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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桂小笋

1月 14日晚间，森特股份发布公告称，新华都
系此前举牌公司的行为出现了违规，构成违规增
持及短线交易。

“新华都集团在自查过程中发现，由于疏忽，
在统计新华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森特股份
股票数量的过程中，遗漏计算了实际控制人陈发
树个人在安信证券开立的证券账户名下购买的
216.29万股森特股份股票，导致未及时发现新华都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21年12月6日合计持股
比例超过5%的情况。”森特股份在公告中解释。

“违规增持未披露同样涉嫌信息披露违规。”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援引公开信息可知，在 2021年 12月 29日，新
华都集团实际控制人陈发树作为另一家上市公司
股东计划参与该公司可转债配售，因其证券账户
资金不足需通过出售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新华
都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仍看好森特股份的未来前
景无意减持，在未意识到一致行动人持股合计已
经超过5%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在卖出60
万股森特股份股票筹集资金的同时，协调本公司
买入相同数量森特股份股票。

随后，新华都集团实际控制人陈发树收到开
户券商短信和电话，提示上述调仓行为触发券商
异常交易风控系统互为对手方异常交易预警。收
到该提示后，新华都集团对照相关法规及时启动
全面自查。在自查过程中发现，由于疏忽，遗漏计
算了实际控制人陈发树个人在安信证券开立的证
券账户名下购买的 216.29万股森特股份股票，导
致未及时发现新华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股比例超过5%的情况。

对于此次公司发布公告提及的举牌过程中出
现违规的行为，王智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信息披露违规的认定，与行为人主观状态无关。
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是否影响股价这
些因素，并不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

从市场层面来看，森特股份的股价在 2021年
变动极大，年初时，股价在 8元/股以下长期徘徊，
但自 2021年 3月份开始接连上涨，最高时涨至 50
元/股以上。

遗漏计算陈发树个人持股

新华都系增持森特股份
涉违规及短线交易

本报记者 矫 月
见习记者 刘 钊

1月 14日晚间，*ST新亿发布公告称，公司收
到新疆证监局《立案告知书》，塔城公安局告知新
疆证监局，对于其移送的*ST新亿及实控人黄伟涉
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犯罪一案，塔城公安
局认为，符合立案标准，现已立案侦查。

同日，*ST新亿发布股票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情形被终止上市的第十三次风险提示公
告。目前，*ST新亿距离退市仅一步之遥。

*ST新亿表示，公司及黄伟将积极配合调查
工作，认真评估对公司及实控人的影响，并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2021年 10月 23日，*ST新亿发布公告称，公
司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根据证监会的查证，在*ST 新亿实控人黄
伟的亲自决策、组织下，公司 2018 年、2019 年连
续两年财务造假。追溯调整后，公司 2018 年、
2019 年连续两年营业收入低于 1000 万元，2019
年由盈转亏。

此外，证监会调查发现，*ST新亿的财务造假
手法大多通过虚假交易完成，包括虚增保理业务
营业外收入、与实控人好友的公司虚增贸易收
入、违规确认物业费收入、虚构抵账租金收入等
方式。

基于上述违法事实，证监会拟决定：对*ST新
亿给予警告，并处以 800万元罚款；对黄伟等 3名
相关责任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00万元至1200
万元不等的罚款。同时，证监会拟决定对黄伟、公
司监事长及子公司负责人李勇采取终身市场禁入
措施。

“财务造假和违反信息披露规定是监管层重
点防范和打击的违法违规行为，而且特别在退市
新规中明确增加了相关条款，是监管‘零容忍’。”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对
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人来说，应该将精力和心思
花在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等正途
上，而不要试图投机取巧、打擦边球甚至铤而走
险，去挑战监管和法律的底线。”

根据*ST新亿2021 年三季报，公司 2021 年前
三季度实现营收 2.83 亿元，同比增长 2732.60%，
实 现 归 母 净 利 润 280.4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488.35%，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280.4 万元，
同比增长 1488.35%。如*ST 新亿 2021 年度触及

《上市规则》第 13.3.12 条任意情形，公司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

此外，1月 14日收盘*ST新亿股价再创新低，
报收1.07元/股，如后续公司股票价格低于1元/股，
*ST新亿可能会面临因连续 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
低于1元而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距离退市仅一步之遥
*ST新亿实控人被立案调查

公告速递

日前，各地纷纷倡导“就地过年”，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就地过年”会对春节期间交通运输、旅游属性的消费产生抑制，但对预制菜、娱乐、零食等行业

会产生较强推动，同时部分地区还发放补贴、消费券等，这将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对上述板块收获“红包”的预期。

