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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库存周期、提价等对 2022Q1 消费企业

业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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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要点： 

 市场行情回顾 

2021 年 12 月 06 日至 12 月 17 日，上证综指上涨 0.69%，深证成指下

跌 0.16%，创业板指下跌 1.27%，申万轻工制造/纺织服装/食品饮料指

数分别上涨 3.03%/0.22%/1.94%，申万商业贸易指数下跌 1.84%，申

万轻工制造/纺织服装/商业贸易/食品饮料指数相较于沪深 300 指数分

别+1.93/-0.88/-2.94/0.84pct，在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分别排名 8

/18/24/9。 

 周专题：库存周期、提价等对 2022Q1 消费企业业绩影响 

消费品行业产业链可拆分为“供应商/制造商-品牌商-分销商-终端门店-

消费者”。一般情况下，制造商基于接到的订单需求进行生产安排，周

期为几个月；产品产出后由品牌商销售给多级分销商，周期为几个月；

再由分销商销售给零售商，周期为几个月；最终由零售商销售给用户。

疫情爆发初期，经销商面临库存积压，货款无法顺利回流，致使资金流

压力陡增。2021 年经销商持续消化库存，2022Q1 消费企业或将进入

备货期。 

在疫情反复，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上涨背景下，消费品企业盈利水平被

进一步压缩。保供稳价政策下，11 月 CPI 和 PPI 剪刀差呈缩小趋势，

品牌生产商面临的成本压力得以纾解。此外，品牌商纷纷提价将成本压

力向终端消费者转移，一方面，龙头公司提价会带领大部分竞争对手跟

随提价，替代效应较小；另一方面，涉及提价的消费品一般单价较低，

消费者对于小幅价格提升的敏感度较低，品牌生产商或可通过合理提价

改善利润。 

受益于宏观政策利好，消费者需求持续修复；叠加部分消费品受春节假

期带动的业绩季节性较强，终端动销更加密集，渠道商加紧进货以及铺

货的节奏，白酒、饮料、调味品等消费品生产企业或将进入销量增长的

窗口期，预计 2022 年 Q1 消费将持续回暖，利好消费品企业。 

整体而言，库存层面，经销商于 2021 年持续优化渠道库存，库存周转

率有所改善，2022Q1 或进入备货周期，从而提升品牌商收入；提价层

面，品牌生产商通过提高、出厂价格，将成本向终端消费者转移，品牌

商成本压力有望减小，改善利润情况。在宏观政策利好驱动下，叠加部

分消费品业绩季节性较强，消费品企业将进入销量增长的窗口期，202

2Q1 消费品企业业绩或将爆发。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增长不及预期风险；新冠疫情影响；企业经营状况低于预期风

险；原料价格上升风险；汇率波动风险；竞争格局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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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专题：库存周期、提价等对 2022Q1 消费企业业绩影响 

1.1 2021 年经销商持续消化库存，2022Q1 或进入备货阶段 

消费品行业产业链可拆分为供应商/制造商-品牌商-分销商-终端门店-消费者。根据

《2020-2021 罗戈物流行业年报》，一般情况下，制造商基于接到的订单需求进行生

产安排，周期为几个月；产品产出后由品牌商销售给多级分销商，周期为几个月；再

由分销商销售给零售商，周期为几个月；最终由零售商销售给用户。 

图 1：消费品行业产业链 

 

资料来源：《2020-2021 罗戈物流行业年报》，国元证券研究所 

 

图 2：消费品行业供应链 

 

资料来源：《2020-2021 罗戈物流行业年报》，国元证券研究所 

对各级分销商和零售商的库存周期进行分析，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2019 中国零售

行业企业供应链 KPI 对标研究》，样本企业的库存周转天数平均数为 31 天，中位数

为 33 天。 

从业态口径看，大中型超市库存周转较慢。库存周转天数在 20 天以下的企业占样本

35%，其中，50%为社区超市及便利店占比业态，33%为专门店，17%为大中型超市；

库存周转天数在 40 天以上的企业占样本 35%，其中，72%为大中型超市，社区超市

及便利店与专门店占比相等，均为 14%。分析大中型超市库存周转较慢的原因包括：

①大中型超市服务覆盖范围大，相较于社区超市及便利店的 2 公里范围内顾客占比

超 85%，客户流较为稳定，大中型超市的 2 公里范围内顾客占比不到 50%，在精准

预测消费者购买行为上难度较大；②大中型超市的客户以价格敏感型为主，其消费特

征为低频高单价，而社区超市及便利店的消费者行为特征为高频稳定，且消费决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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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到节假日与促销活动影响 ，因而有利于社区超市及便利店提前做出精确调货安

排；③大中型超市的运营品类较齐全，SKU 大多在 8000 以上，对于低频次及滞销品

仍需维持相应库存以备不定时需求，因而增加了库存管理的复杂程度，而社区超市及

便利店的 SKU 一般低于 1000，库存品类以满足居民日常需求为主，品类较为精简。 

从品类口径看，生鲜类产品周转速度较快，非食品类周转速度较慢。75%以上的企业

生鲜商品库存周转天数在 10 天以内，中位数为 6 天，原因系生鲜品类（新鲜水果、

时令蔬菜、肉类乳品等）特性为易腐易坏，对周转速度及库存管理要求较为严苛；而

50%以上的企业非食品产品库存周转天数大于 30 天，中位数为 58 天，原因系非食

品品类（家电、服装鞋包、3C、个护等）保质期较长，因库存积压致使产品报废的风

险较小，因而企业可以结合消费者需求及产品价格浮动灵活安排采购。基于保质期、

涉及品种数量及库存管控难易程度的差异，食品饮料与非食品涉及品类繁多，库存周

转天数范围大，如酒水粮油保质期均大于一年，牛奶乳品保质期在半年以内；冷冻品

类单一，保质期短，因此库存周转分布趋于集中。 

图 3：按业态划分样本企业库存周转天数分布情况（单位：

天） 
 

图 4：按品类划分样本企业库存周转天数中位数分布情况

（单位：天） 

  

