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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一则涉及中国恒大
的民事裁定书再度引发市场对恒大
债务问题的关注。

根据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
事裁定书显示，广发银行近日请求
冻结被申请人宜兴市恒誉置业有限
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银行
存款1.32亿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
值财产。

受此消息影响，恒大系股票当
天全线下跌。在当日收盘前，恒大
方面紧急发布声明回应，“我司江
苏省公司旗下项目公司宜兴市恒
誉置业有限公司与广发银行宜兴
支行项目贷款 1.32 亿元到期日为
2022 年 3 月 27 日。对于宜兴支行
滥用诉讼前保全的行为，我司将依
法起诉”。据悉，本次诉前保全，申
请人广发银行宜兴支行是以情况
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
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为由，
向法院提出的。无锡中院最终支
持了这一请求。恒大方面可以向
该院申请复议一次，但复议期间不
停止裁定的执行。

对此，北京大洋律师事务所张

超律师表示，“是否涉及滥用诉前保
全，这还需要通过更多信息来判断。”

从近期公告来看，中国恒大的
地产业务保持较好发展势头。7月1
日，中国恒大公告称，自启动购房节
优惠大促销活动以来，从 5月 27日
至 6月 30日的 35天内，恒大实现合
约销售 938.3 亿元，销售回款 874.9
亿元，其中 6月份单月销售 716.3亿
元。今年前 6个月累计实现合约销
售额 3567.9 亿元，累计销售回款
3211.9亿元。

中国恒大自 2020年 3月底提出
“高增长、降负债、控规模”的新发展
战略后，公司有息负债明显下降。
中国恒大方面向《证券日报》记者透
露，截至 6月底，公司净负债率已降
至 100%以下，顺利实现一条“红线”
变绿，有息负债已降至约5700亿元，
与去年最高时的 8700多亿元相比，
下降约3000亿元。

7 月 15 日，中国恒大发布公告
称，将在7月27日召开董事会会议，
讨论特别分红计划。此消息一度刺
激该股股价大涨逾10%。

方正证券房地产首席分析师夏
亦丰分析称，中国恒大全面实施“高
增长、控规模、降负债”的发展战略，
销售保持稳健增长，在保障未来发

展的前提下，适当减少土地储备，并
计划两年内分三步完成“三道红线”
的监管指标要求降至绿档，业绩有
望重回高质量增长。“公司已初步形

成全新的产业生态，全面覆盖衣食
住行、文旅康养等领域，八大产业平
台联动，形成数据闭环，已完成从地
产向‘多元产业+数字科技’的转型，

并计划逐步分拆公司优质资产上
市。”夏亦丰预计，恒大物业管理及
房车宝业务明年的营收增长将较为
明显。

广发银行申请冻结恒大1.32亿元资产
恒大指其滥用诉讼前保全将起诉

本报记者 李乔宇 见习记者 贺王娟

2021年中报业绩预告陆续披露，深受疫情影响
的旅游业生存状况得以体现。与旅游业上市公司
2020年中报业绩几乎全面沦陷相比，今年的中报业
绩预告则透露出更多积极信号。7月 17日，中青旅
披露了业绩预盈公告，预计今年上半年业绩同比扭
亏为盈。此外，丽江股份、ST西域、三特索道等上市
公司亦披露了“预计扭亏”的中报业绩预告。

“旅游业的至暗时刻已经过去。”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国内游总体需求仍然旺盛，国际游离全面
放开仍需较长时间，在国际游受限的情况下，此前深
耕国际游的旅游企业可以积极拓展国内业务，耐心
等待旅游业“春天”的到来。

“今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持续复苏。”携程研究院
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谢晓青对《证券日报》记者
介绍称，携程旅行网“五一”黄金周的总订单量同比
增长270%，比2019年同期增幅超过30%。“随着消费
者对旅游品质和旅游产品多样化需求的提升，旅游
消费升级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二季度假期集中
助部分旅游企业“扭亏”

中青旅预计，2021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2.44 万元，实现扣非净利润
80.62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对于上半年业绩的回暖，中青旅在公告中表示，
今年上半年，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宏观环境和市
场环境持续回暖，人员流动逐步放开，居民消费复
苏，公司的景区、整合营销等业务板块呈现良好恢复
态势。