“就地过年”最大红包落谁家？
本报记者 赵子强 徐一鸣 见习记者 任世碧 楚丽君

随着春节临近，多家超市及线
上平台已积极上线年夜饭相关预
制菜产品，预制菜的消费需求也逐
渐走旺。

预制菜省去了食材采购的烦
恼，简化了制作步骤，经过卫生、
科学包装，再通过加热或蒸炒等
烹饪方式，就能直接作为餐桌上
的便捷特色菜品，并越来越受年轻
人青睐。

从A股市场看，预制菜板块近
期也受到资金的热捧。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2022 年以来，预
制菜板块走势强劲，期间累计涨
幅高达 5.62%，大幅跑赢同期上证
指数（跌 3.26%），板块内可交易的
21只概念股中有 20只跑赢大盘，
占比超九成。

其中，国联水产期间累计涨
幅居首，为 97.57%，福成股份、同
庆楼、海欣食品、得利斯、惠发食
品等 5 只个股期间累计涨幅均超
30%。

金鼎资产董事长龙灏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
制菜行业由于能有效保障连锁
餐饮行业运营效率，国内冷链物
流配送能力的加强也使得预制
菜品储存时间大幅延长。虽然
当下预制菜处于发展初期，行业
区域特征明显，竞争格局分散，
仍处于跑马圈地阶段，但发展前
景值得期待。

预制菜对C端客户而言，解决
了当下消费者因为工作忙碌而不
愿意花太多时间下厨以及在外就
餐和点外卖又担心卫生和食品安
全的问题。私募排排网研究主管
刘有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对 B端而言，降低了原
材料损耗和劳动成本、节约了厨房
空间、提高了经营效率，有利于提
升餐饮企业的利润。

“因此，预制菜凭借便捷、安全
健康等特点，又符合当下消费升
级、单身比例提高、宅经济以及团
餐需求激增的发展趋势，因此，预
制菜同时引爆了B端和C端，而且
客户黏性非常高，这使得预制菜需
求不断增长。”刘有华表示，目前
来看，预制菜在中国处于发展初
期，渗透率还非常低，尤其是二、
三线及以下城市，还具有较大的增
长空间，对比日本 60%的渗透率，
这意味着预制菜在中国拥有非常
广阔的发展前景，有望引发一场厨
房革命，成为引领餐饮行业的一个
新风口。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

国预制菜市场规模预估为 3459亿
元，在中国属于刚起步阶段，随着
消费升级以及冷链物流布局，预制
菜市场将在B段和C端同时加速发
展，之后将以20%的增长率逐年上
升，2023 年中国预制菜规模约为
5156亿元。

从业绩方面看，有 14 家预制
菜概念上市公司在 2021年前三季
度的净利润为正，占比超六成。

其中，金龙鱼期间净利润高达
40.27亿元，安井食品、广州酒家、
圣农发展、龙大美食、双塔食品等5
家公司期间净利润均超2亿元。

进一步梳理发现，机构对于预
制菜概念股早有布局。截至 2021
年三季度末，上述 21 只预制菜概
念股中有 13 只个股获公募基金、
券商、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
持仓，合计持仓量达1.91亿股。从
个股持有情况来看，双塔食品、圣
农发展、安井食品、天邦股份、新希
望等 5 只个股获得上述机构合计
持仓量均超2000万股。

2月 1日至 2月 10日，有 18只
可以交易的预制菜概念股合计总
市 值 从 10067.01 亿 元 增 长 到
10378.07亿元，总市值期间累计增
加 311.06亿元。从个股的市场表
现来看，有 11 只个股期间累计实
现上涨，新希望、安井食品、天邦股
份等 3 只个股期间累计涨幅均超
10%。

距离 2022年的春节还剩下两
周，对于预制菜概念股的投资机
会，众多机构纷纷表示看好。

龙灏表示，看好预制菜行业中
具有上游供应链、跨区域的品牌连
锁企业，在成本、质量、卫生及包装
运输等方面有强大优势，值得投资
者长期关注。

国金证券表示，看好预制菜
在餐饮端的进一步应用，能有效
缓解餐饮企业成本压力，同时建
议投资者关注向预制菜领域延
伸、有望形成业务协同效应的餐
饮企业。

国海证券表示，专业预制菜企
业深耕区域，能成为小而美的企
业。对上游农牧水产品企业而言，
预制菜是难得的业务转型窗口期，
如果产品力优势突出，快速建立B
端和C端分销渠道，有可能诞生黑
马企业。