 

 

资料来源：《2019 中国零售行业企业供应链 KPI 对标研究》, 国元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19 中国零售行业企业供应链 KPI 对标研究》，国元证券研究所 

疫情爆发初期，经销商面临库存积压，货款无法顺利回流，致使资金流压力陡增。在

通常情况下，经销商为迎接春节大促旺季，会在春节前夕垫付较多资金囤积货物。以

典型消费品白酒为例，作为主要社交用酒，宴请、送礼等场景为主流需求，因而春节

为白酒消费的传统旺季，经销商一般会在年底经销商大会上进入正常备货阶段。但在

2020 年初疫情大规模冲击下，消费者处于封城居家隔离状态，宴会、年会、团拜等

活动均受到限制，消费意愿快速下降，消费者信心指数由 2020 年 1 月 126.4 下跌至

2020 年 6 月的 112.6。需求疲乏致使经销商库存积压严重，2020Q1 白酒行业业绩

受疫情影响承压，营收增速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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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19Q4 及 2020Q1 代表酒企单季度营收及增速（单

位：亿元） 
 图 6：2019 年 7 月-2021 年 10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国元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国元证券研究所 

2021 年经销商持续消化库存，2022Q1 或进入备货期。根据 Wind 数据，2021Q3，

纺织品贸易、小家电、休闲食品、食品饮料、服装、黄金珠宝、超市板块的库存周转

率持续有所改善，经销商持续消化库存，相较于 2020Q3 各消费板块库存周转率均

有所提升。此外，多数消费企业在龙头带领下陆续提价，受益于 2022 年春节提前叠

加渠道积极备货，短期内消费品行业周转速度加快，去库存阶段得以顺利进行，预计

2022Q1 消费企业或将进入备货期。 

图 7：2019Q3-2021Q3 各消费代表板块存货周转率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1.2 保供稳价下剪刀差缩小、提价转移成本压力，品牌商利润有望改善 

疫情反复，成本上涨背景下，消费品企业业绩承压。原材料、包装材料、辅助材料、

运输、人工、能源成本等相关成本上涨，致使消费品企业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上涨，

降低企业毛利率及净利率水平。其中，涨幅较大的农业原材料涵盖大豆、大麦、豆油、

玉米、糖蜜等，包装材料涵盖瓦楞纸、玻璃、PET、铝。以酱油和豆制品企业生产需

要的大豆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 12 月下旬大豆价格为 5056.7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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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大豆价格增长至 5554.6 元/吨；以榨菜原材料为例，根据重庆市涪陵

区数据，2021 年涪陵区青菜头销售均价为 1250 元/吨，同比增长 71%，创历史新高。 

图 8：大众消费品企业净利率  图 9：大众消费品企业毛利率 

  

 

 
资料来源：Wind, 国元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国元证券研究所 

保供稳价措施下，11 月 CPI 和 PPI 剪刀差呈缩小趋势，品牌生产商成本压力有望减

小。今年年初以来，CPI 与 PPI 的剪刀差持续扩大，10 月份达 12%，其主要原因为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保持高位，PPI 指数因此持续上涨，在消费层面，CPI 指数虽有所

上升但由于消费复苏疲软，终端消费不如预期。随着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政策持续推进，

PPI 指数开始回落，11 月份 PPI 同比涨幅回落为 12.9%，CPI 与 PPI 的剪刀差减少

至 10.6%，原材料及能源价格上涨态势已经基本得到控制。我们认为，在保供稳价政

策的效果持续释放下，品牌生产商面临的成本压力将得以纾解，整体利润有望改善。 

图 10：稳价措施下，11 月 CPI 和 PPI 剪刀差呈缩小趋势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消费品纷纷提价，向消费者转移成本压力。原材料价格上涨后，生产企业可相应提高

给经销商的出厂价格，商品经过多个环节的提价后，将成本向终端消费者转移，而整

个过程一般需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叮咚买菜采访数据，基于战略合作等因素考虑，供

应商会为叮咚买菜提前备一两个月的货品，平台出售的商品价格上涨要滞后出厂价

上调 45 天左右。近期，多家大众消费品公司发布涨价公告，涉及酱油、醋、盐、面

条、榨菜、瓜子等诸多品类，提价幅度在 0%-50%不等。我们认为，一方面，在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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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成本压力下龙头公司提价，会带领大部分竞争对手跟随提价，替代效应较小；另一

方面，涉及提价的消费品一般单价较低，消费者对于小幅价格提升的敏感度较低，品

牌生产商或可通过合理的提价向消费者转移成本压力、改善利润情况。 

图 11：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传导路径 

 

资料来源：国元证券研究所 

 

