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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娅疆

2023 年以来，猪价走势持续低
迷，根据相关上市公司披露的销售
简报，4月份猪价再创年内新低，猪
价的弱势表现也给生猪养殖企业盈
利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卓创资讯分析师李霞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今年 1月份至 4月
份，猪价持续低位下行、处于成本线
附近波动，同时猪料比指数也反映
出仔猪育肥开始出现理论亏损可
能。

具体来看，今年以来，国内外三
元生猪交易均价呈现整体走弱趋
势，而春节后反弹动力不足，出栏供
应增加是主要原因。卓创资讯监测
数据显示，1月份至4月份，外三元生
猪交易均价由 14.49 元/公斤降至
14.43元/公斤，在低位小幅下降。

李霞认为，猪价低迷且仔猪价
格高位是猪企亏损的主要根源。“5
月份至 6月份，猪肉需求处于淡季，
生猪价格上行阻力仍存，尽管仔猪
采购成本、饲料成本存在下降可
能，但降幅有限。叠加生物防控成
本提升，仔猪育肥实现盈利仍有一
定难度。从猪料比结构来看，今年
第二季度，仔猪育肥理论上或面临
亏损，生猪价格拐点仍需等待供给
端的指引。”

事实上，生猪养殖行业集体亏
损已经持续数月。华创证券指出，
截至 5月中旬，猪价仍在 14元/公斤
左右低位震荡，自繁自养、外购仔猪
养殖利润分别为-326 元/头和-270
元/头；此外，亏损压力下产能去化持
续，周期或已至底部，展望未来，猪
价持续低位或加速产能去化，当前

行业周期底部信号明显，2023年周
期有望复苏，2024年迎来景气阶段。

整体来看，市场普遍对 2023年
下半年的猪价回暖和企业盈利修复
存在预期。

新希望在近期的机构调研中表
示，对三季度、四季度猪价保持乐
观，预计下半年猪价会持续走高，甚
至部分月份可以突破22元/公斤。

中信证券认为，在长期低猪价
环境下，行业现金流紧张，后续主动
淘汰产能或增多，而年内旺季终端
消费有望边际回暖，预计 2023下半
年猪价或呈波动上行走势。

中邮证券则预计，下半年猪价
将有所上行，2023年猪价波动或相
对较小，全年均价在成本线左右，但
成本管控优秀的企业仍可维持盈
利。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持续降成
本，生猪养殖企业如何做好抗风险
能力建设和利润点拓展，也受到市
场的关注。

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袁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如今的猪企不只是在‘养猪和卖
猪’，还表现为业务范围的增加，在
上中下游产业链上做布局和扩充，
核心目的是为了缓解企业自身的成
本压力，开拓新的盈利增长点。另
外，积极运用金融工具锁定饲料成
本和产品售价的企业，将会在猪周
期的波动中更好地留存下来。”

“面对价格周期和成本压力，猪
企应充分使用‘保险+金融工具’融
合功能，通过引入生猪养殖保险和
生猪期货价格保险，进一步分担和
缓释生猪养殖风险。”看懂研究院研
究员武忠言说。

猪价弱势猪企二季度业绩承压
下半年复苏行情受关注

本报记者 王 君

近日，多家食品饮料上市公司
公布前 4个月经营数据。在相关促
消费政策引导下，今年以来，消费行
业延续回暖态势。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后，消费需
求得到了有效释放。”Co-Found智库
秘书长张新原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扶持和刺激
消费的政策措施，有效促进了食品
饮料企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各
大食品饮料企业纷纷加强创新研
发、品质控制和品牌营销，共同推动
行业快速增长。

食品饮料公司业绩提升

具 体 来 看 ，广 州 酒 家 发 布 的
2023年 1月份至 4月份主要经营数
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今年前4个月，
广州酒家实现营业收入 11.52亿元，
同比增长2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7108.48万元，同比
增长63.4%。

对于业绩增长，广州酒家认为
主要原因是随着消费市场的活力不
断增强，餐饮等接触型消费持续向
好，推动公司的餐饮经营业绩比去
年同期大幅增长，从而带动了整体
业绩的提升。

此外，天味食品、一鸣食品、香
飘飘等食品饮料上市公司近日发布
的经营数据也显示，今年前4个月公
司营收、净利润均呈现大幅增长态
势。综合来看，上述上市公司的业
绩增长都离不开外部市场环境的改
善。

