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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专题：春糖临近，近期白酒渠道动销反馈如何？ 

我们在前期周观点中指明，3 月及往后就白酒板块核心关注：1）核心品的批价表现，反映渠道、终端情绪演绎及需求

恢复表现。2）春糖前后酒企渠道把控、新品发布等动作。从 3 月的渠道跟踪来看，终端需求环比春节前后有所回落，

系淡季的常规现象，但在淡季的基础上也已经可以观察到零星宴席的补办，以及商务需求的回暖，我们预计 Q2 及之

后需求加速恢复可期，五一、端午前后宴席预订情况也较优。具体分子板块而言： 

1）高端酒：从渠道反馈来看各层级企业业务开展、社交用酒的氛围逐渐起势。此外，酒企也在淡季进行了多方面的渠

道梳理，五粮液、老窖均有进行控货，五粮液针对 1618 及低度推出开瓶扫码&终端联动的活动，低度国窖也发布提价、

控货、取消熔断奖励、筹划推出扫码等政策，我们认为酒厂政策拉动+需求回暖的背景下，批价上行的确定性较强。 

2）次高端：酒企仍主要进行去库存、梳理渠道的过程。类似的，次高端酒企也普遍落地各类渠道政策，如提价、停

货、开瓶扫码等。次高端无论是加速全国化，亦或是推出新品补足价格带等，都呈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建议关注需

求加速恢复背景下的弹性及成长性。此外，Q2 宴席需求释放具备确定性，预计次高端动销恢复会相对加速。 

3）地产酒：下周春糖今世缘将发布高端战略新品 6K（成交价 800+），黄鹤楼举办大清香高峰论坛，古井举办酒业营

销趋势论坛，洋河、金种子等也有预期亮相新品。我们认为，白酒景气度向上趋势已立（批价稳步回升，各家淡季停

货、提价），春糖参展酒企众多，招商会、论坛会安排紧俏，情绪信号积极，有望迎来春糖行情。 

整体我们建议关注复苏方向的确定性。春糖的催化在于提供了一个契机去进行渠道政策宣讲、新品发布、招商布局等，

预期先行，对需求回暖的斜率可更乐观。当前首推确定性、韧性占优的高端酒及性价比区域龙头，关注弹性&成长性

逻辑占优的次高端板块、以及预期差区域酒。 

子板块观点 
啤酒：3 月销量普遍超预期，我们认为，对比其他消费品，啤酒一直彰显出更强的复苏弹性和确定性（22 年已有体现，

23 年正持续应验），核心原因在于：价格低（与场景相关性强、经济相关性偏弱）、保质期短（库存水位低、囤货少）。

4 月仍是低基数（去年青啤-17%、华润-19%、重啤下滑中个位数），现饮恢复也将加快升级，具备β性机会。 

休闲食品：当下步入业绩披露期，建议关注兑现度。前期大多数公司已披露年报业绩预告，年报预期充分，但 Q1 仍

存在超预期的可能性。从跟踪情况来看，受益于新产品、新渠道放量逻辑，3 月小零食各家持续向好。卤味方面，根

据前瞻性指标鸭苗投栏量来看，压制性的成本因素预计于 Q2 有所缓和，龙头加盟商补贴费用退出贡献利润弹性，建

议优选低估值标的。 

餐饮链：3 月需求平稳，食材大会盛大落幕。前期 1-2 月餐饮链公司需求反馈均向好，动销提速库存压力有所缓释。

本周良之隆 2023 第十一届中国食材电商节于武汉举办，速冻龙头企业及预制菜企业纷纷参会，盛会之下品牌方开展

营销品鉴或释放乐观信号，相关标的有所走强。当下行业红利有限，仍处业绩真空期，更多关注业绩确定性佳且估值

仍具性价比的龙头公司。 

乳制品：3 月淡季，23年看需求回暖+盈利改善。龙头春节动销回暖后，2 月开始步入销售淡季。预计 23 年行业需求

稳健向好，奶价预计企稳，结构升级+竞争趋缓，毛利率改善的同时费率有望稳中有降，龙头演绎净利率提升逻辑。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疫情持续反复风险、区域市场竞争风险、食品安全问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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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专题及板块观点 

