
了扎实的成长基础。在疫情压力
下，表现出经营的韧性和业务创新
的必要。”

医药生物和计算机公司
业绩亮眼

从行业来看，2020年全年，西藏
辖区医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业
绩表现较好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
势。具体来看，西藏辖区医药生物行
业上市公司共有 6家，其中有 5家公
司实现业绩正增长。西藏药业、海思

科、奇正藏药、易明医药、卫信康的净
利润增幅分别为 33.87%、28.9%、
11.38%、10.08%、4.93%。记者注意
到，在西藏辖区上市公司中医药生物
行业企业数量占比达30%。

“去年受疫情影响，与疫情直接
相关医药生物企业表现都非常好，
即使相关度不高的一些制药企业也
处于一个正常的增长通道。”第三方
研究机构透镜公司创始人况玉清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独具民族特色的藏药颇受国
人认可，西藏医药生物企业主打民
族特色、因地制宜，再加上地方政府
的一些扶持政策和税收优惠，使其
保有一定的竞争力，尤其是原料药
取材于西藏当地的一些生产制造型
仿制药企也有了一定的立足之地。

此外，西藏辖区计算机行业上
市公司业绩表现也比较亮眼。万兴
科技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76
亿元，同比增长38.81%；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亿元，
同比增长 45.19%。万兴科技表示，

2020 年公司积极落实战略发展目
标，加大研发与技术投入，拓宽产品
矩阵，夯实产品质量，同时公司大力
推进团队精英化建设，深化全球精
细运营，扩大精准流量，持续提升全
球市场开拓能力，实现全年的营收
和净利润双增长。

作为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上市企
业之一的天阳科技，也交出上市后首
份年度“成绩单”。受益于国家信息
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的发展战略、银行
业数字化转型的全面推进，银行业 IT
解决方案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天阳
科技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15
亿元，同比增长23.84%；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亿元，同
比增长 23.54%。天阳科技表示，随
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客户业务需求
加速释放，公司通过产品转型和战略
布局调整，加大研发投入和营销力度
等系列举措，并与大部分大型银行客
户建立稳定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得业
务规模持续增长，从而使公司全年营
收和净利润双双实现正增长。

注重研发成长扎实 西藏上市公司去年平均盈利2.88亿元

本报记者 桂小笋

5 月 10 日，多家拥有生猪养殖
业务的上市公司发布了 4月份销售
数据，从数据来看，4月份这些公司
的生猪出栏价格持续下跌。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
目前，生猪养殖企业的业绩分化比
较严重，自繁自养企业仍有部分利
润，但外购仔猪育肥企业出现亏损。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表示：“从外
购仔猪育肥养殖户盈利水平来看，4
月份开始每头 115公斤商品猪亏损
500 元左右，5 月中上旬扩大到 600

元上下。”

4月份生猪价格持续下跌

天康生物公告显示，2021 年 4
月份销售生猪 13.16万头，环比增长
28.39%，同比增长69.37%；销售收入
2.42亿元，环比下降 9.70%，同比持
平。2021 年 4 月份商品猪（扣除仔
猪、种猪后）销售均价21元/公斤，均
重127.39公斤。

天 邦 股 份 公 告 显 示 ，公 司
2021 年 4 月份销售商品猪 20.28 万
头，销售收入 46129.39 万元，销售
均价 23.67 元/公斤（商品肥猪均价

为 21.09 元/公斤），环比变动分别
为-39.05%、-46.02%、-18.50%。公
司在公告中表示，销售价格同比下降是
因为市场猪价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

新希望发布的公告显示，4月份销
售生猪83.79万头，环比变动-1.87%，
同比变动169.94%；收入为19.01亿元，
环比变动-12.84%，同比变动64.02%；
商品猪销售均价21.56元/公斤，环比变
动-8.26%，同比变动-34.43%。

对于当前生猪养殖企业的状
况，东兴证券最新研报指出，上市猪
企4月份销售数据陆续公布，出栏量
仍维持稳中有升态势，持续兑现以
量补价。预计猪价季节性反弹将会

出现在6月份至7月份，阶段性来看
需要价格反弹与基本面相互配合。

朱增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分析称，短期内猪价还将维
持跌势，但下跌空间应该不大。从
供给来看，生猪出栏量增加和压栏
大猪量较高是导致当前猪价持续下
跌并且跌幅较大的主因，其次是消
费需求不旺，猪价未出现预期上涨。

“1月份和2月份仔猪供给受冬季
气候影响出现一定波动，将会影响6月
份和7月份商品猪供给的同比增幅，同
时前期冻品商业库存消化大部分，供
需形势有望改善，猪价有望止跌。4月
份和5月份一部分养殖户仍然存在投

机性育肥情况，这会影响猪价反弹力
度。”朱增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养殖企业预期分化明显

中泰证券研报显示，尽管猪价
进入下行周期，但价格下行将缓慢
曲折，存栏增速较快以及成本控制
优秀的公司具备跨越周期的能力。

“目前养殖户分为两种心态，一
部分对下半年猪价预期较高，存在
投机育肥短期养殖的心理；更多养
殖户对后期猪价较为谨慎，将养殖
计划转向提升养殖效率、调整养殖
结构。”朱增勇表示。

4月份猪价持续下跌
预计季节性反弹将在6月份至7月份

从财报看区域经济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