和弘咨询 CEO 文志宏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餐饮及食品连锁企业
在今年前 4个月的业绩普遍实现增
长，主要原因是市场大环境的好转，

“餐饮消费已经复苏甚至恢复至
2019年水平，同时叠加春节等节日
利好，居民消费力大增带来正面影
响，并直接反映到公司的业绩上。”

国家统计局近日在解读 4月份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也指出，4月份
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向好因素
累积增多。从前 4个月的消费数据
可以看到，升级类商品增势较好。
尽管疫情期间基本生活类消费增长
较快，升级类消费受到一定的抑制，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
运行，升级类消费增长的态势在持
续扩大。

在张新原看来，市场大环境对

企业的正面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市
场大环境、市场需求和消费信心逐
渐恢复、稳定和提升，这对于行业的
稳定增长和企业的持久发展极其重
要。”

新兴消费模式带来新机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
份至4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 10.4%，增速比 1月份至 3月
份有所加快。近期直播带货以及一
些新的消费模式，对消费的带动也
在逐步增强。

“网络零售模式的快速发展为
消费者提供了更多购物选择，同时
也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直播带
货等新兴消费模式还为企业提供了
全新的营销渠道，有助于提高品牌
知名度和产品销量。”中国数实融合
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数字
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新的
消费模式和场景不断出现，推动了
线上线下融合、便捷消费等趋势。

网上零售额持续较快增长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快递业务量上。
5月22日，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3年 1月份至 4月份，邮政行
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468.0亿件，
同比增长13.7%。其中，快递业务量
累 计 完 成 371.0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17.0%。

文志宏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把自身顾客转
移到线上渠道。未来，直播带货这
类新的销售模式，也会成为更多企
业的常规配置。

在洪勇看来，今年前 4 个月消
费板块整体表现良好，未来有望继
续保持稳定增长，“消费者对高品
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企
业需要不断创新和优化以满足这
部分需求。同时，随着国家政策的
扶持和消费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消
费板块有望继续呈现良好的发展
趋势。”

张新原也表示，未来，消费市场
需求将会进一步激活和释放，整个
消费板块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发展
趋势，建议各消费类企业要及时进
行相关策略的调整，把握好消费群
体消费方式的变化和行业竞争格局
的变化调整，企业需要不断加强营
销策略、生产品质、新品研发等方面
的能力提升，以适应市场的不断变
化和消费者的需求升级。

消费场景加速修复
多家食品饮料公司前4个月营收净利双增长

本报记者 许林艳

5月22日晚间，*ST左江发布两则
公告，均涉及可编程网络数据芯片（即
DPU）领域。

具体来看，一则公告为宣布对外
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公告表示，为
拓展公司业务领域，加快公司产业布
局，构建可编程网络数据处理芯片的
上下游协同产业链，*ST左江与中科
算力签署了《合资经营合同》，双方拟
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ST左江认缴出资
300万元。

另一则公告则为增资扩股暨关联
交易事宜。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中网芯
为进一步促进可编程网络数据处理芯
片发展，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增加投
资资金并引入新投资方。经协商，公
司与新入投资方青岛鼎量数芯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青
岛芯启万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拟以现金方式对北中网芯进行
增资。本次增资拟以1亿元溢价认购
北中网芯 289.74 万元的新增注册资
本，剩余部分将作为溢价计入北中网
芯的资本公积，其中，*ST左江拟增资
金额为4000万元。

据了解，DPU是以数据为中心构
造的专用处理器，具备卸载网络、存
储、安全与管理等功能，在数字化转
型趋势下，DPU将有望逐步开始向智
能驾驶、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应用领
域渗透。据头豹研究院预测，中国
DPU 市场规模有望于 2026 年达到
1095亿元。

对于DPU行业的现实运营情况，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目前DPU还是个新概
念，主要应用在服务器上。国内研究
这款芯片的厂家不少，但是市场有限，
预计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对行业公司起
到提振业绩的作用。”

透镜咨询创始人况玉清也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虽然DPU行业发
展前景不错，但具体到某公司能否在
这一领域分到一杯羹，还是要打问号
的。因为这主要取决于公司的研发团
队以及技术储备，目前DPU的主要市
场还是集中在英伟达、博通这些国际
企业，抢占市场有一定难度。

今年4月底，左江科技发布《关于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司 2022年年
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
于1亿元，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将在 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
施退市的风险警示。