表 1：部分公司提价商品及提价幅度 

分类 企业 提价时间 提价商品 提价幅度 

速冻食品 

海欣食品 11月 2日 部分速冻鱼糜制品、速冻菜肴及速冻米面制品 3%-10% 

雪天盐业 11月 3日 小包食盐、工业盐 小包食盐<10%，工业盐 30%-50% 

三全食品 11月 9日 部分速冻米面制品及速冻鱼糜制品 3%-10% 

安井食品 11月 部分速冻鱼糜制品、速冻菜肴以及速冻米面制品 3-10% 

千味央厨 12月 1日 部分速冻米面制品 2%-10% 

乳制品 
伊利股份 1月 基础白奶 3-5% 

蒙牛乳业 1月 基础白奶 3-5% 

啤酒 

百威亚太 5月 百威等多个品牌 0.6%-1.8% 

华润啤酒 8月 勇闯天涯系列 出厂价提升至 4元/箱，提价幅度 10% 

青岛啤酒 8月 纯生 终端供货价从 78元提至 82元 

重庆啤酒 
9月 疆外大乌苏 包装出厂箱提升 6元左右 

9月 乌苏全系列 出厂价每箱提升 4-6元 

零食 

达利食品 8月 食品三大系列部分产品  / 

好丽友 9月 部分派类产品 6%-10% 

洽洽食品 10月 22日 葵花籽系列产品以及南瓜子、小而香西瓜子产品 8%-18% 

桃李面包 10月 部分产品 通过提价+减少促销的手段提升 3%-5% 

亿滋国际 2022年 奥利奥饼干、水果软糖等 7% 

白酒 泸州老窖 12月 15日 52度国窖 1573经典装；38度国窖 1573经典装 

52 度国窖 1573 经典装（500ml*6）终

端渠道计划内配额供货价上调 70 元/

瓶，计划外配额供货价调整至 1080元

/瓶；38度国窖 1573经典装（500m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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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渠道计划内配额供货价上调 40元

/瓶，计划外配额供货价调整至 750元

/瓶 

 五粮液 12月 18日 52度第八代五粮液 

五粮液经销商明年新签的合同价格有

所变化，52 度第八代五粮液计划外价

格从 999元/瓶提升为 1089元/瓶 

粮油 金龙鱼 3-4月 部分产品 10%-15% 

饮料 

可口可乐 4月 北京餐饮渠道客户的 3款易拉罐产品 每箱提升 2-3元 

祖名股份 11月 8日 部分植物蛋白饮品（主要是自立袋豆奶） 15%-20% 

百事可乐 2022年 Q1 部分产品  / 

  海天味业 10月 13日 对酱油、蚝油、酱料等部分产品 3%-7% 

  

  

  

调味品 

天味食品 10月中旬 两款产品  / 

李锦记 11月 2日 部分产品 6%-10% 

恒顺醋业 11月 2日 部分产品 5%-10% 

雪天盐业 11月 3日 小包食盐、工业盐 小包食盐<10%，工业盐 30%-50% 

云南能投 11月份 部分食盐产品及工业盐产品 30%-35% 

苏盐井神 11月 4日 / /  

加加食品 11月 4日 加加酱油、蚝油、料酒、鸡精和醋系列产品 3%-7% 

副食品 
安琪酵母 10月 B端酵母 

20%-30%；酵母抽提物 YE约提价 12%，

动物营养产品约提价 20% 

涪陵榨菜 11月 14日 部分产品 3%-19%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元证券研究所 

  

1.3 宏观政策利好消费，2022Q1 消费或持续回暖 

宏观政策从多方面保障消费市场繁荣。2021 年，十四五规划提出鼓励商贸流通业态

与模式创新，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线上线下全渠道满足消费需求；顺

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促进消费向绿色、

健康、安全发展，稳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在供给层面，国家政策层面通过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加快布局新基建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等提升消费便利性，助力消费升级；

在需求层面，国家采取提升就业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同时提高人均收入，

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消费市场持续回暖，预计 2022 年居民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

的释放。 

表 2：宏观政策利好消费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2021.1 

《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

释设农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

知》 

一是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二是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三是提振餐饮消费；四是补

齐农村消费短板弱项:五是强化政府保障。 

2021.2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共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实施脱贫地区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

农村物流体系；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完善农村生活性服务业支持政策，发

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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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消费品季节性较明显，春节临近有望刺激消费行业需求进一步释放。春节作为

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拉动消费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 年春节

黄金周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8210 亿元，较 2020 年春节黄

金周增长 28.7%，较 2019 年增长 4.9%。尽管当前全国各地仍有零星疫情爆发，但

相比爆发初期较为乐观，消费者需求持续修复，叠加终端动销更加密集，渠道商加紧

进货以及铺货的节奏，白酒、饮料、调味品等消费品企业将进入销量增长的窗口期，

根据 Wind，部分白酒与调味品企业 2015-2020 年一季度占全年营收比重较高，受春

2021.3 《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 

培育壮大零售新业态。拓展无接触式消费体验，鼓励办公楼宇、住宅小区、商业街区、

旅游景区布局建设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厅、智慧驿站、智慧书店。开展便利

店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动，鼓励便利店企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智慧供应链，推动

数字化改造。开展“双品网购节”等活动，组织指导各地开展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促

销活动。 

2021.4 
《2021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

展重点任务》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促进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 

2021.8 

《云南省培育发展新型消费释放消

费潜力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 

提出 22条措施，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促进消费提档升级。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2021.9 
《商务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商务

领域促消费重点工作的通知》 

2022年的重点任务为加力稳住大宗消费重点消费，具体为促进新车消费，扩大二手

车消费，提振餐饮消费；促进新型消费加速发展，具体为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

景、促进线上消费健康发展、促进品牌品质消费、壮大绿色循环消费、扩大进口消

费。 

2021.1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对

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 

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深入落实月销售额 15万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小型微利企业减征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支持科技创新进

口等税收优惠政策。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按规定延缓缴纳 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

研究适时出台部分惠企政策到期后的接续政策。持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确保政策红

利落地；推动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加强大宗商品监测预警，强化市场供需调节，严厉

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支持行业协会、大型企业搭建重点行业产业链

供需对接平台，加强原材料保供对接服务。推动期货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风险管理服

务，助力中小企业运用期货套期保值工具应对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风险。 

2021.12 2021年中央政治局会议 

2022年的经济工作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

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具体思路上，更加突

出稳字当头，稳增长仍是硬要求，货币财政将稳中偏松，扩内需、促消费、扩投资是

重要抓手。 

2021.12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划》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家电更新行动，实施家具家装下乡补贴和新一轮汽车下

