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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殷高峰

“现场参会股东超过 300 人，
这是公司历年股东大会人数最多
的一次。”隆基股份证券部相关人
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6 月 7
日下午两点，西安北郊的草滩会
议中心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坐
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隆基股份股
东。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会场
形式的股东大会，以前参加的都是
圆桌形式的，大家面对面交流。”一
位西安的股东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

“我以前也参加过这种形式的
股东大会，但这是我见过的参会人
会最多的股东大会。”一位来自江西
的股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由于人数众多，隆基股份在此
次会议召开一周前发布公告，更改
了会议地址，由原定的公司会议室
改为草滩会议中心贞观厅。

股东大会火爆的背后，是投资
者对有着“光伏茅台”之称的隆基股
份的关注。

公司新布局受关注

隆基股份 2020年的业绩亮眼，
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45.83亿
元，同比增长65.92%；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为 85.52亿元，同比增长
61.99%。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单晶
硅 片 产 量 58.9GW，同 比 增 长
67.11%；单晶组件产量 26.6GW，同
比增长198.68%。

“我对公司所处的行业是看好，
尤其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
对清洁能源的发展是有利的。”参会
的一位股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

自“3060”目标提出以来，光伏
行业被视为能源结构调整的主要途
径之一。“要实现能耗和碳排放目
标，必须要优化产业布局、改善能源
结构。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加快以
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陕西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周
宾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根据BNEF《2020年能源展望报
告》，预计到 2050年，风能和光伏发
电将占全球电力供应的 56%；在能
源转型需求的驱动下，非化石能源
占比有望持续提升，光伏风电等新
能源将保持高速增长。

在股东大会的提问环节，现场
的股东对隆基股份近期布局的BIPV
产品和组件产品以及氢能产业未来
的布局给予了关注。

对于 2020年 7月份新投入光伏
建筑一体化(BIPV)产品，隆基股份董
事长钟宝申表示，光伏与建筑的结

合，能够有效降低建筑用能和减少
碳排放，对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钟宝申对一季度新布局的氢能
产业进行了阐释，“对隆基股份来
讲，要推动全球低碳化的能源变革，
除了在电力之外，作为燃料、还原剂
来使用的这些能源也必须去碳，而
氢能就是很好的产品。光伏和氢能
也可以很好地结合，我们从电解制
氢的角度考虑未来能够为市场提供
绿色低碳的氢能源，使得绿氢的成
本大幅降低。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低
成本的绿氢。”

“对于隆基股份而言，进入氢能
行业，不仅是打通‘光伏制氢’技术

的必然选择，也是拓展光伏应用场
景的积极策略。”平安建投高级业务
经理张仕元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2021年再度扩产

隆基股份今年宣布将再度扩
产。截至 2020年末，隆基股份单晶
硅片产能达到85GW、单晶电池产能
达 到 30GW，单 晶 组 件 产 能 达 到
50GW。伴随全球光伏的快速发展，
隆基股份预计，公司 2021年单晶硅
片年产能达到 105GW，单晶电池年
产能达到38GW，单晶组件产能达到
65GW，并将全年营收目标定为 850

亿元。
“中国光伏市场在‘碳中和’目

标指引下，将进入下一个快速发展
阶段，预计 2021年全球新增装机达
150GW，‘十四五’期间国内年均光
伏新增装机规模70GW-90GW，预计
2021 年新增规模 55GW-65GW，分
布 式 光 伏（含 户 用 光 伏）20GW-
23GW，集 中 式 地 面 电 站 35GW-
42GW。”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王勃华在“PAT2021 爱
光伏一生一世光伏先进技术研讨
会”上指出。

“2020 年 是 光 伏 平 价 上 网 的
元年，通过去补贴、去落后产能，
迎来了完全市场化竞争时代。”北
京特亿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祁海珅在接受《证券日报》采
访时表示，这也加速了行业的优
胜劣汰，更有利于资源向优质光
伏企业倾斜，龙头公司在产业链
价格调整刺激出新的需求后，能
抢占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强者之
路会更强。

“这对于像隆基股份这样的龙
头企业来讲，将继续维持高景气发
展状态。”开源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刘
浪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鉴于未
来五年规划之中，光伏年新增装机
规模有望达到67GW以上，硅料供不
应求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帮助行业
维持高景气状态。