据*ST左江年报，2022年公司营
收、净利双双下滑。其中，实现营业收
入 5896.12万元，同比下滑 50.18%；亏
损1.47亿元，业绩由盈转亏，上年同期
为566.50万元。

对于亏损原因，公司表示，其客户

主要为国家单位客户，公司所在行业
“十四五”建设规划实施相对规划论证
进行了阶段性调整，同时受宏观经济
形势因素影响，导致2022年第四季度
整体营业收入低于预期，进而全年业
务收入大幅下滑。同时，公司在研新
产品和可编程网络数据处理芯片处于
关键研制阶段，受托研发也处于主要
研发阶段，研发投入增加较多。收入
减少，研发投入加大，一增一减导致亏
损进一步扩大。

从最新数据来看，2023 年一季
度，公司净利润仍为亏损状态，亏损额
度为3021.81万元。

但与依旧亏损的业绩形成对比
的，是公司不断攀升的股价。5 月 4
日，公司“披星戴帽”，成了“*ST 左
江”。但这并没有影响公司在二级市
场的表现，其股价接连上涨。5月 23
日，*ST左江股价延续上扬态势，盘中
最高达到 268元/股。截至当日收盘，

公司股价上涨4.47%，报266.70元/股。
“*ST 左 江 基 本 面 与 市 值 的 背

离，已经成为一个话题。”亚禾资本
合伙人徐振群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高股价的 ST 股意味
着一种情形，即“第一曲线和第二曲
线换挡期”。在换挡期，作为当前主
营业务的第一曲线业务增速下滑甚
至掉头直下，会拖累公司整体业务，
使其“披星戴帽”。与此同时，公司
已经布局的第二曲线业务，可能会
使公司走出泥沼，更具有成长性和
盈利性。

“至于*ST左江能否借助DPU的
第二曲线腾飞，兑现投资者的信任和
收益，还需继续保持关注。”徐振群说。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提
示称：“投资者应充分认识到高价 ST
股的投资风险，以及关注所谓的利好
消息或重组、并购概念能否落地，并最
终对股价形成长期支撑。”

“披星戴帽”后股价仍一路攀高至266元
*ST左江能借DPU业务走出业绩泥沼吗

本报记者 许 洁
见习记者 陈 潇

因前后信披存矛盾之处，5月22日
晚间，鸿博股份收到深交所关注函。深
交所要求公司主要说明两大事项，包括
前期信披是否存在风险提示不足或误
导性陈述情形，以及原实控人毛伟股权
转让及表决权委托事项的背景及主要
考虑等，并要求其在5月25日前将有关
说明材料报送并对外披露。

5月 23日，鸿博股份低开低走，盘
中一度跌停，最终以 9.18%的跌幅收于
19.98元/股。

前后信披存矛盾之处

2023 年以来，借助 ChatGPT 的东
风，自称与英伟达合作的鸿博股份成为
了市场中的大牛股，年内股价最高涨幅
超250%。

不过在股价高涨的同时，鸿博股份
也存在“隐忧”。5月10日，鸿博股份披
露《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河南寓泰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寓泰控股”）及其一
致行动人河南辉熠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辉熠贸易”）合计持有占公司总股
本 16.24%的股份被四川省巴中市中级
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在披露股份冻结情况的同时，鸿博
股份亦称上述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
资金偿还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目前
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股
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导致公
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涉及负
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对公
司生产经营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仅仅9天后，鸿博股份就又发布
了一份“打脸”公告。5月19日，公司披
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
存在被强制平仓导致被动减持的风险
提示公告》显示，寓泰控股通过财通证
券信用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 3032.38万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 6.08%，因收到法院协助执行通知
书，财通证券将对寓泰控股信用账户采
取违约处置措施。上述情况将导致寓
泰控股持有的上市公司部分股份存在
被动减持的风险。

对此，深交所要求公司自查前期信
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
风险提示不足或误导性陈述情形，是否
违反《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
2.1.1条规定。

鉴于寓泰控股为上市公司大股东，
财通证券将延至2023年6月12日开始
对寓泰控股信用账户采取违约处置措
施。如寓泰控股未在违约处置日（含）
前按照融资融券合同约定偿还融资债