乡。促进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改善乡村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设宜居宜业的新家园。加强农村市场体系

建设，健全商贸服务网络，优化农村消费环境。 

资料来源：政府官网，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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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期带动的业绩季节性较明显， 2022 年春节期间消费或将持续回暖。 

图 12：部分酒企一季度占全年营收业绩比重  图 13：部分调味品企业一季度占全年营收比重 

  

 

 

资料来源：Wind, 国元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国元证券研究所 

 

1.4 总结 

整体而言，库存层面，经销商于 2021 年持续优化渠道库存，库存周转率有所改善，

2022Q1 或进入备货周期，从而提升品牌商收入；提价层面，品牌生产商通过提高、

出厂价格，将成本向终端消费者转移，品牌商成本压力有望减小，改善利润情况。在

宏观政策利好驱动下，叠加部分消费品业绩季节性较强，消费品企业将进入销量增长

的窗口期，2022Q1 消费品企业业绩或将爆发。 

图 14：部分消费企业 2019Q1-2021Q3 单季度营业收入及增速（单位：百万元）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0.6

-0.4

-0.2

0

0.2

0.4

0.6

0.8

1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贵州茅台 五粮液 伊利股份 新乳业
绝味食品 煌上煌 海天味业 恒顺醋业
涪陵榨菜 味知香 三全食品 贵州茅台YoY
五粮液YoY 伊利股份YoY 新乳业YoY 绝味食品YoY
煌上煌YoY 海天味业YoY 恒顺醋业YoY 涪陵榨菜YoY
味知香YoY 三全食品YoY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泸
州

老
窖

古
井

贡
酒

五
粮

液

顺
鑫

农
业

洋
河

股
份

青
青

稞
酒

金
种

子
酒

贵
州

茅
台

老
白

干
酒

舍
得

酒
业

水
井

坊

山
西

汾
酒

迎
驾

贡
酒

今
世

缘

口
子

窖

金
徽

酒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2 / 24 

 

图 15：部分消费企业 2019Q1-2021Q3 单季度归母净利润及增速（单位：百万元）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2.双周行业重要新闻（2021.12.06-2021.12.17） 

2.1 宏观经济 

1、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2022 金融风向为货币政策“灵活

适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2021.12.08-12.10） 

12 月 8 日至 10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

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会议也对未来金融工作作出安排，定调

了 2022 年金融风向。对于宏观政策，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同时，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

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

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此次会议提出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亦提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资

料来源：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http://www.cinic.org.cn/hy/yw/1209729.html） 

 

2、国家统计局：2021 年 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9%（2021.12.15） 

2021 年 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043 亿元，同比增长 3.9%；比 2019 年 1

1 月份增长 9.0%，两年平均增速为 4.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3726

6 亿元，增长 5.4%。扣除价格因素，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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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环比看，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0.22%。1—11 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399554 亿元，同比增长 13.7%，比 2019 年 1—11 月份增长 8.2%。其中，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360339 亿元，增长 14.0%。（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h

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12/t20211214_1825286.html） 

 

3、财政部：明年起将对九百五十四项商品实行进口暂定税率（2021.12.15） 

12 月 15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通知，2022 年将调整部

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主要涉及暂定税率、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的调整，以及税

则转版、税目调整等工作。此外，我国还将继续对最不发达国家实施特惠税率。降

低部分医疗产品、消费品、关键零部件等进口关税据介绍，2022 年 1 月 1 日起，

我国将对 954 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进一步发挥关税宏观调

控作用。调整措施有利于维护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支持经济跨周期平稳运

行并长期向好，还有利于引导资源配置，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

低碳发展。此外，为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

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2022 年我国将对原产于 29 个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实

施协定税率。其中，中国与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韩国、澳大

利亚、巴基斯坦、格鲁吉亚、毛里求斯等双边自贸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将进一步

降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并实施降税。（资料来源：财政部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

aijingshidian/renminwang/202112/t20211216_3775461.htm） 

 

2.2 轻工制造 

1、 中纸网：废纸跌势扩散，瓦纸维稳，短期可能小幅震荡（2021.12.13） 

12 月 13 日消息，上周废纸收购价格整体呈现下行走势，临近周末下调纸企仍有增

多。12 月 10 日浙江地区废黄板纸 A 级收购价格均价为 2413.33/吨，与周初（12 月

5 日市场收购均价 2450/吨）相比均价下调 36.67/吨，下降了 1.5%。而瓦楞纸价格

处于维稳状态，12 月 10 日瓦楞原纸 140g 出厂价格均价为 4056/吨，与周初（12 月

5 日瓦楞原纸 140g 出厂价格均价为 4056/吨）瓦楞原纸 140g 出厂价格均价相比保

持平稳。通过观测市场变化，上周国内废纸价格整体呈现下行走势，周初开始市场局

部出现回落的迹象，随后数日由涨跌不一逐渐发展成跌势扩散。近期由于纸厂到货量

持续增加，而下游市场需求并未表现出利好的趋势，导致国废市场价格上涨动力不足。

目前废纸市场收购价格多呈现跌多涨少的状态，各纸厂基本跟随废纸到货量来调整

自家废纸价格。瓦楞原纸价格方面，上周价格则处于维稳状态，市场横盘整理为主。

目前供应端整体较为稳定，前期东莞停机检修纸企恢复生产，供应量有所提升，因此

广东零星纸企瓦楞纸价格稍有下探。下游包装企业开始承接春节订单，但订单量不多，

因此市场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资料来源：中纸网 http://www.chinapaper.net/n

ews/show-640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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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纸网：长三角港口群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 1 亿标箱（2021.12.15） 