参会股东人数创历史纪录
隆基股份不得不更换股东大会场地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6 月 8 日，白酒股在午后继续
下跌，舍得酒业、水井坊、酒鬼酒、
老白干酒等十余股跌停，贵州茅台
午后大跌超 4%。一时间，“白酒股
大跌”登上微博热搜，并引发市场
对“白酒股究竟是价值破灭还是上
车良机？白酒股最近会是什么走
势？”的话题讨论。截至当日收盘
时间，A 股白酒板块最终以跌多涨
少收尾。

“白酒股大跌并非是价值破灭，
而属于正常回调。”千里传媒创始
人、酒水行业研究人士欧阳千里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白酒股长期
依旧看涨。”

尽管 6月 8日的单日盘面杀跌
情绪浓重，但需特别关注的是，白
酒股短期下跌难掩次高端白酒在
行业发展大周期中呈现的景气小
周期。《证券日报》记者发现，今年
以来，千亿元市值以下的次高端
白酒股股价在资本市场整体呈走
高趋势，与此同时，相关上市酒企
的业绩也在今年一季度呈现高速

增长。

次高端白酒行业
将步入新一轮牛市

与高端白酒龙头略微“平淡”的表
现不同，今年次高端白酒步入新一轮
发展周期，成为市场上最靓的“仔”。
对此，市场人士认为，白酒行业千元价
格带崛起后，次高端白酒在今年春节
后强势反弹，将进入新一轮的“牛市”。

东方财富 App 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千亿元市值以下的次高端白
酒如舍得酒业、水井坊、酒鬼酒等股
价持续走高，年内累计涨幅分别为
168.48%、53.90%、49.47%；与此同
时，这些次高端白酒企业在今年一
季度的业绩也呈高增长态势，其中，
舍得酒业今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3.02亿元，同比增长 1031.19%，水井
坊 、酒 鬼 酒 的 净 利 润 增 速 均 超
100%。对比来看，无论是股价还是
业绩，次高端白酒的表现都要比高
端白酒抢眼一些。

“次高端白酒表现突出，是因为
整个中国酒类的消费结构在升级，
高端白酒特别是千元高端白酒开始

持续扩容，相应带动了整个次高端
酒类的补位性上涨。”知趣咨询经
理、酒类营销专家蔡学飞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酒
类消费的升级，大众对于酒的品牌、
品质要求更高，在这种趋势下，一些
拥有品牌优势的酒企就会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向更高价格带占位，由此
带来了整个次高端白酒的高景气。”

“很明显，对一些区域酒企来
说，其不可能一下跳到高端价格的
位置，必然会在次高端首先发力。”
蔡学飞补充道。

综合考虑消费升级、高端价格
带推动等因素外，事实上对于次高
端白酒的高景气，业内也总结出了
一套“上涨规律”。

广发证券发表的研报认为，每一
轮白酒牛市的第三年，次高端白酒企
业的业绩往往会加速增长。例如，
2009-2012年、2015-2018年两轮白
酒牛市中，2011年，次高端酒企业绩
较2010年明显加速；2017年，多数次
高端酒企业绩加速增长。这背后主要
是高端白酒提价后留出较大市场空
间。2021年是新一轮白酒牛市的第
三年，次高端白酒业绩有望加速增长。

受益于景气度的持续提升，次
高端白酒类企业在今年也受到了百
亿元私募、知名机构、牛散的青睐。
据了解，酒鬼酒在5月6日迎来了包
括基金、私募等在内的 23家机构调
研，同时酒鬼酒也是知名牛散赵建
平的第一大重仓股。

次高端白酒
行业周期“放大”

业内预计，在行业景气度及高
端价格带的拉动下，次高端白酒行
业周期“放大”，仍具备成长弹性。

国盛证券发表的研报认为，目前
300元-600元价位的次高端市场规模
在500亿元-600亿元，显著低于千元
以上的高端市场和200元以下的中低
端市场。在过去5年，次高端价格带扩
容明显，行业年复合增长约20%，随着
行业景气度向上，预计2021年，次高端
白酒价格带同比增速将超过35%，并
会维持2年左右的高速扩容周期。