“以今年上半年各法定节假日为例，乌镇景区的
营业收入在清明节假期恢复至 2019年同期数据的
七成，五一假期和端午节假期的营业收入基本与
2019年同期持平；古北水镇景区的营业收入在清明
节假期和五一假期恢复至2019年同期数据的九成，
端午节假期的营业收入基本与 2019年持平。”中青
旅证券部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称。

中青旅此前发布的一季报业绩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中青旅实现营业收入 13.98亿元，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65亿元。由此可见，中
青旅今年上半年业绩的恢复，主要是靠二季度业绩
的拉升。

“一季度，全国多地新增新冠病例，省际间人员
流动的限制以及大型活动的管控，减缓了景区业务
和整合营销业务的恢复速度；二季度，随着各地病例
清零、疫苗普及，旅游业经营环境逐步恢复，为公司
业务复苏提供了条件。”中青旅证券部人士对《证券
日报》记者介绍称，二季度有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
等多个法定节假日，相较于一季度更易刺激居民旅
游消费。在出境游暂未解禁之时，国内优质景区作
为高消费客群的替代目的地，在经营恢复上更具优
势。其中，乌镇景区作为综合型休闲旅游目的地，消
费场景丰富，呈现良好的恢复态势。

除中青旅外，峨眉山、丽江股份、三特索道等上
市旅游企业也发布了业绩“扭亏”预告。受益于国
内旅游市场的全面复苏，多家境内上市的旅游企业
依靠二季度业绩的拉升，成功实现半年度业绩扭亏
转盈。

旅游企业业绩分化
部分亏损企业抱团取暖

不过，仍有部分上市旅游企业仍深陷亏损。
众信旅游披露的中报业绩预告显示，今年

上半年公司预亏 1.2 亿元-1.8 亿元。凯撒旅业则
预计上半年亏损 1.3 亿元-1.7 亿元。这两家深耕
出境游的上市旅游企业正准备通过合并来“抱
团取暖”。

“旅游企业出现的业绩分化，是由不同的业务布
局决定的。”盘和林对记者表示，尽管国内游需求旺
盛，但出境游复苏仍遥遥无期。短期来看，上市旅游
企业的业绩分化趋势仍将持续；但相关旅游企业正
通过调整业务结构等方式积极自救，部分企业亏损
额有望收窄。

“业务布局对业绩扭亏很重要。”据中青旅证券
部人士介绍，虽然中青旅是以旅行社业务起家的，但
经过多年耕耘后，目前已形成覆盖景区投资与运营、
酒店运营与管理、会议展览与整合营销、旅行社与旅
游互联网等领域的多元化布局，此外还涉足部分非
旅游类业务。

“与只有单一旅行社业务的公司相比，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及经营优势更强。尤其是景区业务以及整
合营销业务，近年来在同业已形成良好的口碑，颇具
市场竞争力，为中青旅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复苏提供
了助力。”中青旅证券部人士表示。

随着暑期旅游消费旺季的到来，旅游业又迎来
一次关键发展时点。同程旅游预计，2021年暑期机
票价格较2020年同期将有一定幅度上涨，高峰时段
票价可能达到或超过 2019年同期。去哪儿网的数
据显示，目前酒店预订量已超过 2019 年同期的三
成，其中高星级酒店占比增长近一成。受供需影响，
暑期酒店每晚均价已从2019年同期的502元增长至
目前的688元。飞猪网则表示，最近一个月，飞猪平
台上与夏季滑雪相关的商品预订量同比大涨超过
130%。

“国内旅游业仍处于强劲复苏阶段。”盘和林对
记者表示，在出境游受限的情况下，部分旅游企业经
营仍举步维艰。但随着行业景气度的持续提升，旅
游业有望涌现出更多的投资机会。

旅游业上半年业绩“冰火两重天”：

有公司靠假日红利扭亏为盈
有公司续亏求“抱团取暖”