12 月 15 日消息，据交通运输部官网，2021 年年初至今，长三角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已突破 1 亿标箱，标志着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服务能级进一步提升，港航业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更加

强有力的支撑。在原有集装箱运输规模较大的基础上，近年来，长三角港口集装箱

吞吐量实现稳速增长，为我国乃至世界港口产业发展贡献了重要经验。2020 年，

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分别位列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第一、第三位。其中，上

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 11 年保持全球首位。在全球前 100 大集装箱港口榜单

中，太仓港、连云港港、南京港、嘉兴港、南通港等长三角港口也榜上有名，宁波

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今年也将历史性突破 3000 万标箱。（资料来源：中纸网 http:/

/www.chinapaper.net/news/show-64090.html） 

 

3、中纸网：明年起开展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2021.12.15） 

12 月 15 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邮政局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可

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的通知》，明确在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

以寄递企业为主体，联合上下游相关方共同开展试点，试点范围以企业到个人消费者

以及个人消费者之间的邮件快件规模化应用可循环包装为主，优先选择品类适宜且

业务量较大的快递路线或城市（区域）开展。试点主要内容包括，提升可循环快递包

装产品绿色设计和标准化水平；培育可循环快递包装可持续使用机制；发挥电商平台

可循环包装推广应用作用；完善可循环快递包装基础设施；创新可循环快递包装回收

模式；健全可循环快递包装调拨运营网络。（资料来源：中纸网 http://www.paper.c

om.cn/news/daynews/2021/211215090844813424.htm） 

 

2.3 纺织服装 

1、纺织网：2021 中国麻纺织产业技术发展论坛在分宜隆重举行（2021.12.12） 

12 月 12 日，为推动中国麻纺织产业技术发展与协同创新，构建中国麻纺织产业新

生态，打造中国麻纺织产业新优势，由中国麻纺织行业协会主办的“智造革新，麻纺

未来——2021 中国麻纺织产业技术发展论坛”在 2021 江西国际麻纺博览会期间隆

重举办。本次论坛以主题演讲为主轴，凝聚麻纺织全产业链专业人士及各界同仁，围

绕产业链技术发展的前沿理念、解决方案，群策群力、出谋划策、共商大计。通过进

一步提升麻纺织产业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麻纺织产业可持续的高品质

发展！（资料来源：纺织网 http://www.texindex.com.cn/Articles/2021-12-12/49878

6.html） 

 

2、中服网：蘑菇街发布双 12 战报：羽绒服成最受欢迎“百万单品”（2021.12.14） 

12 月 14 日消息，蘑菇街发布 2021 年“12.12 年终宠粉节”战报。数据显示，蘑菇

街平台内共有 189 位主播参与本次双 12“年终宠粉节”活动，累计为粉丝提供了价

值 205 万元奖品以及 1600 万元红包礼券。本次大促中多款羽绒服商品成交金额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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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500 万，成为最受粉丝喜爱的“百万单品”。此次蘑菇街“12.12 年终宠粉节”的

主题是“宠你到底”，致力于打造年度用户福利狂欢，协助新头部主播崛起。活动覆

盖服饰、医美、大健康、珠宝、母婴等多品类专场，可满足粉丝们多角度的购物需求。

此次蘑菇街打造“宠粉节”消费 IP，除了为用户提供足够惠利的全类目商品外，还

与主播携手为粉丝送福利，将送礼物、送红包这样简单直接的方式，作为主播与平台

对消费者认可与信任的“年终答谢”。数据显示，作为主播铁粉聚集地，包邮区深夜

2-3 点仍有超 1 万人下单；以成都为代表的华西区潮粉购买超 20 万件设计款服饰；

以东三省为代表的华北区粉丝注重防寒，人均购买 1 件保暖内衣。（资料来源：中服

网 http://news.efu.com.cn/newsview-1330178-1.html） 

 

2.4 互联网电商 

1、第一枪：新东方与电商企业合开“东方甄选”公司（2021.12.09） 

12 月 9 日消息，近日，由北京新东方迅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仰德电子商

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持股的东方甄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随着国家“双减”政策的推出，作为国内最早投身教育的新东方也

开始找寻新的出路。上个月初，俞敏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因业务调整，为农村孩子捐

献近八万套课桌椅。11 月 7 日晚间，俞敏洪在直播时宣布，新东方将成立一个大型

农业平台，通过直播带货帮助农产品销售。俞敏洪表示，此举并非是为了简单的卖货，

而是为了帮助农业的产业升级以及乡村振兴，也是为了帮助农民提升职业水平。此次

新东方和电商公司合作成立新公司，可能正是为此前俞敏洪所提出的助农计划服务。

（来源：第一枪 https://news.dyq.cn/show-30638.html） 

 

2、第一枪：TikTok 推出首个直播购物活动“On Trend”（2021.12.10） 

12 月 9 日消息，日前，TikTok 宣布推出首个直播购物活动“On Trend”，正式进军

电子商务领域，该活动于 12 月 8 日和 9 日下午 5 点在英国举行。据介绍，该活动将

由英国电视明星 RylanClark-Neal 主持，有 Charlotte Tilbury、L'Oréal Paris 和 N

utri Bullet 等知名美容和科技品牌加持，届时参与该购物活动的消费者还可享受独家

优惠和折扣。除此之外，TikTok 还将邀请各大网红、音乐家和演艺人员在直播期间表

演节目，让消费者在购物的同时也保证满满的娱乐性。在国外，直播购物尚处于起步

阶段，但许多零售商和品牌正在尝试这种新兴形式，它允许用户在观看内容的同时在

平台上购物。此前，TikTok 曾与 Shopify 合作尝试社交电商，但此次活动是一个完全

不同的性质。在这里，一切流程都将在平台内完成。据外媒报道，TikTok 在印尼上线

了卖家应用程序 TikTok Seller，印尼卖家可以通过该 app 运营 TikTok 商店，管理库

存、订单、促销、访问学习资料等。目前，该 APP 仅适用于印尼地区。（资料来源：

第一枪 https://news.dyq.cn/show-30646.html） 

 

