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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文英

又到了贴秋膘的季节，A股也迎
来了“舌尖上的机会”。据《证券日报》
记者统计，75%的A股休闲食品上市
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实现增长，实
现盈利的占比高达90%。

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
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前三
季度，整个消费的走势相对较弱，但第
四季度以及次年的第一季度是食品行
业的红利期，这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
随着消费旺季的到来，整个行业将会
步入上升区间。”

绝味食品
第三季度净利同比增88%

绝味食品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 48.47亿元，同比增长 24.74%，实
现 净 利 润 9.6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5.39%，已超过 2020年全年。公司第
三季度单季实现营收17.03亿元，同比
增长 15.67%，实现净利 4.62 亿元，同
比增长88.16%，净利增长幅度在20家
休闲食品上市公司中排名居首。

绝味食品董秘彭刚毅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疫情
影响因素依然存在，但公司通过品牌
势能的提升、消费者触达体验的升级
以及新开门店业绩的厚积薄发实现了
公司第三季度业绩较高增长，进入第
四季度公司将竭尽所能努力达成全年
65亿元的营收目标。”

劲仔食品在第三季度也呈现出了
业绩向好的迹象。三季报显示，劲仔
食品第三季度实现营收 2.78亿元，同
比增长 14.57%；实现净利润 2290 万
元，同比增长10.3%。

劲仔食品董秘丰文姬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净
利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得益于品牌提
升、渠道深耕等多个方面。公司坚持
聚焦鱼制品、豆干制品和肉制品等优
质蛋白品类辣卤风味，所处的赛道具
有较好的发展空间，且自上半年更名
后，品牌效益逐渐凸显。”

“同时，公司坚持线上线下全渠道
布局，深耕线下渠道，通过优化增加了
许多空白网点、空白渠道、终端服务能
力更强的优质经销商，整体客户结构
进一步优化，提升了渠道竞争力，对营
收净利增长起到了关键促进作用。线
上方面，公司增加了直播带货和新媒
体线上业务投入，在更好地触达年轻
消费群体的同时促进业绩稳步增长。”
丰文姬补充说。

休闲食品市场表现亮眼

随着休闲食品上市公司三季度
业绩呈现好转趋势，二级市场闻风
而动。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统计，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20 家休闲食品
上市公司超六成股价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是盐
津铺子，涨幅达到 37%，青岛食品、
洽洽食品、良品铺子等涨幅亦超过

了 20%。
券商研报对休闲食品龙头四季度

的表现给予了乐观预判。德邦证券研
报认为，盐津铺子第三季度营收增速
转正，归母净利环比扭亏为盈，预期公
司经营将迎来拐点向上。

华西证券研报认为，绝味食品四
季度经营有望环比加速，全年新开门
店有望达到 1400家，新品的火爆出圈
也将助力品牌年轻化，拉动单店营收，
完成全年业绩目标。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民以食为天，
舌尖上的投资机会永不过时，加上第
四季度是传统消费旺季，休闲食品也
已成为现代人的消费刚需，在上半年
行业深度调整后，目前大部分上市公
司迎来业绩拐点，行业投资机会进一
步凸显。”

相关预测显示，到 2025 年，国内
休闲零食市场会从 2020 年的 27281
亿元飙升至 40000亿元。即便如此，

增速与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
距，这意味着行业的发展仍有超预期
空间。

“需求导向已成为休闲食品行业
发展的重要方向，如何契合新生代个
性化、差异化的需求将有助企业在行
业大军中脱颖而出。”朱丹蓬表示，虽
然休闲食品行业空间广阔，但未来的
发展也面临着转型升级，休闲食品将
不止于“休闲”，还将向健康化等功能
拓展。

又到一年贴膘季 盘点A股那些“舌尖上的业绩”

本报记者 王 僖

“元宇宙”概念又火了！
因为Facebook称将更名为“Meta”，

显示其全力进军元宇宙的决心。
随着A股三季报披露划上句号，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A股市场上
的27只元宇宙概念股整体呈现出的三
季报业绩分化明显，可谓“一半是海
水，一半是火焰”。

被业内认为是提供元宇宙体验的
“硬件入口”，即VR/AR/MR等的电子
行业的相关上市公司，业绩整体表现
亮眼。采访中，众多机构和受访专家
都表示，此类公司未来的成长空间巨
大，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硬件入口”公司业绩亮眼

虽然元宇宙并非近年才有的概
念，但2021年无疑是元宇宙概念最火
的一年，A股市场的元宇宙概念板块
也随之跌宕起伏。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前三季
度，A股27只元宇宙概念股中25只实现
盈利，但业绩增幅程度却呈现两极分
化。其中，中青宝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幅达7.3倍，位列榜首；共达电
声、恒信东方、数码视讯增幅同比逾1
倍，歌尔股份、利亚德、凯撒文化同比增