本报记者 许 洁
见习记者 王 君
实习生 梁傲男

资本不仅爱“吃面”，更爱“嗦
粉”。

继“和府捞面”“遇见小面”“五
爷拌面”等品牌相继获得融资后，Q
弹爽滑的米粉市场也频频受到资本
的关注。7月 16日，贵州米粉品牌

“贵凤凰”宣布完成数千万元A轮融
资，步入千亿元级中国米粉市场发
展的快车道。本次融资由丰厚基金
领投，多位黔籍上市公司负责人组
成的贵众合伙人企业跟投。

贵凤凰创始人陶婷婷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贵凤
凰会坚持做好贵州米粉，逐步布局
全国门店，强化贵州米粉这一快消
品品牌，优化社群、电商等销售平
台，深耕米粉市场，稳步向前发展。”

在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
喜看来，中国米粉消费市场拥有坚
实的市场基础与较大市场规模，在
消费升级以及电商推动的商业形态
变革中孕育新的发展机会，呈现品
牌化、连锁化、电商化的发展趋势，
资本的加持会催生行业加速集中与
市场扩容发展。以行业标准作为生
产标准化与产品质量的保证，以品
牌化与连锁化推动销售与服务终端
的发展，以此实现行业、企业与市场

的可持续发展。

贵凤凰成立4年
在北京开了8家直营店

2017年6月份，贵凤凰(北京)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2018年，贵
凤凰在北京望京开出首家贵州米粉
店。截至目前，贵凤凰已在北京开
了8家直营店。

据悉，贵凤凰的此次融资主要
用于京津冀连锁门店的扩张，以及
长三角、大湾区形象店的建立和管
理运营系统及供应链的优化。

在疫情期间，贵凤凰 3天上线
外卖平台，1天上线小程序远程外
卖，单店纯外卖销售额从第一天销
售 1000多元到一周后销售过万元，
外卖业绩增长超过700%，追平了疫
情前的堂食业绩，至今仍是北京美
团、饿了么贵州羊肉粉单量保持领
先的贵州米粉商户。

贵凤凰创始人陶婷婷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贵凤
凰贵州米粉前期筹备了 6年，直营
连锁店开设 3年，已拥有自己的产
品体系、连锁管理体系及营销体系，
在产品方面具有扎实的基本功。

据贵凤凰官方公众号消息称，
贵凤凰在接手国贸中海店之前，门
店日销售额 2000多元，接手后的销
售业绩翻了 12倍，打破了写字楼门

店周末无人光顾的常规，周末也食
客不断，与写字楼商户周末人少的
常见现象形成强烈对比。接手西直
门店后，门店销售业绩更是翻了 20
多倍，非贵州籍顾客占比也从 40%
上升至80%。

长期看好米粉赛道的陶婷婷相
信，未来在千亿元级米粉市场赛道，
一定会出现几个大的头部品牌。“米
粉是南方多个省份必不可少的日常
生活主食，具有上千年历史。与网
红食品相比，米粉的生命周期更长，
生命力也更强，基础受众人数多，品
类认知度也高。贵州米粉、湖南米
粉、广西米粉、江西米粉等各省米粉
品类都有自己的基础受众，都有各
自生存扎根的土壤，在国内拥有较
大市场发展空间。”陶婷婷认为，米
粉品牌如能得到市场认可，在坚持
品质和管理的前提下稳步发展，一
定会有较好市场表现。

上半年融资12起
大量资本介入粉面赛道

据国盛证券发布的研报，从餐
饮行业整体店铺数量及规模来看，
2020 年我国营业中门店数量靠前
的品类分别是快餐(269.8万家)、茶
饮咖啡(54.9万家)、小吃(49.3万家)、
火锅(47.1万家)、烧烤(45.5万家)、粉
面（37.2万家）。

30余万家粉面门店，足以说明
市场需求之大，因此吸引了大量资
本的介入。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
上半年，面食赛道共发生融资 12
起，融资总额达10.11亿元。

成立于 2014 年的北京霸蛮天
下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霸蛮米粉”）
于 6月底宣布，已完成亿元 C轮融
资，投资方包括沣途资本、番茄资
本、豪客来、IMO资本，以及老股东
IDG资本、森马投资等。在此之前，
霸蛮米粉已经完成 6轮融资。霸蛮
米粉创始人张天一预计，今年的营
收有望达到10亿元。