1.1 周专题：春糖临近，近期白酒渠道动销反馈如何？ 

我们在前期周观点中指明，3 月及往后就白酒板块核心关注：1）核心品的批价表现，反映
渠道、终端情绪演绎及需求恢复表现。2）春糖前后酒企渠道把控、新品发布等动作。从
3 月的渠道跟踪来看，终端需求环比春节前后有所回落，系淡季的常规现象，但在淡季的
基础上也已经可以观察到零星宴席的补办，以及商务需求的回暖，我们预计 Q2 及之后需
求加速恢复可期，五一、端午前后宴席预订情况也较优。具体分子板块而言： 

1）高端酒：春节前后高端酒的需求集中于送礼等，而节后需求以常规的商务社交等为主，
从渠道反馈来看各层级企业业务开展、社交用酒的氛围逐渐起势。此外，酒企也在淡季进
行了多方面的渠道梳理，五粮液、老窖均有进行控货，五粮液针对 1618 及低度推出开瓶
扫码&终端联动的活动，低度国窖也发布提价、控货、取消熔断奖励、筹划推出扫码等政
策，我们认为酒厂政策拉动+需求回暖的背景下，批价上行的确定性较强。 

具体核心品的批价来看，散瓶/整箱飞天 2750 元/2950 元左右，非标的兔茅，以及茅台
1935 批价有所下滑；普飞批价 940-950 元，高度国窖 895-915 元，低度国窖 630-640元。
从库存来看，茅台库存小于 1 个月，五粮液、国窖库存 1 个月多。 

2）次高端：酒企仍主要进行去库存、梳理渠道的过程，目前汾酒库存 1 个月多，舍得 2
个月多，酒鬼 3 个月左右（省内低于省外）。类似的，次高端酒企也普遍落地各类渠道政
策，如提价、停货、开瓶扫码等。从价格表现来看，基本处于企稳的状态，汾酒青花 20 批
价约 345-350 元，复兴版 790-800 元；舍得品味批价 340元左右，舍之道批价 135元；酒
鬼红坛批价 310 元。 

次高端无论是加速全国化，亦或是推出新品补足价格带等，都呈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建
议关注需求加速恢复背景下的弹性及成长性。此外，Q2 宴席需求释放具备确定性，预计次
高端动销恢复会相对加速。 

3）地产酒：下周将启动春糖，今世缘将发布高端战略新品 6K（成交价 800+），黄鹤楼举
办大清香高峰论坛，古井举办酒业营销趋势论坛，洋河、金种子等也有预期亮相新品。我
们认为，白酒景气度向上趋势已立（批价稳步回升，各家淡季停货、提价），春糖参展酒
企众多，招商会、论坛会安排紧俏，情绪信号积极，有望迎来春糖行情。建议重点关注省
内升级+全国化 2 条主线，推荐洋河、今世缘、古井，关注金种子、口子、迎驾。 

洋河股份：内部会议反馈，公司整体节奏稳定，Q1 按全年计划正常经营，并在积极推动激
励。我们预计 Q1 收入增速小双位数，3 月底回款到 50%+，库存环比持续改善。南京批价
已上升 5-10 元至 600 元，高度提价函下发（出厂价、终端最低零售价同比提升 20+元），
低度提价将在 4 月落地（提价 20+元），梦 6+自 2 月 16 日停货以后，预计发货将逐步恢
复。23 年改革持续推进，看好 Q2 场景恢复、苏南政商资源对接带动梦 6+增速加快。 

今世缘：1-2 月收入增速 27%，预计 Q1 收入增速在 25-30%（增速 V 系列>K 系列≈今世缘
系列）。3 月 6 日起，4K 停货，配额外开票价提升 20 元/瓶，库存 2 个月；春糖 6K 有望亮
相（成交价 800+），定位高端战略新品。 

古井贡酒：预计 Q1 收入增速 25-30%，利润更快。省内增速好于省外，节后古 8 及以上增
长恢复还可以。 

金种子：本周召开头号种子发布会（头号种子是 40%馥合香、20%浓香、40%清香勾调，3 年
恒温贮存），定价 68 元，优先进入安徽及环安徽的餐饮终端（华润雪花适合头号种子的终
端全国 223 万家，安徽 69 万家），头号种子是一体两翼中的战略大单品。金种子将通过对
头号种子三价齐管、对经销商安全库存管理、保持良性厂商关系解决过去白酒行业的顽疾。
头号种子将优先选择具备餐饮渠道能力、具备专业团队能力、服从标准化市场操作的经销
商合作。 

