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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开年来 A 股出现一些波
折，主要是一些短期和非实质因素的
扰动，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从产业的背
景看，情况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对
2022年和中长期的A股，我们充满信
心。

海外市场动荡，叠加部分行业较
高预期有所调整，是A股年初以来短期
波动的主因。年初以来，美联储加息

预期快速升温、东欧地区局势紧张，海
外多数权益市场均表现不佳。开年
来，标普500、纳斯达克指数，德国DAX
指数、德国MOEX指数，日经指数、韩
国综指下跌，同期美国 10年期国债利
率上升。海外市场的动荡，短期对国
内市场情绪也产生一些影响。

海外市场动荡的源头，联储加息
也好、地缘政治的问题也好，对中国经

济的基本面影响是极低的。稳健的国
际收支和负债状况、充裕的政策工具
和空间，独立的货币政策周期，人民币
汇率的市场化以及自身金融和经济的
韧性和稳定，决定了海外利率水平对
国内金融条件的冲击将非常有限。部
分行业的估值调整，是市场时时刻刻
都在发生的事情，过去不会，现在也不
会成为整体市场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决定市场的是长期经济增长和产业升
级的方向。

对政策、数据的跟踪显示，中国经
济正处于宽货币、宽信用，经济增长预
期逐渐企稳回升的阶段。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的精神在各地、各部门正得到
不折不扣的执行。大量行业和公司的
盈利展望必然会逐渐改善，伴随盈利
预期的改善，2022年A股市场的表现

将非常值得期待。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提质增效

的过程远远没有结束。新的有生命力
的产业不断涌现，企业盈利能力的根
本来源——持续不断的创新和自我超
越——将活力四射。中国的权益市场
对接着大量行业，尤其是新兴行业的
融资需求，对接着越来越多国民财富
保值增值的投资需求，在金融为实体

经济服务的大方向上，资本市场制度
持续完善、效率持续提升。正所谓莫
为浮云遮望眼，A股已渐渐远离大涨
大跌、牛短熊长的过往，前途一片光
明。短期的市场波动，正在为真正的
价值投资者创造难得的进场机会。愿
和广大投资人携手同行，一起分享中
国经济新格局构建带来的红利！

（CIS）

博时基金董事长江向阳：莫为浮云遮望眼

游客在 2021 年更加追求旅行体
验的深度，出行偏好向短、频、快的

“微度假”转变，周边游的热度较之上
年同期增长 251%。这是中国旅游研
究院与马蜂窝近日联合发布的《2021
全球自由行报告》透露的国内旅游消
费趋势。

这份名为《2021 全球自由行报
告：我的中国，真好玩！》（以下简称

“报告”）的报告，通过马蜂窝平台的
浏览、搜索、交易等综合数据计算，
北京、成都、重庆、上海、杭州成为
2021 年旅行热度最高的五大城市，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莫干山风景名
胜区、北京环球度假区、故宫、涠洲
岛是 2021 年旅行热度最高的五大旅
游目的地。

“微度假”是年度出行主旋律

尽管出行半径因疫情受限，但
2021 年 我 国 游 客 的 出 游 频 次 不 降

反升，年出行 3 次以上的游客同比
上涨 22%。其中，61.6%的游客选择
在目的地停留 1-3 天，过去动辄一
周以上的长途“旅游”被拆分成了
若干段两三天的“出门玩”。以周
末游、周边游为主的“微度假”大幅
增长，成为旅游消费市场的全新增
长点。

报告总结了2021年度微度假人群
的构成，其中，90后新青年以 50.2%的
比例撑起微度假人群的“半边天”。微
度假客群主要集中在一线及新一线城
市，两者占比总和近 60%，用一次有
品质的微度假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
短暂逃离，是他们忙碌生活中最好的
治愈。

年轻一代追求个性、体验至上，会
为了一样美食、一家民宿，或是一种新
鲜的玩法专程安排一次旅行，也愿意
为更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买单。在
2021年自由行客群的消费分布中，人
均消费 1000元-2000元是占比最高的