川财证券在其研究报告中指
出，随着预制菜市场不断发展，拥
有较强产品研发能力和高品质产
品的企业有望在这一蓝海市场中
取得优势，实现快速发展。

年内预制菜板块涨5.62%
机构称迎来业务转型窗口期

近期，娱乐概念的众多子板块
出现多方面利好消息。

游戏方面，根据中国音像与数
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
与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

《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
2021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
入 2965.13 亿 元 ，比 去 年 增 加 了
178.26 亿元，同比增长 6.4%。其
中，自研产品国内收入达 2558.19
亿元，比 2020 年增加了 156.27 亿
元，同比增长 6.51%。中商产业研
究院预计，中国游戏市场规模将于
2022年达到3084亿元。

电影方面，日前国家电影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电影总
票房达到472.58亿元，银幕总数达
到 82248块，全年总票房和银幕总
数继续保持全球第一，侧面反映出
银幕背后的消费活力，2021年总观
影人数恢复至11.7亿人次。

亦有业界人士表示，到 2022
年 ，中 国 电 影 票 房 规 模 将 达 到
1222.6 亿元，同时，中国影院数量
将会突破20000家。

春节档 11部影片定档。包括
博纳影业、中国电影等出品的《长

津湖》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1月
13日官宣定档春节档，一小时后想
看人数达到 22.5 万人；坏猴子影
业、中国电影、万达影视等出品的

《奇迹·笨小孩》想看人数 41.5 万
人；韩寒执导，阿里影业、猫眼、横
店、果麦文化等出品电影《四海》想
看人数达到 37.3万人；《这个杀手
不太冷静》想看人数达到 33.1 万
人；华强方特出品的 IP系列动画电
影《熊出没·重返地球》想看人数达
到21.7万人。

技术方面，随着 5G、NFT等技
术的成熟运用，给游戏、电影、直播
等方面带来的沉浸感、临场感，有
利于消费者在家也能实现精神娱
乐。

结合资本市场来看，截至 1月
14日，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
娱乐板块总市值达4482亿元。

其中，捷成股份、当代文体、祥
源文化、浙江广厦、锋尚文化、三七
互娱、新文化、视觉中国、上海电
影、华策影视、慈文传媒、万达电影
等 12只成份股月内总市值实现增
长，期间累计总市值增加 48.10亿
元。

多因素利好娱乐板块
12只概念股市值增超48亿元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进
入 2022 年以来，尽管零食板块期
间累计下跌 1.22%，但仍然跑赢同
期 上 证 指 数（期 间 累 计 下 跌
3.26%），有 15只概念股股价实现
上涨，占比62.5%。

其中，青岛食品期间累计涨幅
居首，达到 13.24%，广州酒家、桂
发祥、南侨食品、来伊份、有友食品
等 5 只概念股累计涨幅也均逾
3%。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方信财富投资基金经理郝心
明表示，近期零食板块表现活跃的
主要原因有五方面：

一是“懒宅经济”的体现；
二是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

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升级；
三是平台助力，节日期间促销

活动增多，春节订单加速；
四是政策支持，带动农村当地

就业；
五是现阶段板块估值较为合

理。
零食行业作为资本追捧的优

秀投资赛道之一，后市仍然有望继
续保持近 10%以上的年复合增
速。可以预见，零食龙头股或迎来
春节前的“红包”行情。

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
对记者表示，“在经济更多转向内
需拉动和消费升级背景下，零食消
费增速会高于经济整体增速。零
食行业当前竞争格局分散且激烈，
行业洗牌加剧，具备品牌和资金优
势的头部企业整合和扩容机会较
多，把握机会的头部企业有望迎来
规模和效益持续提升的局面，所以
零食板块具备一定的中长期投资
吸引力。去年 11月份以来 CPI和
PPI剪刀差开始收窄，稳增长政策
环境对包括零食在内的消费板块
更有利一些。”

机构普遍认为，零食板块具有
三大优势。首先，相关产品提价。
2021年以来，包括香飘飘、洽洽食
品、联合利华、卡夫亨氏、旺旺、好
丽友等龙头企业的休闲食品纷纷
提价，通过提价有效缓解成本端压

力，改善企业利润水平。奶茶龙头
香飘飘 1月 4日发布公告称，由于
主要原材料、人工、运输费、能源等
成本持续上涨，将从 2月 1日起对
固体冲泡奶茶产品价格进行调整，
提价幅度为2%至8%。

其次，盈利开始复苏。在涨
价+消费旺季的支撑下，2021年零
食行业上市企业盈利开始复苏。

统计发现，在 24 家零食行业
上市公司中，有 13家公司 2021年
前三季度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
比逾五成。

其中，黑芝麻、来伊份报告期
内实现净利润同比翻番。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
长陈雳表示，“春节消费旺季将带
动零食消费回暖，行业上市企业
2022年一季度业绩确定性较高，零
食板块有望走强。”