口子窖：预计 Q1 收入增速中双位数左右，Q2 兼系列新品导入后将释放更多业绩。股权激
励以 22 年为基数，23/24/25 年营业收入/扣非净利润（剔除股权激励）的增长率不低于
15%/30%/50%（计算同比增速不低于 15%/13%/15%）。公司已打出组合拳：1）合肥营销中心
组建、人员招聘及职能界定已完成，与用友网络签署数智化营销体系合作协议，渠道管理
能力边际改善；2）多地已成立合资平台公司绑定大、小商利益，提升二批商地位，降低
大商反抗；3）新品兼 10/20/30 上市，价格带为 300/500/1000 元，终端价上涨 90 元左
右。 

迎驾贡酒：1 月动销增速 30%，Q1 预计收入增速在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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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我们建议关注复苏方向的确定性。春糖的催化在于提供了一个契机去进行渠道政策宣
讲、新品发布、招商布局等，预期先行，对需求回暖的斜率可更乐观。当前首推确定性、
韧性占优的高端酒（茅五泸）及性价比区域龙头（如洋河等），关注弹性&成长性逻辑占优
的次高端板块（汾酒、舍得、酒鬼等）、以及预期差区域酒（老白干、伊力特）。 

1.2 子板块观点更新 

 啤酒 

3 月销量普遍超预期，我们认为，对比其他消费品，啤酒一直彰显出更强的复苏弹性和确
定性（22 年已有体现，23 年正持续应验），核心原因在于：价格低（与场景相关性强、经
济相关性偏弱）、保质期短（库存水位低、囤货少）。4 月仍是低基数（去年青啤-17%、华
润-19%、重啤下滑中个位数），现饮恢复也将加快升级，具备β性机会。首推华润（啤酒
业务仅 30X），推荐青啤、重啤。 

青啤：3 月销量同比+21%（对比 21 年下滑 7%），此前预期双位数（2 月提前备货、3 月控
节奏），实际好于预期。Q1 销量同比+11%（对比 21 年增长 8%），预计收入增速在中双位
数。 

重啤：3 月销量增长双位数以上（22 年 3 月持平），环比持续改善，主要系基数低+需求复
苏+2 月渠道调整降低提货要求而库存变低。我们判断 Q1 销量同增中个位数左右（此前预
期低个位数），实际好于预期。 

百威中国：1 月销量下滑，2 月增长 20%+，Q1 预计量增高个位数（对比 21 年增长中低个
位数）。 

燕京啤酒：预计 Q1 销量增速在 10%左右，母公司北京控股发布 22 年年报，22 年燕京实现
销量 377 万吨，同比+4.14%；U8 销量 38.89 万吨（同比+51%）。 

华润：1-2 月量增中个位数左右（次高端两位数增长，好于同行）。3 月低基数下（22 年下
滑小双位数），有望实现更快增长，开门红可期。 

 休闲食品 

当下步入业绩披露期，建议关注兑现度。前期大多数公司已披露年报业绩预告，年报预期
充分，但 Q1 仍存在超预期的可能性。从跟踪情况来看，受益于新产品、新渠道放量逻辑，
3 月小零食各家持续向好。卤味方面，根据前瞻性指标鸭苗投栏量来看，压制性的成本因
素预计于 Q2 有所缓和，龙头加盟商补贴费用退出贡献利润弹性，建议优选低估值标的。 

 餐饮链 

3 月需求平稳，食材大会盛大落幕。前期 1-2 月餐饮链公司需求反馈均向好，动销提速库
存压力有所缓释。本周良之隆 2023 第十一届中国食材电商节于武汉举办，速冻龙头企业
及预制菜企业纷纷参会，盛会之下品牌方开展营销品鉴或释放乐观信号，相关标的有所走
强。当下行业红利有限，仍处业绩真空期，更多关注业绩确定性佳且估值仍具性价比的龙
头公司。 

 乳制品 

3 月淡季，23 年看需求回暖+盈利改善。龙头春节动销回暖后，2 月开始步入销售淡季。
预计 23 年行业需求稳健向好，奶价预计企稳，结构升级+竞争趋缓，毛利率改善的同时费
率有望稳中有降，龙头演绎净利率提升逻辑。 

二、本周行情回顾 

本周（2023.03.27~2023.03.31）食品饮料（申万）指数收于 23968 点（+2.33%）。沪深 300
指数收于 4051 点（+0.59%），上证综指收于 3273 点（+0.22%），深证综指收于 2125 点
（+0.38%），创业板指收于 2400 点（+1.23%）。 

