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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酒复苏势头足，推荐区域阿尔法强的龙头 
 
投资建议 

 本周专题：地产酒板块的关注度提升，催化在于古井中报业绩预报的超预期

和今世缘股权激励草案收入目标超预期。 

 地产酒的优势在于：1）基地市场稳固，当行业景气度波动时，通常具备较

好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2）在多年磨砺中，渠道、终端的管控能力日益精

进，精细化程度更高；3）占据婚喜宴主流市场，受疫情影响后，回补确定

性较强、速度较快。 

 我们认为，本轮疫情与 20 年的差异在于：消费力受损影响升级节奏、渠道

信心受损影响招商扩张节奏。我们判断，疫后需求环比改善趋势明确，但消

费力、渠道信心的恢复确实需要一个过程，中秋预期并不高，酱酒库存依旧

高企（部分区域半年以上），出清尚需时间。次高端增速放缓过程中，不排

除会有估值中枢下杀的风险。因此，当前建议优选防御属性强、估值性价比

高、有区域经济兜底的地产酒。 

 7-8 月安徽、江苏用酒复苏势头足，一方面是前期积累的宴席回补；另一方

面是升学宴、谢师宴由于担忧疫情而提前。合肥渠道反馈，目前宴席场次已

持平甚至超过往年同期水平。当前，中秋备货虽尚未开始，但徽酒、苏酒渠

道备货展望相对乐观，渠道及终端库存水平接近往年同期（春节库存低于往

年、端午库存增加），价盘较稳固，全年任务高质量完成依旧可期。 

 中长期看，压制地产酒估值的因素主要在于：1）由于品牌力不如全国性名

酒，省外认知度不高，全国化扩张的空间有限。2）省内地产酒间竞争较激

烈，同一价格带咬得较死。3）高端、次高端全国名酒入侵，加剧省内竞争

态势。 

 白酒：目前建议持续关注 Q2 业绩兑现情况及兑现质量（表观回款质量等），

中秋政策在本月下半旬会逐渐明确。我们认为消费复苏态势未变，阶段性消

费升级节奏受扰动不改长趋势，且中长期超额储蓄会逐渐传导至消费端。当

前仍首推高端酒，整体始终具备较高的确定性及韧性。建议关注地产龙头及

次高端弹性标的。 

 啤酒：青啤 7 月销量再超预期（同比+15-16%），我们重申啤酒 Q3 具备多因

素催化（低基数+天气热+疫情政策趋缓），H2 及 23H1 有望释放成本弹性。

周内百威亚太发布中报，8 月初夜场、餐厅渠道恢复率为 81%、97%。百威

亚太展望 Q3 成本压力降延续 Q2，Q4 压力类似 Q1，明年上半年有望改

善，23H1 成本增幅有望小于 22 年对比 21 年。持续推荐行业龙头公司。 

 大众品：近期市场估值有所调整，基本面也在逐步修复。结合成长性和估

值，我们看好立高和甘源的弹性；立高处于高成长性赛道，今年由于成本、

需求、转型压力叠加，我们认为处于基本面底部；甘源今年因为新品铺货的

逻辑存在增长确定性，数据也有持续验证。 

 调味品：疫情反复导致餐饮恢复具备不确定性，且部分消费场景仍受限，消

费信心回升较慢。整体来看，7 月仍以消化库存为主线，环比均呈现弱改善

趋势，后续需要密切跟踪动销、成本情况。随着疫情后部分费用投放增加，

我们预计 Q3 利润端难以出现大幅改善。我们仍然看好餐饮供应链修复主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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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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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专题：地产酒复苏势头足，推荐区域阿尔法强的龙头 

1.1 地产酒：区域复苏势头足，中秋展望相对乐观，推荐苏皖龙头 

近期，地产酒板块的关注度提升，催化在于古井中报业绩预报的超预期和
今世缘股权激励草案收入目标超预期。 

地产酒拥有的优势在于：1）基地市场稳固，当行业景气度波动时，通常
具备较好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2）在多年磨砺中，渠道、终端的管控能力日
益精进，精细化程度更高；3）占据婚喜宴主流市场，受疫情影响后，回补确
定性较强、速度较快。 

站在当前时点，我们认为，本轮疫情与 20 年的差异在于：消费力受损影
响升级节奏、渠道信心受损影响招商扩张节奏。我们判断，疫后需求环比改善
趋势明确，但消费力、渠道信心的恢复确实需要一个过程，中秋预期并不高，
酱酒库存高企（部分区域半年以上），出清尚需时间。次高端增速放缓过程中，
不排除会有估值中枢下杀的风险。因此，建议优选防御属性强、估值性价比高、
有区域经济兜底的地产酒。 

7-8 月安徽、江苏用酒复苏势头足，一方面是前期积累的宴席回补；另一
方面是升学宴、谢师宴由于担忧疫情而提前。合肥渠道反馈，目前宴席场次已
持平甚至超过往年同期水平。当前，中秋备货虽尚未开始，但徽酒、苏酒渠道
备货展望相对乐观，渠道及终端库存水平接近往年同期（春节库存低于往年、
端午库存增加），价盘较稳固，预计回款、动销将有序进行。 

中长期看，压制地产酒估值的因素主要在于：1）由于品牌力不如全国性
名酒，省外认知度不高，全国化扩张的空间有限。2）省内地产酒间竞争较激烈，
同一价格带咬得较死。3）高端、次高端全国名酒入侵，加剧省内竞争态势。 