展望 2022 年，陈雳表示，“社
会消费疲软趋势不变，原材料、包
装、运输等成本持续上涨，零食企
业全年业绩或持续承压，建议关注
多品类覆盖，终端议价能力较强，
通过提价有效缓解成本端压力的
大型零食企业。”

第三，机构关注度上升。统计
显示，近30日内共有9只零食概念
股获机构给予“买入”或“增持”等
看好评级，桃李面包、立高食品期
间均受到 6次机构扎堆推荐，盐津
铺子、甘源食品、劲仔食品、绝味食
品等4只概念股期间均受到2次及
以上机构推荐。

事实上，在 2021 年春节全国
各地已提倡“就地过年”，彼时的零
食消费需求上升，而相关概念股期
间表现亮眼。回顾 2021年春节前
两周的市场表现来看，2021年2月
1日至2月10日，可交易的21只零
食概念股合计总市值从2718.13亿
元增长到 2853.43亿元，期间累计
增加 135.3亿元，个股的市场表现
来看，有 14只概念股期间实现上
涨，劲仔食品、绝味食品、香飘飘等
3 只概念股期间累计涨幅均超
10%。

2022年的春节还有 2 周即将
到来，对于这个春节前零食概念
股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该如何把
握？

奶酪基金总经理庄宏东告诉
记者，“一直以来，春节都是消费
的高峰期，加上各地‘就地过年’
的倡导，大家确实有屯一些休闲
食品，对休闲食品板块的预期比
较乐观。展望 2022 年休闲食品
板块，目前多数休闲食品企业估
值经过 2021 年以来下跌已回落
至过去 5 年估值中枢位置，板块
估值具有修复需求，同时叠加明
年消费向好的大背景和消费品提
价的量价双重利好，休闲食品板
块的投资确定性不断增加。2022
年休闲食品板块基本面预计持续
改善，需求复苏提升休闲食品板
块业绩弹性。预计 2022年居民消
费力同比增速持续恢复。新一轮
休闲食品企业提价周期已启动，
将加速渠道库存去化并改善渠道
利润水平。”

中银国际证券表示，销售渠道
变革对休闲食品的影响仍在持续，
短期关注调整思路清晰、成效初显
的公司，长期依旧推荐具备竞争优
势、成长逻辑明确的公司。

首先，回看 2021年，销售渠道
的变革使得休闲食品公司销售方
式和获客模式发生变化，线上流量
去中心化趋势对传统电商造成分
流，而线下传统商超受到了社区团
购等新渠道的冲击；

其次，2022年是检验休闲食品
公司调整和改善成果的一年，行业
有望出现分化，调整效果有望影响
行业竞争格局；

其三，今年一季度是休闲食品
的传统销售旺季，即将到来的春节
更是决胜的关键时点，做好渠道布
局、货品匹配、营销推广的公司更
具竞争优势。随着抖音、快手、拼
多多等新渠道的兴起对以阿里为
代表的中心化电商持续造成流量
分流，实现多渠道布局、打造多维
度立体化销售渠道的休闲食品龙
头企业更具竞争优势。

零食消费进入传统旺季
五因素支撑龙头股行情

与此同时，三七互娱获得大
单资金净流入达 1.26 亿元，华策
影视、完美世界、万达电影等 3只
个股受到 2000 万元以上大单资
金追捧。

回顾 2021年春节前两周的市
场表现来看（2 月 1 日至 2 月 10
日），娱乐板块内共有 18只成份股
期间总市值实现增长，累计总市值
增加94.10亿元。其中，欢瑞世纪、
锋尚文化、唐德影视、中南文化、金
逸影视、中国电影、万达电影等 7
只个股期间累计涨逾5%。

“大盘持续震荡下跌之际，轻
指数、重个股为A 股市场中的主
要投资特征。当下娱乐板块整
体市场表现一般，随着 2022 年春
节临近，游戏、电影等娱乐消费
需求有望刺激部分个股在未来两
周走强。”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
郑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数
字技术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会给消
费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比如
XR 技术应用在娱乐等方面，大
幅提高内容丰富程度，掀起消费
热潮。

对于板块未来的投资机会，新
时代证券分析师马笑表示，紧扣
5G技术产业、在线新经济等发展
逻辑以及考虑到春节假期临近，投
资者可关注相关板块。

天风证券看好电影子板块，认
为电影市场这两年虽经历寒冬，
但优质影视内容及院线公司的长
期逻辑未变，且有望提升头部集
中度。

对于游戏子板块，中国银河证
券表示，长期来看游戏行业仍具备
较好的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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