随着米粉行业的快速发展，电
商平台中也诞生了许多头部品牌。

《证券日报》记者在淘宝、京东等电
商平台上发现，销量较高的米粉有
好欢螺螺蛳粉、李子柒螺蛳粉、阳际
山野南昌拌粉等品牌。

其中，“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
螺蛳粉，以独特口味时常登上热搜，
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来挑战，成功
出圈。据《人民日报》消息，袋装柳
州螺蛳粉2020年的销量突破100亿
元，同比增长68.8%。

去年双十一期间，李子柒螺蛳粉
的月销量超过670万袋，跃居天猫双
十一螺蛳粉销量第一品牌。此外，李
子柒品牌还与《人民日报》、腾讯视频
进行跨界合作，推出联名款柳州螺蛳
粉，进一步扩大了品牌传播范围。

2020年，在李佳琦等头部主播
的加持下，阳际山野一共卖出 1000
多万盒米粉，在淘宝平台“南昌拌
粉”品类中销量第一。今年2月份，
阳际山野获得由三七互娱基金投资
的数千万元Pre-A轮融资。

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
的《2021 方便速食行业洞察报告》
显示，受疫情等原因影响，在家吃饭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方便速食
行业近年来稳健增长，产品价格上
升明显，预估国内市场规模超过
2500亿元。其中，Z世代与精致妈
妈人群在方便速食方面增长较快。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伴随米粉行
业的发展，细分赛道、细分品类及细
分人群会越来越多，从新生代的消
费思维及消费行为来分析，未来细
分领域一定会出现百花齐放的情
况。最近，从米粉小面到螺蛳粉之
类，已经出现了蓬勃发展、快速扩容
的迹象，这说明新生代正在改变产
业端的发展趋势。

朱丹蓬认为，在消费端不断倒
逼产业端的节点上，由于资本的加
持，一些具有区域特色、区域品牌、
细分特色的产品正在快速崛起，打
破了之前品类同质化的现状，为整
个消费行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也
为中小品牌及各地特色产品提供了
更大发展空间。

“贵凤凰”引来“金凤凰”千亿元级米粉赛道成资本眼中香饽饽

本报记者 肖 伟

2021年 7月 17日，据央视财经
报道，湖南成为我国首个全域低空
飞行试点省份。

在此前的 2016年，国务院办公
厅出台《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激发了全国各地发展
通用航空产业的积极性。

通用航空包括从事工业、农业、
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的作业飞行，以
及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气象探测、
海洋监测、科学实验、教育训练、文
化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动。上述飞
行活动，多集中在 3000米以下低空
空域，该空域已成为中直股份、晨曦
航空、山河智能等上市公司掘金航
空产业的重点领域。

通用航空展翅蓝天
尚需多方努力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通用航
空产业发展，出台了《关于促进通用
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
通用机场有序发展的意见》等相关
政策。国家利好政策频出，地方配
套措施落地，共同推动通用航空业
发展。

今年 7月 16日，湖南（国际）通
用航空产业博览会举行，共发布新
技术及新产品 1100余项。有 317家

企业参展，签约合作项目46个，合同
金额达208.6亿元，涵盖通用航空制
造、机场基础设施、增值服务等领
域。7月 17日，湖南成为我国首个
全域低空飞行试点省份，将在 3000
米以下低空空域进行航空器监视通
信覆盖、低空空域监管、低空空域运
行管理等方面积累经验，为全国低
空空域开放提供理论依据。

全国各地布局通用航空产业渐
有燎原之势。其中，山东青岛引入
全球最大直升机制造公司空客直升
机公司。今年以来，空客直升机青
岛总装线已生产交付 16架H135直
升机。山东青岛与中信海直等上市
公司合作，开展城市消防、医疗救
援、警用执法、应急救援、森林灭火、
海上搜救与打捞、交通抢险等航空
业务，探索通用航空公共服务体系
的“青岛模式”。四川成都出台相关
规划，力争未来 5 年建成通用机场
30个。成都还成立多个职业技术学
院，培养通用航空器维修、无人应
用、直升机驾驶、空勤地勤等专业人
才。四川德阳建设德阳市通航产业
园，打造航空零部件、无人机制造两
大核心产业。