图表1：本周行情 

指数 周度收盘价 本周涨跌幅 23 年至今涨跌幅 

申万食品饮料指数 23968 2.33% 4.41% 

沪深 300 4051 0.59% 4.63% 

上证综指 3273 0.22% 5.94% 

深证综指 2125 0.38%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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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周度收盘价 本周涨跌幅 23 年至今涨跌幅 

创业板指 2400 1.23% 2.25%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一级行业涨跌幅来看，周度涨跌幅前三的行业为美容护理（+3.64%）、石油石化（+3.47%）、
社会服务（+2.77%）。 

图表2：周度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食品饮料子板块来看，涨跌幅前三的板块为啤酒（+6.74%）、保健品（+5.19%）、其他酒
类（+4.43%）。 

图表3：当周食品饮料子板块涨跌幅  图表4：申万食品饮料指数行情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个股表现来看，周度涨幅居前的为：顺鑫农业（+15.04%）、华统股份（+14.56%）、惠泉
啤酒（+12.40%）、盐津铺子（+11.25%）、劲仔食品（+8.93%）等；跌幅居前的为：元祖股
份（-9.03%）、良品铺子（-4.95%）、*ST 西发（-3.86%）、皇氏集团（-3.69%）、莲花健康
（-3.58%）等。 

图表5：周度食品饮料板块个股涨跌幅 TOP10 

涨幅前十名 涨幅（%） 跌幅前十名 跌幅（%） 

顺鑫农业 15.04  元祖股份 -9.03  

华统股份 14.56  良品铺子 -4.95  

惠泉啤酒 12.40  *ST 西发 -3.86  

盐津铺子 11.25  皇氏集团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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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前十名 涨幅（%） 跌幅前十名 跌幅（%） 

劲仔食品 8.93  莲花健康 -3.58  

日辰股份 8.88  海融科技 -3.17  

海南椰岛 8.84  青海春天 -2.74  

春雪食品 8.00  黑芝麻 -2.73  

有友食品 7.80  来伊份 -2.63  

金达威 7.65  交大昂立 -2.49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周涨跌幅不考虑新股上市首日涨跌幅） 

从沪（深）港通持股情况来看，白酒板块重点公司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山西汾
酒在 3 月 31 日沪（深）港通持股比例分别为 7.26%/6.78%/3.98%/3.20%，环比+0.08pct/ 
+0.01pct/+0.08pct/+0.03pct；伊利股份沪港通持股比例为 16.58%，环比-0.07pct；重庆
啤酒沪港通持股比例为 9.40%，环比-0.17pct；海天味业沪港通持股比例为 7.17%，环比
+0.08%。 

图表6：食品饮料板块沪（深）港通持股金额 TOP20 

股票名称 2023/03/31 2023/03/24 周环比（%） 
持股金额（亿

元） 

贵州茅台 7.26 7.18 0.08 1660 

五粮液 6.78 6.77 0.01 519 

伊利股份 16.58 16.65 -0.07 309 

海天味业 7.17 7.09 0.08 254 

泸州老窖 3.98 3.89 0.08 149 

山西汾酒 3.20 3.17 0.03 106 

洋河股份 3.10 3.03 0.06 77 

东鹏饮料 8.26 8.03 0.23 64 

青岛啤酒 3.56 3.86 -0.30 59 

重庆啤酒 9.40 9.57 -0.17 57 

洽洽食品 20.02 20.49 -0.47 43 

古井贡酒 2.09 2.21 -0.12 33 

汤臣倍健 8.94 9.21 -0.26 32 

双汇发展 3.41 3.35 0.07 31 

安井食品 6.22 6.23 -0.01 30 

今世缘 3.05 3.22 -0.17 25 

水井坊 6.40 6.34 0.06 24 

安琪酵母 5.80 5.64 0.16 21 

百润股份 4.26 4.24 0.02 18 

涪陵榨菜 7.79 7.72 0.07 18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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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i 茅台上市至今单品投放量情况（瓶） 

 

来源：i 茅台，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3 年 3 月 31 日） 

图表8：非标茅台及茅台 1935 批价走势（元/瓶） 

 