与此同时，因“茅五泸”基本实
现了全国化，空白市场较少，在行业
上行期通常会权衡量价，不会大规
模招商和放量，相反，对于空白市场

较多的次高端白酒而言，其新一轮
渠道招商铺市的开启，也会进一步

“放大”行业增速。
行业高速扩容增量外，在价格

上，天风证券认为，高端白酒价格带
的持续上涨，也为次高端打开提价
空间。具体来看，次高端价位由300
元－600元扩展至 300元－800元，
其中 300元－500元为放量价格带，
600元－800元为空白价格带，此价
格带产品表现为量价齐升。

“面对价格带上移，次高端白酒会
迎来新一轮提价。”欧阳千里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不过此轮提价不应仅
局限于价格层面，在次高端白酒景气
度高企的情况下，相关酒企更需要创
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诉求、消费场景，培
养自己的消费用户、消费口感，而非单
一地向高端白酒产品看齐。”

“高端白酒价格带上移后，会留
下一定的价格空间。在此情况下，
次高端白酒提价更多是一种占位策
略，即通过提价来拉伸自身的产品
结构价格带。”蔡学飞表示，国内的
酒类消费升级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
变，无论是高端还是次高端，都会有
提价的内在驱动力。

次高端白酒行业将步入新一轮牛市
业内称短期股价下跌属“正常回调”

本报记者 龚梦泽

近日，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下称“中保
研”）对外发布第12期汽车零整比研究成果，披露
了100款车型的汽车零整比系列指数。“汽车零整
比是车辆配件价格总和与整车销售价格的比值，
可以直观反映不同车型维修成本的差异。”中保研
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整车价格
确定的前提下，零整比系数高的车型，意味着维修
成本较高，反之则越低。

记者查阅中保研数据显示：目前“汽车零整比
100指数”和“常用配件负担 100指数”上涨明显，
分别为350.93%和17.31，较上期分别增长13.96个
百分点和 1.15个百分点。其中，汽车零整比系数
最 高 的 车 型 为 2017 款 北 京 奔 驰 C 级 ，达 到
823.59%。该数据表明，如果拆开一辆 2017款北
京奔驰C级，所有零部件的原厂价格总和可购买8
辆同车型的整车。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零整比系数的
调整一定程度上与汽车品牌车型销量和零部件体
系相关。他认为，行业应该对维修配件价格进行
更加系统化的公示。“比如公开零整比应对各种竞
争品牌均衡监控的做法，尤其是保险公司应该有
完整的数据库对外开放，支撑社会对保险价格核
定的知情权。”

豪车零整比系数居高不下

事实上，豪华车市场一直被认为是整个车市
的风向标。近几年，豪华车市场的价格战一直弥
漫车市，降幅力度逐年增大。从BBA在新车布局，
以及价格策略上看，小型车、低排量车型成为主
流，变相拉低了整个豪华车市场的价格下线。

垄断与暴利现象更多存在于外资品牌车型。
从具体车型来看，30万元至50万元车型的汽车零
整比最高。在这一区间内，零整比最高的 5款车
型分别为北京奔驰C级、华晨宝马X1、华晨宝马
X3、奔驰GLC和奔驰E级。其中，北京奔驰C级零
整比系数高达823.59%。

某豪车品牌 4S店员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
大部分豪车品牌20多万元的新车价格已难称“豪
华”。但如今买车容易养车难，消费者的花费大头
已转移至售后。据记者了解，豪华车市场的战火
已从新车销售转向售后服务、维修。部分品牌采
用低车价、高配件价格和保养费用的销售策略，造
成零整比居高不下。

从市场反馈上来看，奔驰的保养以及后期维
修费用相对高昂。此次位居榜单第一的奔驰 C
级，30万元左右的售价，维修费用却超过了许多进
口车型；同样作为旗下入门级的SUV车型，凭借豪
华品牌光环加持，宝马X1零整比系数同样居高不
下，达到了 747.9%；相比德系豪华品牌，日系车也
不再以维修保养成本低的形象示人，榜单第三的
日 产 英 菲 尼 迪 Q50L 零 整 比 意 外 地 达 到 了
732.24%。