幅超60%。但是，还有12只个股前三季
度归母净利润同比为负增长。

从板块细分来看，前三季度归母
净利润同比增长的15只个股中，除恒
信东方属于通信服务行业、风语筑属
于建筑装饰行业外，其余个股多属于
电子、软件开发和游戏板块。其中，
电子板块业绩最为亮眼，整体呈现正
增长。

安信证券研报称，提供元宇宙体
验的硬件入口，即VR/AR/MR/脑机接
口，直接决定用户规模。

国信证券表示，VR/AR作为元宇
宙的入口级终端具备广阔的发展前
景，歌尔股份作为产业龙头将明显受
益。据了解，歌尔股份长期布局VR/
AR业务，目前在高端VR/AR设备整机
代工领域中市占率接近80%，客户包
括Facebook、Sony等。该公司三季报显
示，前三季度实现营收527.9亿元，同
比增长52%，归母净利润33.3亿元，同
比增长65.3%，并预计2021年度归母净
利润为42.4亿元至45.3亿元，同比增长
49%至59%。公司近期颇受市场关
注，获得400多家机构扎堆调研。

“今年VR行业中主要厂商的成长
非常显著，行业的未来成长性也值得
期待。”歌尔股份副董事长兼总裁姜龙
谈及公司业绩高增长的驱动因素时表
示，VR/AR等新兴的智能硬件业务在

引领公司成长。
展望未来，姜龙认为，VR不止是游

戏，而是将拓展为包括社交、娱乐、
UGC、生产力等多个方面的应用场景在
内的大生态，VR/AR未来有希望发展成
为与智能手机相类似的计算平台。

前瞻布局还是蹭热点

二级市场上，在Facebook更名的
消息刺激下，10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
和11月份的首个交易日，元宇宙概念
再次爆发。其中，中青宝接连收获两
个20%涨停。

11月1日盘后，中青宝再发股价异
动公告。中青宝称，公司目前正在研
发元宇宙相关游戏《酿酒大师》，根据
公司对交易所关注函的相关回复，《酿
酒大师》是一款基于元宇宙概念的全
拟真社交经营产品，可在平行世界里
虚拟酿酒，同时在线下提取实物白酒，
实现“梦幻联动”。

该公司表示，元宇宙是一个巨大
的概念和模式，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触及概念相对较浅，对应产品尚在研
发中，相关事项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对于股价异动，公司否认存在蹭
概念和操纵股价的情况。

其实不止中青宝，近段时间，多家
元宇宙概念股公司都纷纷宣告在该领

域的探索和初步布局。如凯撒文化在
互动平台称，代号为“动物星球”的游
戏背景环境完全按照元宇宙的模式设
计，具备时间、环境、生态三大维度要
素，还引入了NFT技术。汤姆猫已经
成立了元宇宙的专项工作室，并对特
定品类的产品进行概念开发与立项工
作，从AI体感游戏、VR游戏、脑机交互
的数字疗法等多元场景应用面向元宇
宙发展方向进行尝试与探索。此外，
宝通科技、世纪华通等其他游戏厂商
也在通过开发VR游戏等方式探索元
宇宙。

但是，机构和专家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对元宇宙热度进行了
提醒。财经专栏作家宋清辉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从目前的技术发展来
看，虽然元宇宙前景无量，但是，目前
元宇宙仍处于“雏形中的萌芽阶段”，

“市场对于元宇宙这一概念更多的是
投机炒作，投资者对此应保持警惕。”

元宇宙应用空间巨大

“元宇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
国内相关上市公司接下来的重点方向
应是专注于一个或者多个自己擅长的
领域，进行大力研发、精耕细作，并全
力突破行业技术局限性，一方面有望
在行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护城河，另

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厚相关公司业绩。”
宋清辉说。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元宇宙
未来应用场景很广阔，但在短时间内
还很难看到硬件、软件、内容、应用场
景的高度适配。结合目前元宇宙概念
股的业绩，王鹏认为，从实际的营收角
度来说，短时间内，硬件或终端的制造
商会经历一波好的行情，但相关概念
的上市公司若要形成长线的趋势，尚
需时日。

在王鹏看来，想实现元宇宙设想
的现实效果，不仅仅要有硬件设备上
的技术变革，更重要的还在其可提供
的内容，即所谓的场景要更加多元化。

“目前能够严格意义上称为元宇
宙应用工具的，更多的还是在展览、游
戏等一些领域，且体验还需进一步提
升。”王鹏说，未来元宇宙应包含更大
的范畴，如园区建设、未来的生产端、
数字治理、智慧政府等，涉及教育、卫
生、医疗、培训等众多广泛的领域，并
可以跟目前的移动互联网、数字孪生、
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
实现有机的融合。