各地通用航空产业大干快上，
业内人士却在冷静观察和思考。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通用航空产业研究
中心主任、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通用
航空产业促进分会副会长高远洋对

比国内外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现状
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通用航
空产业处于起步阶段。从飞机保有
量来看，美国通用航空飞机保有量
为21万架，我国仅为3380架。从产
业格局来看，美国通用航空产业已
有相当成熟的产业体系，设计制造、
增值服务和消费环节的产值占比分
别为 30%、30%和 40%，其中设计制
造环节年均产值660亿美元；我国通
用航空产业还未形成完整产业链，
应加快脚步迎头赶上。通用航空产
业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
型产业，市场门槛较高，亟需龙头企
业和上市公司奋起直追，为我国通
用航空产业撑起一片蓝天。”

上市公司厚积薄发
期待一鸣惊人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后发现，
多家A股上市公司已瞄准通用航空
产业，期待在厚积薄发中一鸣惊人。

直升机是通用航空及低空飞行
的主力机型之一。7月初，作为A股
市场“直升机一哥”的中直股份发布
业绩预增公告，预计 2021年上半年
实现扣非净利润区间为 3.53亿元-
4.13亿元，同比增长 22%-43%。中
直股份自主研发制造的AC系列直
升机，已形成“一机多型、系列发展”
产品格局。

首创证券分析师邹序元表示：
“中直股份旗下的哈尔滨分部近三
年实现业绩翻倍增长，直 20成为业
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8 年至
2020年，哈尔滨分部实现收入分别
为 41亿元、62亿元、90亿元。哈尔
滨分部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分部之
一，生产的最新型号通用型直升飞
机需求量大，市场景气度高。下游
市场高景气度的拉动，将促进中直
股份作为直升机主机厂的龙头地位
进一步稳固。”

在“直升机一哥”瞄准通用航空
产业商机的同时，“后起之秀”也在
奋起追赶。6月末，晨曦航空发布公
告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已
获中国证监会批复。晨曦航空计划
募资6亿元，用于直升机研发中心项
目，项目涉及直升机总体设计、飞行
控制设计、航电系统与导航设计、飞
行动力学设计、传动设计以及结构
与振动设计等各项技术。晨曦航空
发力掘金通用航空产业，赢得资本
市场的青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
终端显示，截至6月30日收盘，晨曦
航空报收 38.52 元/股，与 2020 年末
的收盘价25.03元/股（前复权）相比，
累计上涨 53.88%，大幅跑赢大盘指
数的同期表现。

7月 16日，在“2021湖南（国际）
通用航空产业博览会”上，山河智能
旗下的山河 SA60L飞机表演队为现

场观众汇报献礼。多年来，山河智能
在通用航空领域厚积薄发，先后收购
了北美最大支线飞机租赁维修公司
AVMAX，推出阿若拉等多款运动型、
观光型、低空作业型飞机，打造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民用及警用无人机，
并与宗申动力合作开发两款航空发
动 机 ，用 于 拓 展 民 用 通 航 市 场 。
2020年春，在武汉因疫情封闭道路
交通时，有客户曾驾驶山河智能飞机
为武汉送去紧缺防疫物资。《证券日
报》记者在博览会现场采访时，山河
智能董秘王剑表示：“通用航空具有
作业范围广、作业空域低和作业时效
性强等特点。随着经济增长和产业
升级，通用航空领域蕴含巨大商机。
公司旗下的飞机已拿到欧美适航认
证，无人机已应用于救灾、勘探、植
保、安保等多个领域，飞机租赁业务
也逐渐复苏。随着国产品牌的崛起，
全球通用航空产业会有越来越多的
中国玩家现身。”

东北证券分析师吴江涛积极展
望国内通用航空产业称：“未来 5年
到 10年，我国通用航空业年复合增
长率有望达到 30%，将形成总产值
超过 1万亿元体量的产业链。设计
软件、关键零件、整机生产、增值服
务、通用机场等环节均有机会，技术
实力雄厚、整合能力突出的龙头企
业将有较大增长空间，我国通用航
空产业必将拥有广阔的蓝天。”

国内首个全域低空飞行试点获批
上市公司掘金通用航空细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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