来源：今日酒价，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3 年 4 月 1 日） 

三、食品饮料行业数据更新 

 白酒板块 

2022 年 12 月，全国白酒产量 74.1 万千升，同比-8.60%。 

据今日酒价，4 月 1 日，飞天茅台整箱批 2910 元（环周-55 元），散瓶批价 2750 元（环周
持平），普五批价 965 元（环周持平），高度国窖 1573 批价 905 元（环周+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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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白酒月度产量（万千升）及同比（%）  图表10：高端酒批价走势（元/瓶）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更新至 22 年 12 月）  来源：今日酒价，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更新至 23 年 4 月 1 日） 

 乳制品板块 

2023 年 3 月 22 日，我国生鲜乳主产区平均价为 3.97 元/公斤，同比-5.0%，环比-0.5%。 

2023 年 1~2 月，我国累计进口奶粉 22 万吨，累计同比-47.20%；累计进口金额为 15 亿美
元，累计同比-27.20%。 

图表11：国内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元/公斤）  图表12：中国奶粉月度进口量及同比（万吨，%）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更新至 23 年 3 月 22 日）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更新至 23 年 2 月） 

 啤酒板块 

2022 年 12 月，我国啤酒产量为 254.3 万千升，同比+8.5%。 

2023 年 1~2 月，我国累计进口啤酒数量为 6.73 万千升，同比+8.10%。其中 2 月啤酒进口
平均单价为 1445.77 美元/千升，同比-7.80%。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
18
/0

3

20
18
/0

6

20
18
/0

9

20
18
/1

2

20
19
/0

3

20
19
/0

6

20
19
/0

9

20
19
/1

2

20
20
/0

3

20
20
/0

6

20
20
/0

9

20
20
/1

2

20
21
/0

3

20
21
/0

6

20
21
/0

9

20
21
/1

2

20
22
/0

3

20
22
/0

6

20
22
/0

9

20
22
/1

2

产量:白酒:当月值 产量:白酒:当月同比

800

850

900

950

1000

1050

2000

2400

2800

3200

3600

4000

飞天茅台 普五（右轴）

国窖1573（右轴）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20
18
/0
1

20
18
/0
4

20
18
/0
7

20
18
/1
0

20
19
/0
1

20
19
/0
4

20
19
/0
7

20
19
/1
0

20
20
/0
1

20
20
/0
4

20
20
/0
7

20
20
/1
0

20
21
/0
1

20
21
/0
4

20
21
/0
7

20
21
/1
0

20
22
/0
1

20
22
/0
4

20
22
/0
7

20
22
/1
0

20
23
/0
1

平均价:生鲜乳:主产区

-80

-60

-40

-20

0

20

40

60

0

50

100

150

200

20
19
-0
1

20
19
-0
4

20
19
-0
7

20
19
-1
0

20
20
-0
1

20
20
-0
4

20
20
-0
7

20
20
-1
0

20
21
-0
1

20
21
-0
4

20
21
-0
7

20
21
-1
0

20
22
-0
1

20
22
-0
4

20
22
-0
7

20
22
-1
0

20
23
-0
1

进口数量:奶粉:累计值
进口数量:奶粉:累计同比



行业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9 
 

图表13：啤酒月度产量（万千升）及同比（%）  图表14：啤酒进口数量（千升）与均价（美元/千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更新至 22 年 12 月）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更新至 23 年 2 月） 

四、公司公告与事件汇总 

4.1 公司公告精选 

【元祖股份】3 月 28 日公司发布 2022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净利润
2.664 亿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37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1.62%。 

【双汇发展】3 月 29 日公司发布 2022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25.7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21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15.51%。 

【广州酒家】3 月 30 日公司发布 2022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12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6.68%。 

【安琪酵母】3 月 31 日公司发布 2022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8.4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1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0.97%。 

【贵州茅台】3 月 31 日公司发布 2022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41 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7.16 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 19.55%。 

【金枫酒业】4 月 1 日公司发布 2022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2 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19 万元。 

4.2 行业要闻 

3 月 28 日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1—2 月我国成品糖产量累计为 531.3 万吨，较
上年同期增长 2.4%。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在 3 月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中
对 2022/23 年度食糖生产及价格预测数据进行调整，北方甜菜糖厂已全部收榨，本月将甜
菜糖产量下调 6 万吨，至 108 万吨。由于广西前期受不利天气影响，甘蔗单产降幅高于预
期，本月将甘蔗单产下调 4.8 吨/公顷，至 60 吨/公顷，甘蔗糖产量下调 66 万吨，至 825
万吨，食糖总产量下调 72 万吨，至 933 万吨。(消费日报官方平台) 