国盛证券表示，当下离实现元宇
宙的愿景尚有距离，但趋势已起，元宇
宙或是下一轮科技创新的“集大成
者”，成为互联网的下一站。

“元宇宙”概念股三季报分化：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本报记者 许 洁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的大背景下，白酒企业如何
抓住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白酒
行业需要共同研究的课题。

梳理A股19家白酒上市公司三季
报数据可见，19家公司的营收和净利
润总和与上年同期相比均实现了接近
20%的增长。今年前三季度，除了皇
台酒业、顺鑫农业和金种子酒外，其他
16家酒企均交出了营收和净利润双增
长的成绩单。

具体分析每家企业的数据可知，
白酒行业的深度分化趋势并未改变，
在存量市场竞争中，强者恒强的态势
更加明显，部分区域酒企未来或更加
艰难。

此外，不管是营收还是净利润，五
粮液和贵州茅台这两家公司合计占据
了半壁江山，且在报告期内实现了稳
健的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上述两大
酒企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合计
521.5亿元，表现出强劲的造血能力。

19家酒企营收超2300亿元
贵州茅台五粮液占半壁江山

Choice数据统计显示，19家白酒
上市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总和
2308.61亿元，而上年同期为1933.62亿

元，同比增长19.39%；实现净利润总和
为824.85亿元，上年同期为691.26亿
元，同比增长19.32%。

从营收涨幅来看，酒鬼酒和舍得
酒业今年前三季度营收增幅超过
100%，分别为134.19%和104.54%。营
收额为26.39亿元和36.06亿元。水井
坊、山西汾酒、青青稞酒这3家公司的
营收涨幅均超过50%，分别为75.9%、
66.23%和52.49%。除了皇台酒业和
顺鑫农业在报告期内营收同比下降
32.66%和6.5%外，其他包括贵州茅
台、五粮液在内的12家酒企的营收实
现了同比10%以上的增长。

对比2020年三季报业绩，受疫情
影响，去年有11家酒企三季报营收同
比下降。但2021年前三季度，有17家
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企业经营回归到
2019年同期水平。

从营收规模来看，百亿元体量的
白酒上市公司分别为贵州茅台、五粮
液、洋河股份、山西汾酒、泸州老窖、顺
鑫农业、古井贡酒，这7家公司三季报
营收总额为2017.96亿元，而贵州茅台
和五粮液的营收总额达到1267.73亿
元，占19家公司营收比重的54.89%。

净利润方面，19家白酒上市公司
实现净利润总额为824.85亿元，上年
同 期 为 691.2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32%。五粮液和贵州茅台的净利润
总额为483.72亿元，占比达到58.6%。

另外，在报告期内，皇台酒业、金
种子酒和顺鑫农业3家酒企的净利润
同 比 下 降 了 512.12% 、37.36% 和
14.22%。洋河股份和老白干酒净利润
同比增长0.37%和7.04%，其他酒企均
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其中酒鬼酒、
舍得酒业和青青稞酒净利润增长幅度
超过100%，分别为117.69%、211.91%
和232.73%。

通过上市酒企的营收和净利润表
现来看，除个别酒企外，拥有品牌张力
和品质实力的酒企表现出强者恒强的
态势，特别是拥有高端白酒的酒企，展
现出超强的造血能力。

行业分化加剧
龙头企业现金流充沛

对国内白酒行业而言，产能过剩
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一个不缺酒但缺
好酒的时代，对酒企而言是一次综合
大考。而在这场高质量对决中，拥有
高品质的产品、超强的品牌力、且拥有
充实现金流的酒企，无疑会在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红利中受益。

《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显示，19家
白酒上市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为777.93亿元，
其中，贵州茅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 367.52亿元、五粮液为
153.97亿元、山西汾酒为61.23亿元、洋

河股份54.74亿元、泸州老窖39.56亿
元、古井贡酒为39.52亿元；今世缘、舍
得酒业、水井坊、老白干酒4家酒企的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8.7亿元、16.16亿元、14.44亿元、11.03
亿元；酒鬼酒为7.61亿元、迎驾贡酒为
6.63亿元、口子窖酒2.7亿、青青稞酒为
0.98亿元。

除了上述公司现金流为正外，顺鑫
农业、金种子酒、金徽酒、伊力特和皇台
酒业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则为负数，分别为-12.18亿元、-3.13亿
元、-0.76亿元、-0.66亿元和-0.1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企业
经营活动的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
力，是判断公司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把握现金流就是把握公司的“经营命
脉”。

贵州茅台和五粮液前三季度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与公司三季报净利
润接近，足以看出两大酒企的综合实
力及强大的造血能力。而对于部分现
金流为负数的酒企，业内也有不同的
解读。

一位券商分析师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在行业存量竞争中，头部酒
企的表现都非常好，但有的酒企选择
与经销商同甘共苦，通过降低经销商
打款的频率，或以票据的形式来支持
经销商，并且这些票据违约的概率较