区间，达到了48.5%。

旅游出行主要驱动力：
寻找“新秘境”发现“新玩法”

基于兴趣和社交的玩乐体验在
2021年获得了空前的关注，火遍全网的
露营凭借其“百搭”属性，成为备受年轻
人喜爱的玩法榜单首位。滑雪、冲浪、
潜水等体育活动，以及博物馆、观星等
文化项目，都在年轻人中有着极高人
气。玩法开始取代目的地，成为影响人
们旅游消费决策的主要因素。

旅游从业者们敏锐地洞察了这一
趋势，在“玩法体验”方面不断加码，红
色旅游、乡村旅游凭借特色玩法体验
焕发新生。报告显示，超过 40%的 90
后在 2021年体验过至少一次乡村游，
年轻人偏爱拥有文化背景的古村古
镇，以民宿为载体的美食、采摘、非遗
等多元化体验，正成为乡村游发展的
新引擎。在红色旅游领域，90 后以

45.5%的占比领跑各年龄段客源，深度
讲解、沉浸式红色体验等新玩法也为
红色旅游注入了活力，使其成为深受
年轻人追捧的“新国潮”。

作为中国较大的旅行玩乐社区，
马蜂窝平台上每周都有众多爱玩会玩
的主理人会发起丰富的活动，带领本
地游客不断发掘新玩法。目前，马蜂
窝拥有近 2000 名主理人，在这些“好
玩”人物的带动下，诸如水下曲棍球、
冰上露营、腰旗橄榄球等新锐玩法蜂
拥而出，为年轻人带来源源不断的玩
乐灵感。

2022旅行趋势：
“冬奥效应”为体育旅游加码

报告指出，2022 年将是“冬奥效
应”发挥巨大作用的一年。冰雪旅游
及体育旅游持续升温，在 2021最受欢
迎的冰雪旅游热门城市榜单中，成都、
湖州、杭州、广州四大南方城市上榜，

冰雪运动不再是北方人的专属，南方
滑雪场的崛起让南方人“就地玩雪”成
为可能。

“双奥之城”北京以及即将共同承
办冬奥会的张家口位列“2021 年热度
涨幅最高的体育旅游目的地”的前两
名。体育赛事为举办地带来的热度不
仅限于比赛期间，通过比赛所展现的
城市风貌以及文化形象，也会对举办
地的旅游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文化审美”也将成为
2022年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回顾 2021年，河南景区及目的地的走
红，各大博物馆成为热搜榜的“座上
宾”，四川资阳的安岳石窟群在马蜂窝

“2021中国新秘境”中一举夺魁，无不
印证了文化对于旅游产业发展的强大
影响力。马蜂窝旅游研究院院长冯饶
分析道：“国内年轻人文化自信的不断
提升，是文化类目的地和景区实现逆
势增长的主要动因。但想要从‘蹿红’
到‘长红’，则需要旅游从业者通过对
年轻一代文化审美的精准判断，打造
出更多旅游消费新场景。” （CIS）

马蜂窝发布《2021全球自由行报告》
周边游热度大涨251%

2021年度十大热门玩法

本报记者 杜雨萌

春节近在眼前。最近几天，置办新春年货显然
已被众多消费者提上日程。

1月28日，《证券日报》记者到北京市丰台区的一
家超市注意到，即便是在工作日的中午，前来置办年
货的消费者仍较多。超市入口处分类摆放着的红色
灯笼、红色对联、红色贴画，配上悬挂着的优惠促销
活动横幅，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进入超市后，记者注意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现象：即摆放在超市大厅正中间的一排排货架上的
年货物资，无论是米面粮油，或是干果酒类等商品都
能看到多家上市公司的“身影”。

例如，每逢佳节，白酒类商品成为超市重点推
销的品类。就这个超市来说，最先映入记者眼帘的
是购物通道上连着用三排货架摆放着的白酒商
品。其中，有多家A股投资者熟悉的上市公司，如
泸州老窖、洋河股份、顺鑫农业、老白干酒、山西汾
酒等。