3 月 28 日据巴西动物蛋白协会 ABPA 最新统计显示，2023 年 1-2月（巴西禽肉）合计出口
80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0.6%。两个月合计收入 15.93 亿美金，较去年增长 24.5%。
其中， 2 月当月巴西禽肉全球出口 37.92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1.3%；收入为 7.36 亿美
金，增长 11.1%。 2023 年前两个月，巴西最大的禽肉出口国家仍然是中国。其中，中国
进口 11.17 万吨，增长 23.2%，预计今年中国和欧盟禽肉进口全年都将保持强劲态势。(国
际畜牧网) 

3 月 27 日，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主办，中国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承办，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中国酒类流通协会、贵州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校、贵
州省酿酒工业协会、贵州省标准化协会、仁怀市酒业协会共同协办的以“标准引领，守正
创新”为主题的中国绵柔酱香型白酒团体标准发布会在贵州贵安新区东盟会议中心隆重举
行。 (糖酒快讯网) 

在 3 月 26 日举行的中国酒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中国酒业协会理
事长宋书玉发布了《中国酒类产业发展分析及 2023 年发展报告》。根据大会公布的行业统
计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酿酒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酿酒总产量 5427.5 万千升，同比增
长 0.8%；累计完成产品销售收入 9509.0 亿元，同比增长 9.1%；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2491.5

-30

-20

-10

0

10

20

30

4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20
18
-0

3

20
18
-0

6

20
18
-0

9

20
18
-1

2

20
19
-0

3

20
19
-0

6

20
19
-0

9

20
19
-1

2

20
20
-0

3

20
20
-0

6

20
20
-0

9

20
20
-1

2

20
21
-0

3

20
21
-0

6

20
21
-0

9

20
21
-1

2

20
22
-0

3

20
22
-0

6

20
22
-0

9

20
22
-1

2

产量:啤酒:当月值 产量:啤酒:当月同比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20
19
-0
2

20
19
-0
4

20
19
-0
6

20
19
-0
8

20
19
-1
0

20
19
-1
2

20
20
-0
2

20
20
-0
4

20
20
-0
6

20
20
-0
8

20
20
-1
0

20
20
-1
2

20
21
-0
2

20
21
-0
4

20
21
-0
6

20
21
-0
8

20
21
-1
0

20
21
-1
2

20
22
-0
2

20
22
-0
4

20
22
-0
6

20
22
-0
8

20
22
-1
0

20
22
-1
2

20
23
-0
2

进口数量:啤酒:当月值 进口平均单价:啤酒:当月值



行业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0 
 

亿元，同比增长 27.4%；规上企业中亏损企业 356 个，企业亏损面为 20.3%，累计亏损额
45.4 亿元，同比下降 7.8%。(WineTimes 中文网) 

后生元团体标准正式在北京发布，这也是国内首个关于后生元的标准。这项标准不仅进一
步明确了后生元的定义，而且对后生元的原料菌种做出了要求。后生元作为继益生菌、益
生元之后的又一备受关注的新原料，近些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国内外企业都对其投入了
很大的关注。而且由于后生元摆脱了活性制约，所能应用的领域也更加广泛。不过团体标
准不属于强制标准，虽然有助于后生元市场的规范，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可能还要经
历一段混乱时期。(乳业财经) 

4.3 近期上市公司重要事项 

图表15：近期上市公司重要事项 

日期 公司 事项 

4月 3日 岩石股份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4月 6日 金种子酒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4月 6日 口子窖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4月 12日 光明乳业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4月 17日 交大昂立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4月 18日 双汇发展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4月 20日 安琪酵母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4月 20日 天润乳业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4月 20日 莲花健康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4月 20日 有友食品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4月 20日 会稽山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4月 21日 立高食品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4月 21日 煌上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4月 21日 广州酒家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4月 21日 珠江啤酒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4月 24日 元祖股份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4月 27日 燕塘乳业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五、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经济增长降速将显著影响整体消费情绪释放节奏； 

 疫情持续反复风险——若国内外疫情不可控将影响经济修复进度； 

 区域市场竞争风险——区域市场竞争态势的改变将影响厂商政策。 

 食品安全问题风险——食品安全问题会对所处行业声誉等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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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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