3、亿邦动力网：亚马逊额外补贴 10%，新计划鼓励卖家搞站外（2021.12.17） 

12 月 17 日消息，亚马逊近期在后台推了一个新的计划，要给做站外的品牌型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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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额外奖励，符合条件的引流购买能拿销售额 10%的返点。品牌卖家注册了这个

“品牌引流奖励计划”计划之后，可以生成自己专属的推荐标签,当卖家使用这些标

签在站外将流量引入亚马逊内成交的话，亚马逊就会为卖家提供平均 10%左右的销

售额返点。这个返点率是按照类目各有区别，和各类目的佣金比率是对应的，佣金高

的类目返点也高。（资料来源：亿邦动力网 https://www.ebrun.com/20211217/4666

19.shtml?eb=hp_home_lcol_ttzd） 

 

4、亿邦动力网：洋码头成立直播供应链事业部（2021.12.17） 

12 月 17 日消息，日前,洋码头官宣成立事业部。如今“直播购物”已经成为了国内

人们最主要的消费场景。洋码头今年以来全力布局直播贸易服务，最近在帮头部、腰

部主播从、供货、鉴定服务等服务，提升用户体验与商品流通效率，释放平台沉淀的

基建能力。2020 年 8 月洋码头着手开始与合作，2021 年 3 月正式开通上线；在过

去几个月，洋码头凭借自身供应链优势为抖音平台的跨境商品交易打通了链路，洋码

头成为抖音的重要合作伙伴。目前洋码头还在跟进与快手和淘宝直播的合作事宜。

（资料来源：亿邦动力网 https://www.ebrun.com/ebrungo/zb/466630.shtml?eb=hp

_home_lcol_ttzd） 

 

2.5 食品饮料 

1、中国食品新闻网：全球食品行业首个“创新认证”落户伊利奶粉（2021.12.10） 

12 月 10 日消息，全球食品行业首个“国际级创新管理体系”认证落户伊利奶粉，伊

利奶粉凭借创新管理成就再获国际权威认证。据悉，素有“全球创新体系标准金字塔”

的英国标准协会(BSI)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标准化机构，作为世界上最受信任和最

广泛认可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创始成员之一，参与了多个 ISO 系列管理标准的

创建，ISO56002 堪称全球创新管理体系的“黄金标准”和“行业标杆”。此次伊利

奶粉凭借 IMS 全域创新管理体系获得英国标准协会(BSI)认证，使得伊利金领冠代表

中国奶粉品牌跻身全球顶尖创新高地，展现中国奶粉品质实力。（资料来源：中国食

品新闻网 http://cfnews.com.cn/toutiao17326.html） 

 

2、中国食品新闻网：2021 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开幕，助力海南自贸港消费中心建

设（2021.12.11） 

12 月 11 日消息，为期 4 天的 2021 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于 12 月 11 日在海口开

幕。这次大会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和酒业高质量发展双重背景下，以创新与投融资为主

题的，延伸到投资、交易、创新、品牌与文化等领域，涵盖会议、展览、考察等多种

会议形式的高端展会，是海口市发挥会展业“绿色引擎”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高效

发展，激发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又一尝试。海南省工业信息化厅陈万馨副厅长在本次大

会上致辞表示， 海南正在按照中央和总书记要求，蹄疾步稳地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并对海南的工作与进展做了几点介绍。一是立了一个大法；二是划好两条

线；三是集中发展三大产业；四是全面落实四个定位；五是贯彻五大税政：零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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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税率、简税制、强法治、分阶段；六是推进六大自由的制度创新；七是强化七大保

障；八是从八个方面全面改善营商环境。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自贸港建设有了良好

开局。（资料来源：中国食品新闻网 http://cfnews.com.cn/toutiao17372.html） 

 

3、中国食品新闻网：市场监管总局强调白酒标签不得标注“特供”“专供”等字样

（2021.12.15） 

12 月 15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白酒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其与原《白酒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对比

发现了几大亮点，例如再次强调“不得以固液法白酒、液态法白酒冒充固态法白酒”，

规定“白酒标签不得标注‘特供’‘专供’‘专用’‘特制’‘特需’等字样”。据

悉，征求意见稿实质上是在进行白酒行业的供给侧出清，它的出台预计会打击中小作

坊酒企，但总体有利于白酒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不得虚假标

注产品执行标准，不得以固液法白酒、液态法白酒冒充固态法白酒，执行产品标准要

求标注固态法白酒、固液法白酒、液态法白酒等产品类别要求的，应符合相应规定。”

（资料来源：中国食品新闻网 http://cfnews.com.cn/toutiao17626.html） 

 

2.6 新潮消费 

1、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的意见》（2021.12.06） 

12 月 6 日消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的意见》。据悉。《意见》明确，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包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法治观念教育、加强网络素养教育；要压实市场主体责任，包括切实强化用户

识别、严格保护个人信息、坚决阻断有害内容、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有效规

范“金钱打赏”、持续优化功能设置；要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包括着力规范行政审

批、研究完善监管制度、切实畅通举报渠道、持续强化巡查执法、加大信用监管力

度；要优化网络内容建设，包括增强正向价值引导、丰富优质内容供给；要指导加

强行业自律，包括积极开展道德评议、规范网络主播管理。（资料来源：中国产业

经济信息网 http://www.cinic.org.cn/hy/wh/1204833.html） 

 