除了白酒外，乳制品及干果礼盒等商品同样成
为年货清单中必不可少的选项。

对于春节要在姥姥家过年的王馨（化名）来说，
牛奶、碳酸饮料以及各类干果是一定要买的。

“牛奶是买给姥姥喝的，碳酸饮料、各类干果是
给自己和几个弟弟妹妹准备的。”王馨告诉记者，昨
天听同事说，这家超市有一款 24罐混合装的碳酸饮
料，每箱才卖 49元，而且还是每罐 330ML规格，价格
比网上还要便宜，所以趁着单位中午午休，准备过来
买两箱。

当记者问及购买牛奶和干果礼盒有无特定的品
牌考虑时，王馨称，牛奶会在三元和蒙牛高钙奶里
选，看哪个有优惠活动就选哪个。至于干果礼盒，去
年买的是百草味和三只松鼠，今年想看看良品铺子
和好想你，换口味尝尝。

记者注意到，仅王馨提到的这几个品牌中，就能
看到好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身影。

与此同时，记者从京东了解到，截至 1月 27日，
三只松鼠的相关商品销售额环比提升近1.7倍；百草
味的相关商品销售额环比提升超3.2倍。

事实上，不只上面提到的这些公司，在“年货
节”期间，诸如贵州茅台、五粮液、金龙鱼、燕京啤
酒、青岛啤酒、承德露露、伊利股份等上市公司旗
下的产品，也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消费者的购物
清单中。

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上市公司外，另有一部分
上市公司也在积极备战“年货节”。如广誉远在回
答投资者提问时称，近日恰逢天猫、京东年货节特
惠促销活动，公司已响应平台统一活动，积极选品
参与相关活动；仲景食品则于近期新推出了黄焖炒
鸡调味料。

香港中睿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徐阳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民以食为天，对于这些食
品饮料或食品加工等企业来说，资本市场不仅为
其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融资渠道，以助力企业长远
发展，还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增加企业
的公信力。而为进一步回报消费者的信任，这类
上市公司更应在生产管理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尤其是保证产品的质量，让消费者能够安心放心
地购买产品。

消费者开启年货“买买买”模式
上市公司产品受青睐

本报记者 许 洁
见习记者 张 安

1 月 27 日晚间，微创机器人
（02252.HK）发布公告称，公司自主
研发的图迈腔镜手术机器人获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上
市。据悉，该产品是当前第一且唯
一一款由中国企业研发并获准上
市的四臂腔镜手术机器人。

微创机器人方面表示，图迈的
上市代表着国产手术机器人在腔
镜手术领域迎来突破。但在资本
市场上，似乎对图迈上市的价值并
不买账。昨日开盘后，其股价持续
走低，截至昨日收盘，微创机器人
收跌5.09%，报43.80港元/股。

手术机器人国产化
有望加速产业布局？

微创机器人资料显示，公司是
截至目前全球唯一一家业务覆盖

腔镜、骨科、泛血管、经自然腔道和
经皮穿刺五大“黄金赛道”的手术
机器人公司，其产品组合包括两款
已获批产品及七款管线产品。

此次获批上市的图迈腔镜手
术机器人在上市前临床试验中，协
助临床专家实现了众多手术突破，
包含首例国产机器人前列腺癌根
治术、肾部分切除术、腹膜后入路
肾部分切除术、单孔手术等。

微创方面认为，图迈的上市，
可打破国内腔镜手术机器人市场
被国外品牌长期垄断的现状，降低
我国机器人手术的成本，减轻患者
经济负担，从而加速机器人手术的
普及工作。

对此，医疗行业研发人员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医生对医疗
产品有使用依赖，当医生用习惯了
达芬奇机器人，就算有新的机器
人，医生也懒得去重新学习，平台
迁移成本很高。所以，如何推进医
生培训，使医生更愿意使用产品，

其实是企业竞争的隐性壁垒。
微创机器人给出的应对办法

是推出各类临床教育培训和服
务。行业人士认为，微创机器人早
前曾大力推动移动培训平台，其实
就是对医生培训的布局。企业将
医生培训场景放到可移动的汽车
上后，就摆脱了地域限制，可以巡
回培训。