小，因此，也不能单纯看现金流单一指
标来判断公司。”

白酒营销专家、知趣咨询总经理
蔡学飞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白酒企业的第三季度是为第四季
度铺货做准备，因此，三季度也是酒企
的管理季。从上市酒企业绩来看，白
酒品牌分化在进一步加强。除了贵州
茅台和五粮液强势品牌外，大多数品
牌都在存量市场下竞争，企业的管理
成本、扩张成本、渠道成本都在大幅增
长。整体来看，中国白酒行业经过前
两个季度的高速增长，第三季度出现
了增速放缓的态势，品牌间的竞争进
一步加大，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事实上，除了头部知名酒企外，部
分区域强势品牌在此轮酒类消费结构
升级中也是受益者。据了解，今世缘
加速了在次高端的发力，今年前三季
度营收和净利润均实现了接近30%的
增长。

在开源证券分析师看来，边际改
善以及具备业绩持续高增长预期的股
票更易被基金增持，“白酒‘双节’的表
现以平稳为主，礼品与餐饮需求也得
到了正常释放。展望春节，考虑到连
续两年疫情影响春节返乡不及预期，
如果2022年春节疫情控制得当，返乡
高峰可能会带动消费活跃度提升，对
于包括白酒在内的多数消费品形成正
面影响。”

19家白酒上市公司三季报：
行业深度分化趋势不变 头部酒企造血能力强劲

本报记者 桂小笋

看着刚刚披露完毕的三季报，投资
者有人欢喜有人忧。对于持仓 ST类公
司的投资者来说，一些公司迟迟未见好
转的经营基本面和被监管部门揪出的
多项问题，始终是笼罩在投资者心头的
愁云惨雾。

同花顺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11 月
1 日，两市共有 185 家 ST 类公司对自
己目前存在的风险进行了预测。其
中，有 63 家公司称“可能暂停上市”，
预测“可能暂停上市”的原因都是连续
两年亏损，且最新业绩续亏；还有 28
家公司称，因最新业绩的不确定性，因
此未来公司的风险预测类型也是“不
确定”；其余的公司预测类型则为“可
能不变”或“可能摘星”等。

由于多家 ST公司业绩欠佳且还有
此前被处罚的事项，因此，投资者如何
维护自身权益颇受关注。对此，上海明
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因为公司被 ST
或者退市而导致无法执行的案件比例
并不高，投资者仍应积极维权。

*ST新亿
披星戴帽队伍中的“钉子户”

在185家ST类的公司中，被披星戴
帽的多是在最近2年，不过，还有一些公
司成了 ST榜中的“钉子户”。例如，*ST
新亿被实施 ST的日期是在 2014年 5月
5日，是185家ST类公司中，披星戴帽时
间最长的公司，长达7年半。

10月30日，*ST新亿发布了三季报
和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相关提示公告。
*ST新亿三季报显示，公司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80万元，同比
增长 1488.35%。不过，对于公司的业
绩，有市场人士表示疑惑。

*ST新亿发布半年报之后，曾收到
上交所的问询函。

*ST新亿于 2021年 10月 18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公司 2018年度至 2019年度虚
增收入，追溯调整后，公司可能存在
2018年、2019年、2020年连续三年营业
收入均低于1000万元的情形，公司可能
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受上述利空因素的影响，*ST新亿
连续6个交易日跌停，至11月1日收盘，
股价收于1.57元/股。

投资者要主动维权

除了经营状况的不乐观，许多ST公
司还有诸多麻烦缠身。例如，*ST济堂
曾发布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公司于2021年10月24日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公司可能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
市情形，而此前，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
度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鉴于ST类公司的现状，有投资者担
忧如果这些公司退市，是否还有维权的
价值？

对此，王智斌律师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证券类诉讼的胜
诉成功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拿到
胜诉判决的概率，一部分是胜诉判决
实际执行到赔偿款的比例。在前一部
分，被告是否 ST并不影响案件的胜诉
概率，案件能否胜诉主要取决于被告
违规行为的性质、股价的波动情况等
等客观因素。对于后一部分，确实存
在一部分 ST公司无力支付的情况，但
总体而言，因为公司被 ST或者退市导
致无法执行的案件比例并不高，投资
者仍应积极维权。

63家ST类公司称
“可能暂停上市”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3

号)决定对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处以60万元罚款。该处罚决定书已
送达生效，但你公司至今未按规定缴
纳罚没款。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罚没款
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催告书之
日起10日内缴清罚没款。罚没款汇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
7111010189800000162)，并将汇款凭证
传真至证监会处罚委备案(传真：010-
88061632)。逾期不缴，我会将依照《行
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并将申请执行的信息记入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公司对本催告
书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2021年11月2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