务 6276.46万元总负债，财通证券将对
寓泰控股信用账户实施强制平仓以了
结全部融资合约。

对此，鸿博股份相关负责人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前期公告时公司并
不知晓控股股东有股权存在相关风险，
公司在知道后也第一时间进行了公告，
在这段时间控股股东将努力解决债务
问题，公司也在等待反馈。

存在转移资产情形？

除了信披存在矛盾之处外，鸿博股
份 4月份发生的股权转让事宜也引起
交易所关注。

4月 14日，鸿博股份公告称，公司
原实控人毛伟分别与杨凯、黎小林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辉熠贸易和寓泰控
股100%股份，交易完成后，辉熠贸易持
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03%，寓泰控股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14.30%，二者的实际控制
人为一致行动人，辉熠贸易和寓泰控股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同时，寓泰控股和辉熠贸易分别与
毛伟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将二者持有
的鸿博股份股份表决权全部委托给毛
伟。这意味着，尽管毛伟拥有公司表决
权（占总股本的 22.33%），但却并不持
有公司股份。

此外，4月20日，鸿博股份披露《关
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显示，毛伟
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等
职务，辞职后毛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对此，交易所要求鸿博股份详细说
明，上述股权转让及表决权委托事项的
背景及主要考虑，毛伟不在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的情况下，杨凯、黎小林将表决
权委托给毛伟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存在转移资产的情形。

此外，深交所还要求鸿博股份结合
上述情况详细说明相关安排是否有利
于维护公司控制权稳定性。若财通证
券对寓泰控股信用账户采取违约处置
措施，是否违反杨凯、黎小林前期作出
的关于18个月内不转让公司股份的承
诺；是否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并
说明公司及相关股东拟采取的维护上
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措施等。

“原实控人将全部股权对外转让，
不再担任公司职务，但却仍能通过协议
控制公司，这从公司经营治理角度来看
不太合理。此外，短时间内出现截然相
反的信披口径，很大程度上表明公司治
理及内控存在一定隐患，股东情况可能
未被真实完整的了解和披露，不利于上
市公司遵守合规信披的相关要求。”添
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婉莹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前后信披“打脸”、原实控人股权“腾挪”
鸿博股份收关注函被问是否存在转移资产情形

本报记者 冯思婕

5月23日，杭州今年第四批集中供应的
9宗宅地出让收官，共计揽金约138亿元。
上述地块中，有6宗封顶、2宗溢价、1宗底
价成交，成交楼面均价18032元/平米，平
均溢价率9.43%。至此，杭州今年的土
地出让成交总金额达721.3亿元。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
土地交易总体活跃，充分说明高能级城
市依然是房企拿地的重点领域。”

据悉，此次杭州共有9宗住宅用地

进行出让，地块总出让面积为46.36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为76.6万平方米，起拍
价超126亿元，采取“限房价、限地价+摇
号”的方式进行，上限溢价率12%。

从重点地块看，西湖区地块、萧山
城区、乔司新城、永久河单元等地块的
竞拍次数较多，部分超过了30轮。其
中，竞争最激烈的为新街北地块，共吸
引66家房企报名，中签率低至1.5%。

业内人士认为，该地块受欢迎的原
因或许与其所处板块储备项目少、隔壁
新小区不久前开盘时摇号中签率较低、
附近有商业配套设施等有关。同时，该

区域已经一年没有挂牌宅地，基本处于
断供状态。

“这也说明在一些重点地块上，房企
的投资拿地思路是高度趋同的，此类地
块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地段较好，未来盈
利空间较大，所在区域新房供应偏少，使
其成为房企投资的重点。”严跃进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土地交易也吸
引了一些“新面孔”，包括国泰世纪、湖
州宇诚、舟山恒尊等。对此，严跃进表
示，这也说明在目前市场调整的情况
下，房企竞拍格局有所变化。

“从上述房企也参与竞拍土地来

看，说明部分房企的资金状况是不错
的，也会主要投资类似杭州等高能级的
城市，但此种情况也会很容易造成拍地
过热的问题。”上述专家说。

事实上，近期全国土拍分化态势明
显。多个热点一线、二线城市的优质地
块供应带动了房企拿地热情；但也有无
锡、天津和济南等城市，地块底价成交
仍是主流。

严跃进认为，杭州土拍市场的表
现，体现了该市土地市场投资价值较
大，同时，目前全国土地市场也存在不
均衡问题。

66家房企抢一宗地 杭州第四批土拍揽金13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