市场广阔
但下沉艰难

手术机器人是指：集医学、机
械学、生物力学及计算机科学等
多学科于一体的医疗器械产品。
借助微创手术和相关底层技术发
展，为医生进行手术操作提供支
持，被用于高于人类能力的微创
手术领域实现对手术器械的精准
控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达芬奇
手术机器人在国内获批，手术机器

人开始真正进入商业化阶段，经过
多年的发展，腔镜手术机器人目前
在泌尿科、妇科、普外科等领域不
断拓展。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
据指出，预计 2020年到 2026年，全
球手术机器人行业将从 83.2 亿美
元增长到 335.9 亿美元，复合增速
26.2%。根据西南证券研究报告显
示：2020年中国腔镜手术机器人市
场规模为3.18亿美元。

但是，相较于传统外科手术，
医疗机器人辅助下的外科手术费
用要高出 2万元至 3万元，患者的
支付水平也成为限制手术机器人
应用的一大障碍。而且，进口手术
机器人动辄数千万元的价格，以及
每年超百万元的维护费用，也将绝
大多数医院拒之门外。

行业从业人士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手术机器人单价贵且对
医生的要求高，大量基层医院不仅
买不起设备，而且基层医生也没能
力操控使用，所以即便手术机器人

的市场很大，但是渗透很难。
对此，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

所长卢彰缘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从市场角度来看，目前国内尚
未有能与直觉外科旗下达芬奇手
术机器人相媲美的厂商，国内手术
机器人市场仍需要较长时间的技
术攻关与市场培育。政策方面，目
前国家出台了相关鼓励措施，在大
方向上是正面和积极的。

据悉，2021 年，工信部发布的
《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25）》征求意见稿提出“推进手术
机器人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规范
应用”。同年 4 月份，上海公布了
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纳入医保；7
月份，北京医保局对天智航进行了
调研，8月末天智航机器人被纳入
医保。

从市场角度来看，目前有众多
创业团队入局这一赛道，也吸引了
众多资本布局，可以预见未来几年
会是相对快速的发展期。

图迈腔镜手术机器人获批上市 加速国产市场普及？

本报记者 许 洁
见习记者 王 君

近期，中式快餐连锁品牌，备
受资本市场青睐。

继老乡鸡、老娘舅争相冲刺A
股后，1月25日晚间，乡村基快餐连
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村
基）也赴港递交招股书。这意味
着，乡村基也成为冲刺港交所的中
式连锁快餐第一股。

这并非乡村基首次上市，2010
年就已经在美国上市，由于后期股
价市值大幅下挫，于2016年私有化
退市。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巴奴毛
肚火锅创始人杜中兵也出现在了乡
村基独立非执行董事名单之中。

继续加速开店

乡村基旗下共有乡村基和大
米先生两个品牌，招股书显示，截
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共有 1145 家
直营餐厅。与大多数快餐企业相
似的是，乡村基也仅有直营模式。
其中，乡村基于 1996年创办，主打
现制现炒的川菜。大米先生于
2011年创办，提供湖南、江浙、广东
等不同地区的菜品。

从品牌上来看，2019年和2020

年，乡村基品牌在整个集团餐厅经营
所得收入总额的占比分别为63.7%
和62.9%，大米先生品牌的占比则为
36.3%和37.1%；而在2021年前三季
度，乡村基和大米先生的占比已较为
接近，分别为54.1%和45.9%。

财务方面，乡村基的收入源于
餐厅经营，包括餐厅业务和外卖业
务。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前
三季度，公司的收入分别为 32.57
亿元、31.61亿元及34.24亿元；相应
期 间 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8270.2 万
元、-242.4万元和1.63亿元。

乡村基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2020 年营业收入出现下
滑，利润上，亏损主要是因为疫情
致客流量下降、餐厅暂时关闭及营
业时间减少。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以
2020年连锁餐厅数量与所得收入
计算，乡村基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
的直营中式快餐集团。