3.双周公司重要公告（2021.12.06-2021.12.17） 

3.1 轻工制造 

1、安妮股份: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投资资金调整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补充公告（2021.12.15）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投资资金调整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版权大数据平台”的建设期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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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投资资金调整并将节余的募集资金 30,023.04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现针

对上述事项补充公告如下：公司目前暂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流的 12,000.00 万元，

使用期限到期日期是 2022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将在到期前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

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再将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顾家家居:关于投资建设墨西哥自建基地项目的公告（2021.12.15)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为落实国际化战略，加大市场辐射的深度和广度，拟使用人民

币 103,745.58 万元投资建设顾家家居墨西哥自建基地项目。公司全资孙公司 KUKA

 PROPERTY MANAGEMENT, SOCIEDAD ANÓNIMA DE CAPITAL VARIABLE

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与 SCOTIABANK INVERLAT, SOCIEDAD ANÓNIMA, INS

TITUCIÓN DE BANCA MÚLTIPLE, GRUPO FINANCIERO SCOTIABANK INV

ERLAT 签署《土地购买意向书》，拟使用 19,152,463.12 美元（根据 2021 年 12 月

13 日汇率 6.36 人民币=1 美元计算，折合人民币约 12,180.97 万元）购买 363,562.

322 平方米土地所有权。后续，公司将在墨西哥注册全资或控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项目生产和销售公司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 

 

3.2 纺织服装 

1、报喜鸟:关于与 LFCORP.续签品牌许可合同的公告（2021.12.14）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2月与韩国 LG CORP.（已更名为 LF CORP.）

签订了《品牌许可合同》，有效期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

1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迪美瑞与韩国 LF CORP.续签了《品牌许可合

同》，在原来主要条款基本保持不变的基础上，新增箱包品类的授权。 

 

2、朗姿股份:关于深圳米兰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1.12.15）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为加快医疗美容业务,特别是“米兰柏羽”品牌在深圳地区的战略

布局，拟对公司全资孙公司深圳米兰柏羽医疗美容门诊部进行增资和业务全面升级。

2021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朗姿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作为普通合伙人和

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的莘县爱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北京朗姿韩亚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芜湖博辰八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米兰签订附

生效条件的《深圳米兰柏羽医疗美容门诊部增资协议》。根据《增资协议》，各增资

主体拟合计出资 15,000 万元人民币，认购深圳米兰新增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其余

12,000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其中，朗姿医疗出资 4,200 万元人民币、莘县爱米

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由朗姿韩亚管理的正在筹备中基金出资 6,200 万元人民币、

博辰八号出资 3,6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深圳米兰注册资本变更为 4,00

0 万元，朗姿医疗、莘县爱米、朗姿韩亚筹备基金以及博辰八号将分别持有深圳米兰

的股权比例为 46%、5%、31%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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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润股份: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的基金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2021.12.17）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浦润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14,000 万

元，参与投资设立珠海玖菲特玖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 食品饮料 

1、百润股份:关于公司产品价格调整的公告（2021.12.09）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于主要原辅材料、包材、人工、运输、能源等

成本上涨，及公司优化升级产品带来的成本上升，为了更好地向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

和服务，促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经公司研究决定，对公司各系列产品出厂价格进行

调整，主要产品价格上调幅度为 4%-10%不等，新价格自 2021 年 12 月 25 日开始

按产品调价通知执行。本次产品调价可能对市场销售有一定的影响，调价对公司未来

业绩产生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绝味食品: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的基金增资并变更基金管理人的公告（2021.

12.10）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的基金增资并变更基金管理人的议案》。同意四

川成都新津肆壹伍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总额拟由 110,000 万

元增加至 115,000 万元。新增出资额 5,000 万元由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

方式认缴。并终止与长沙伍壹柒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

解除与长沙伍壹柒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管理关系；同时拟委托成都伍

壹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向四川肆壹伍基金提供日常运营及投资管理

服务，同意普通合伙人代表四川肆壹伍基金与成都伍壹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委托管理协议。 

 

3、汤臣倍健:关于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签署《中国国家队-中国之家合

作协议》的公告（201.12.13） 

公司参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公开招标活动成功中标，成为 TEAM CHI

NA/中国国家队运动食品及营养品供应商，在运动食品及营养品类别内排他性地享有

协议下 TEAM CHINA/中国国家队及中国之家相关的合作权利与机会。借助此次合

作，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将以赞助和专业支持形式

获取协议有效期内，于中国大陆地区范围内，在运动食品及营养品类别内排他性地享

有协议下 TEAM CHINA/中国国家队及中国之家相关的合作权利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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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双周行情回顾：（2021.12.06-2021.12.17） 

4.1 双周整体行情回顾 

2021 年 12 月 06 日至 12 月 17 日，上证综指上涨 0.69%，深证成指下跌 0.16%，

创业板指下跌 1.27%，申万轻工制造/纺织服装/食品饮料指数分别上涨 3.03%/0.22%

/1.94%，申万商业贸易指数下跌 1.84%，申万轻工制造/纺织服装/商业贸易/食品饮

料指数相较于沪深 300 指数分别+1.93/-0.88/-2.94/0.84pct，在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

指数中分别排名 8/18/24/9。 

图 16：2021.12.06-2021.12.17 申万轻工制造/纺织服装/

商业贸易/食品饮料指数变化 
 

图 17：年初至今申万轻工制造/纺织服装/商业贸易/食品饮

料指数涨跌幅与沪深 300 对比 

 

 

 
资料来源：Wind, 国元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国元证券研究所 

 

图 18：申万轻工制造/纺织服饰/商业贸易/食品饮料指数涨跌幅与其他行业涨跌幅对比（双

周对比，%）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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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双周个股涨跌幅 