“豪华汽车是消费者关注零整比系数最高的
市场。”新浪财经专栏作家林示告诉记者，豪华品
牌零整比畸高已被业界诟病多年，但至今没有明
显改善。为此，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
断局曾对国内汽车行业进行多次反垄断调查。但
是，经销商在实际业务中仍然受制于汽车整车生
产企业，整车生产企业对于经销商的强势也成为
暴利存在的基础。

林示称，由于我国汽车企业依靠合资公司获
得了一半以上的公司红利，因此，跨国公司就千
方百计通过零配件环节上以高价提前转移更多
的利润到跨国公司自己控制的零配件公司中。
利润转移的方式，一方面是通过让合资公司高价
采购跨国公司独资生产的零配件产品，另外一方
面就是让经销商高价销售跨国公司独资生产的
零部件产品。

车企应积极加入数据公开行列

中保研报告呈现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一向以
性价比著称的日系品牌在维修上的价格同样不
菲。其中，10万元以下车型区间内，广汽本田思
迪、锋范的零整比达到了 422.45%；10万-20万元
车型区间，广汽丰田雷凌为 491.72%；在 20万-30
万元车型区间，东风英菲尼迪Q50L甚至超过了30
万-50万元区间的华晨宝马X3，达 732.24%；而纯
进口方式的雷克萨斯 ES 的零整比亦达到了
650.24%。

值得一提的是，汽车零整比指数最低的 10款
车型分别是比亚迪F3、五菱宏光、长安CS75、宝骏
730、一汽-大众CC、吉利远景SUV、上汽通用别克
GL8、一汽大众速腾、宝骏310和上汽通用英朗。

“日系品牌的零部件体系一般较为封闭，零部
件供应商多为主机厂子公司或有主机厂参股，这
直接导致了日系车的零整比指数数过高。”林示表
示，相比而言，自主品牌虽然在让利卖车，但也在
从售后上收回成本，维修服务就是一个重要的利
润增长点。

记者还注意到，在中保研关注的 18项常用配
件中，有 17项配件的价格均值高于 2019年 3月份
水平，有 71个车型的配件价格上涨。具体来看，
涨幅居前的零部件分别为前门壳、前翼子板、后门
壳；单一零部件中，2020款一汽奥迪Q5L的前大灯
单件零整比为10.56%。

许多消费者由于对后期维保不掌握，宁愿选
择路边门店维保，也不愿意进到授权经销商店。
随着零整比系数的优化和车型利润空间的透明，
消费者对于汽车后期维保知情权意识也更加看
重。对此，业内专家呼吁，车企应积极加入到零整
比系数数据公开行列，并且努力降低自身的零整
比系数，吸引车主回流到授权维修渠道来。

豪华汽车品牌零整比居高不下

北京奔驰单车配件总价
够买8辆整车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贺王娟

嗨了很久的医美板块出现“疲
态”。

近日，医美概念板块指数持续下
跌，是朗姿股份“拉垮了”板块整体表现
还是医美概念股板块本身就存在泡沫？

医美行业是上半年资本市场最
受关注的板块之一。

同花顺数据显示，今年以来，5
家医美概念股股价翻倍。从高端
女装跨界转型至医美赛道的朗姿
股份位列其中，截至6月8日，公司
今年以来股价涨幅超100%，位居
第五。

原本朗姿股份的排名可以更
靠前。不过，在6月5日，朗姿股份
发布股东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
告。这一纸公告，让市场“闻之色
变”：6月7日至6月8日，朗姿股份连
续两个交易日跌停，总市值缩水53
亿元。

6月8日晚间，朗姿股份发布公
告称，待申炳云持朗姿股份股票减
持计划实施完毕后，将通过合规的
途径和合适的方式，以不低于5亿元
人民币的金额，助力朗姿股份医美
业务的战略实施。

这是否能改变朗姿股份的股价
走势？上述资金将如何助力公司医

美业务发展？

关键股东清仓减持
股价连续2个交易日跌停

6月1日，朗姿股份股价再创新
高，达到了71.60元/股，而在2020年6
月1日，朗姿股份的股价仅7.87元/
股，一年的时间其股价涨幅超8倍。

6月5日，朗姿股份发布股东股份
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申东日及实际控制人申今
花的一致行动人申炳云拟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987.69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9%。据朗姿
股份2020年报显示，申炳云是公司十
大股东之一，所持股份为4.49%，而此
次抛售也就意味着“清仓减持”。