在新市场开拓方面，乡村基在
招股书中表示：“大米先生将继续
向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扩展。上海
是我们的战略市场，计划在该地进
一步扩张大米先生餐厅网络。”

不仅如此，乡村基还通过复制
其在上海成功的业务扩张模式，计
划在未来两年至三年内在其他包

括深圳等在内的一线和新一线城
市的商圈、办公楼和住宅区开设新
餐厅，从而进一步增占市场份额及
提升市场地位。在乡村基餐厅的
扩张上，也会聚集在一线城市与新
一线城市，如苏州、杭州。

按照乡村基的计划，预计将于
2022 年及 2023 年，分别新开约 90
家至 110家及 140家至 160家乡村
基餐厅。同时，拟于2022年及2023
年，分别开设约 160 家至 180 家及
200家至240家大米先生餐厅。

中式连锁餐企“赶考”

近段时间以来，中式连锁快餐
品牌备受资本关注。

1月6日，中式快餐连锁品牌老
乡鸡宣布已完成 Pre-IPO轮融资，
投资方为广发乾和及麦星投资。
据悉，去年9月份，老乡鸡签订上市
辅导协议，准备在深交所进行上
市。在老乡鸡之前，中式快餐连锁
品牌老娘舅也开启了上市辅导。

对于中式连锁餐饮品牌扎堆
上市的问题，和弘咨询总经理文志
宏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国经
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
转变，让大消费行业潜力无限，而
中餐在餐饮消费里增长潜力较大，

因此受到资本的关注。
前宅食送 CEO、“餐饮老板内

参”副总裁穆杨对《证券日报》表
示，餐饮企业普遍上市难，但依然
会有投资者喜欢稳定的现金流和
净利润率。因为餐饮是成本与收
益成刚性正比增加，所以连锁餐饮
品牌的稳定性会更可靠一些。

“餐饮行业看似低门槛，但要
做好经营好餐饮行业其实很不简
单。众多中小餐饮企业除了面临
餐饮行业日渐增高的人力成本、高
食材成本、高房租、低毛利的问题，
同时，还面对产品同质化严重、服
务单一、体验差等局面，另外加上
外卖盛行的冲击，所以绝大部分餐
饮的运营周期很难超过两年。”乡
村振兴建设委副秘书长袁帅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最近多家中式
餐饮连锁品牌冲刺上市的消息，依
我个人来看，这并非是中式餐饮迎
来了发展的春天，而是在疫情近两
三年的影响下，开始重新思考与资
本的关系。在眼下的餐饮市场上，
具备一定连锁和底蕴的餐饮品牌，
加速跑马圈地，目的十分明确，就
是增加自身抗风险能力，预防资金
链断裂从而寻求资本加持。

在袁帅看来，餐饮行业之所以
到今天还没有巨头，与餐饮的商业

模式存在三大痛点有很大关系：时
效问题，不同类别的餐饮时效差别
很大，开在不同业态的餐饮时效性
区别也很大；坪效与效益的平衡，最
小的面积实现最大的营业收入，这
是所有连锁业态的追求目标；标准
化体系，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越高，对
技术工种的依赖性越低，堂吃和外
卖的效率也就越高，复制和扩张的
难度将越低，利润空间将越高。也
正是存在这些制约行业发展的痛
点，让连锁餐饮业得以期许通过拥
抱资本来开辟一条新途径，在残酷
的同业竞争中搏出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巴奴毛肚火锅
创始人杜中兵也出现在乡村基独
立非执行董事名单之中。

“那就说明，巴奴或者杜中兵
本人也入股乡村基了。”一位不便
具名的餐饮业内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餐饮企业或创始人
通过入股、代持、投资等方式在其
他品牌分一杯羹的事情越发普遍。

杜中兵在乡村基实际运营中
扮演什么角色？巴奴是否占有一
定股份？截至发稿前，巴奴方面暂
未给出相关回复。

去年，巴奴 20周年之际，有媒
体引用知情人士消息称，巴奴有意
登陆资本市场。

乡村基冲刺中式连锁快餐港股第一股
餐饮品牌加速跑马圈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