A 股轻工制造（申万 1 级）相关个股中，陕西金叶周涨幅最大（+80.13%），乐歌股

份周跌幅最大（-15.15%）。 

A 股纺织服饰（申万 1 级）相关个股中，众望布艺周涨幅最大（+23.07%），曼卡龙

周跌幅最大（-18.35%）。 

A 股互联网电商（申万 2 级）相关个股中，若羽臣周涨幅最大（+18.98%），联络互

动周跌幅最大（-9.84%）。 

A 股食品饮料（申万 1 级）相关个股中，甘源食品周涨幅最大（+39.86%），华宝股

份周跌幅最大（-19.95%）。 

表 3：A 股轻工制造（申万 1 级）行业涨跌幅 Top5（2021.12.06-2021.12.17） 

排序 代码 名称 涨幅 top5（%） 排序 代码 名称 跌幅 top5（%） 

1 000812.SZ 陕西金叶 80.13 1 300729.SZ 乐歌股份 -15.15  

2 002374.SZ 中锐股份 48.45 2 603429.SH 集友股份 -13.04  

3 603801.SH 志邦家居 30.88 3 601515.SH 东风股份 -11.11  

4 603008.SH 喜临门 27.57 4 002752.SZ 昇兴股份 -10.63  

5 603268.SH 松发股份 25.46 5 002836.SZ 新宏泽 -9.94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表 4：A 股纺织服饰（申万 1 级）行业涨跌幅 Top5（2021.12.06-2021.12.17） 

排序 代码 名称 涨幅 top5（%） 排序 代码 名称 跌幅 top5（%） 

1 605003.SH 众望布艺 23.07 1 300945.SZ 曼卡龙 -18.35  

2 601599.SH 浙文影业 19.78 2 002731.SZ 萃华珠宝 -17.54  

3 603608.SH 天创时尚 12.14 3 002154.SZ 报喜鸟 -9.21  

4 600220.SH 江苏阳光 10.08 4 003041.SZ 真爱美家 -9.03  

5 002003.SZ 伟星股份 9.44 5 603558.SH 健盛集团 -8.56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表 5：A 股互联网电商（商贸零售-申万 2 级）行业涨跌幅 Top5（2021.12.06-2021.12.

17） 

排序 代码 名称 涨幅 top5 排序 代码 名称 跌幅 top5 

1 003010.SZ 若羽臣 18.98 1 002280.SZ 联络互动 -9.84  

2 002640.SZ *ST 跨境 11.44 2 002803.SZ 吉宏股份 -9.46  

3 601113.SH ST 华鼎 7.49 3 301001.SZ 凯淳股份 -4.01  

4 002024.SZ 苏宁易购 2.28 4 300464.SZ 星徽股份 -3.90  

5 002127.SZ 南极电商 0.75 5 605136.SH 丽人丽妆 -0.51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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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A 股食品饮料（申万 1 级）行业涨跌幅 Top10（2021.12.06-2021.12.17） 

排序 代码 名称 
涨幅 top10

（%） 
排序 代码 名称 

跌幅 top10

（%） 

1 002991.SZ 甘源食品 39.86 1 300741.SZ 华宝股份 -19.95 

2 600559.SH 老白干酒 30.53 2 300915.SZ 海融科技 -10.75 

3 603589.SH 口子窖 23.98 3 600779.SH 水井坊 -8.54 

4 603777.SH 来伊份 22.27 4 002597.SZ 金禾实业 -7.82 

5 002650.SZ 加加食品 19.00 5 605499.SH 东鹏饮料 -6.93 

6 603711.SH 香飘飘 16.14 6 000799.SZ 酒鬼酒 -6.49 

7 603779.SH 威龙股份 14.59 7 600084.SH *ST 中葡 -6.37 

8 600573.SH 惠泉啤酒 13.97 8 600809.SH 山西汾酒 -6.23 

9 603755.SH 日辰股份 13.55 9 002481.SZ 双塔食品 -5.35 

10 000729.SZ 燕京啤酒 11.55 10 002726.SZ 龙大肉食 -5.06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5.未来大事提醒（2021.12.20-2021.12.24） 

5.1 大消费新股日历 

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12 月 24 日，奥尼电子公布中签率及公布中签结果。 

表 7：双周大消费新股日历（2021.12.20-2021.12.24） 

代码 简称 2021/12/20 2021/12/21 2021/12/22 2021/12/23 2021/12/24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301189.SZ 奥尼电子 公布中签率 公布中签结

果 

/ / /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注：标记*号的股票申购类型仅有网上申购。） 

 

5.2 行业重要动态 

12 月 20 日至 12 月 24 日将在上海、深圳举办 2021 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

展览会、上海教育展、深圳国际循环经济产业博览会；12 月 20 日 12:00 将公布中国

库存钢材当月值、12 月 21 日 12:00 将公布中国香港 CPI 综合类当月及当月同比数

据。 

表 8：行业重要动态（2021.12.20-2021.12.24） 

时间 名称 主办单位 地区 类型 

12月 20日 

12:00 

中国：库存:钢材:当月值(报告期:2021年 11

月) 
/ 中国 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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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0日 2021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展览会 / 上海 行业会议 

12月 21日 

12:00 

中国香港：CPI综合类及当月同比(报告期:202

1年 11月) 
/ 

中国香

港 
经济数据 

12月 22日 上海教育展 
教育品牌加盟

展组委员会 
上海 行业会议 

12月 23日 深圳国际循环经济产业博览会 / 深圳 行业会议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6.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增长不及预期风险；新冠疫情影响；企业经营状况低于预期风险；原料价格

上升风险；汇率波动风险；竞争格局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