朗姿股份在公告中强调，申炳
云年事已高，此次减持系本人生活
与资产规划的需要，并看好公司未
来的发展尤其是对公司医美业务的
发展充满信心。

不过，公司的这一表态并未得
到资本市场的认可。6月7日，朗姿
股份股价一字跌停。

6月7日晚间，朗姿股份又发布公
告，公司副总经理朗姿兼事业部总经
理潘林艳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
经理兼朗姿事业部总经理职务，辞职

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6月8
日，朗姿股份开盘再现一字跌停，收
于51.56元/股，市值228亿元。相比6
月4日的收盘价63.65元/股，朗姿股份
2个交易日市值缩水约53亿元。

对于公司股价的市场表现，《证券
日报》记者联系朗姿股份董秘办相关
人士，但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公司回复。

医美赛道竞争加剧
去年营业成本上涨近四成

朗姿股份主营业务覆盖时尚女
装、医疗美容和绿色婴童三大泛时
尚业务体系。公司2020年年报数据
显示，从营业收入来看，除医疗美容
业务营收同比增长29.28%，其他两
大业务营收均同比下降。此外，从
净利润指标来看，时尚女装业务净
利润下滑、绿色婴童业务净利润亏
损，仅有医美业务实现了同比增长。

2021年第一季度，朗姿股份时
尚女装实现营业收入40908.34万元，
同比增长41.91%；医疗美容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25946.49万元，同比增长
92.03%；婴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为
22335.18万元，同比增长36.90%。

这意味着，医美业务是朗姿股
份业务最大的亮点。

朗姿股份现已拥有19家医疗美
容机构，参股并受托管理机构1家，

其中医院4家、门诊或诊所16家，主
要分布在成都、西安、重庆、深圳、长
沙、宝鸡和咸阳等地区，目前在运营
的有“米兰柏羽”、“晶肤医美”和

“高一生”三大国内医美品牌。
“朗姿股份布局的医美业务，如

果细致耕耘，在其所在城市还是有
一定竞争力。”艾媒咨询CEO张毅对

《证券日报》记者分析道，公司医美
业务的高速增长驱动了其股价持续
上涨。不过，朗姿股份医美业务的
增长并不足以支撑如此高股价。

张毅认为，与欧美、日韩相比，
目前中国的医美行业仍处在发展的
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医美行业
进入门槛较低，鱼龙混杂。

在这样的背景下，朗姿股份面
临的竞争也在加剧。数据显示，
2020年朗姿股份医美业务营业成
本同比增长39.70%。

年内多只概念股翻倍
医美行业被高估了吗？

据艾媒咨询数据，2019年中国
医美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769亿元，
预计2023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将拓
展至3115亿元。

受益于广阔的发展空间，2021年
以来，医美概念股全面开花。以A股
为例，几乎沾医美即火。同花顺数据

显示，截至6月8日，12家医美概念股
涨幅超50%，其中5家概念股涨幅超
100%。此外，CVSource投中数据显
示，2021年至今，短短4个月时间里，
投向医美赛道的资金已达近5亿元。
这一数字，超过了2019年至2020年医
美行业一整年的融资规模。

在医美赛道火爆的当下，资本市
场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一些上市公司
纷纷开启转型医美行业之路。据记者
统计，近年来包括地产、医药等多家上
市公司对医美行业进行布局和转型。

“受医美概念炒作影响，目前市
场上大多数医美概念股都有被高估
的现象。”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
析师王蓬博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基于对未来需求及市场规模看
好，医美概念股普遍有一定的涨幅。

“目前我国大多数医美概念股
尚未建立明显的行业护城河。此
外，通过收购布局医美市场也需要
实际业绩检验。”王蓬博表示。

艾媒咨询CEO张毅认为，目前，
我国整个医美行业还处于初级起步
阶段，行业面临着从业人员良莠不
齐、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等问题。

对于医美行业的未来发展空间，
张毅表示：“中国整体的人口基础非
常庞大，不仅是女性，男性也在做医
美。随着人才储备、医疗美容水平的
提升，行业仍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

医美概念股被高估？
股价年涨幅超8倍的朗姿股份遭关键股东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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