对于省内市场，当前的增长动力来自于份额提升+结构升级，当格局变化+
更高价格带大单品培育成功时，通常能带来拔估值的机会。1）格局：同一价
格带，当龙头形成压倒性优势时，有望带来溢价（比如：古井在安徽的各价格
带；洋河梦 6+在江苏的 500-800 元价格带）。2）升级：大环境上，区域经济
的强阿尔法可为白酒升级保驾护航。比如新能源、半导体产业潜力足的安徽；
背靠长三角经济区的江苏；煤炭经济支撑的山西。地产酒的升级本质上是随着
主流价格带的上移，地产酒挤压更高价格带名酒份额的过程。 

 

图表 1：全国各区域 21 年人均 GDP（Y 轴，元/人）及
16-21 年复合增速（X轴） 

 图表 2：2022 年各地 GDP目标增速梳理 

 

 省份  目标  省份  目标  省份  目标  

天津 5%以上 浙江 6%左右 广西 6.5%以上 

北京 5%以上 新疆 6%左右 甘肃 6.5%以上 

重庆 5.5%左右 陕西 6%左右 福建 6.50% 

上海 5.5%左右 内蒙古 6%左右 云南 7%左右 

山东 5.5%以上 吉林 6%左右 宁夏 7% 

青海 5.5%左右 四川 6.5%左右 江西 7%以上 

辽宁 5.5%以上 山西 6.5%左右 湖北 7%左右 

江苏  5.5%以上  湖南 6.5%以上 贵州 7%左右 

黑龙江 5.5%左右 河南 6.5%左右 安徽  7%以上  

广东 5.5%左右 河北 6.50% 西藏 8%左右 

海南 9%左右         
 

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金证券研究所（注：图中未显示山西）  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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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安徽各价格带竞争格局 

 

来源：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4：江苏各价格带市场竞争格局 

 

来源：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对于省外市场，长期天花板由品牌力决定，全国化的基因包括：老名酒头
衔、长时间高额的央视广告投入等；短期策略的差异在于渠道模式（大商制 vs
深度分销）、产品（高端 vs 中低端）等。 

投资建议：7-8 月安徽、江苏用酒复苏势头足，一方面是前期积累的宴席
回补；另一方面是升学宴、谢师宴由于担忧疫情而提前。当前，中秋备货虽尚
未开始，但渠道备货展望相对乐观，全年任务高质量完成可期。中长期看，徽
酒、苏酒具备区域经济阿尔法支撑，确保升级及需求复苏速度。推荐省内优势
稳固、有全国化逻辑的洋河、古井（23 年 21X/35X）；关注洞藏势能延续的迎
驾、改革的今世缘（23 年 20X/20X）。 

古井贡酒：Q2 业绩超预期是安徽区域贝塔+公司自身阿尔法能力的综合体
现。当前市场担忧：1）净利率提升兑现的路径与速度？2）古 20 价格带偏高，
省内升级断档？3）库存水平不低。我们认为，1）古井短期受益于新信息化系
统带来的费效比提升，长期随量费用模式有望优化（参考老窖），结合产品结构
优化，到 25 年净利率实现 21-22%可期，未来激励落地也将使放量动机更坚定。
2）300-800 元价格带行业快速扩容，大家会集体受益（剑南春 21 年增速 40-
50%），H1 古 16 增速快于古 20。中长期看，徽酒有望复现苏酒的路径，500-
800 元价格带演变为地产酒竞争的主战场。3）古井通常是高库存模式（当前库
存 3 个月左右、打款 70%以上），强渠道管控能力可避免价盘出现混乱。 

洋河股份：当前回款比例 70%+，Q2 收入/利润预计在 17%/20%。部分投
资者担忧中长期成长性，我们认为，洋河基本面边际向好，梦 6+的成功已被证
明（中长期百亿可期）；水晶梦今年春节已实现对老梦 3 量上的替换（渠道利润
率与竞品相当）；海之蓝换代升级全面推进。去年股权激励+涨薪落地，今年组
织架构扁平化，有望带动员工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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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驾贡酒：Q2 六安受疫情影响偏重，进度相对放缓，但全年 20%的保底
收入目标不变（仍有望略超保底目标，H2 收入增速在 20%左右，利润更快）；
合肥渠道反馈洞藏打款 50%、目标增速 50%不变，库存合理偏低。部分投资者
担忧，H1 古 5、献礼增速超预期（20%多），是否会阻碍迎驾洞藏系列放量？
我们认为，春节返乡潮下，今年地产酒 100-300 元价格带表现优异是大趋势
（H1 今世缘对开增速大于四开、海之蓝增速较快），迎驾本身具备较强渠道管
理能力，有望延续生命周期。近期终端价虽有波动，但在渠道利润上依旧有竞
争力。 

今世缘：此次股权激励草案中，收入考核目标超预期（21-24 年复合增速
24%，贴十四五规划上限），行权价溢价 28%，彰显对未来的信心；扣非净利
21-24 年复合增速为 15%，利润增速快于收入，或代表公司将扩张费用投放，
加快培育 V系列和省外市场（25 年省外、V系列占比从 10%不到提至 20%）。
新管理层上任后风格更为积极，近期组织架构重新梳理（省内新增 2 个大区+
事业部重新划分+高沟销售公司成立），力争到三季度完成全年任务的 80%；中
长期静待股权激励红利释放。 

图表 5：地产酒估值表 

公司名称 
收入（亿元）  YOY 归母净利（亿元）  YOY PE 

21A 22E 23E 24E 22E 23E 24E 21A 22E 23E 24E 22E 23E 24E 22E 23E 24E 

洋河股份 254  308  370  442  21% 20% 19% 75  97  120  145  29% 24% 21% 26  21  18  

古井贡酒 133  165  197  232  24% 20% 17% 23  31  38  47  33% 26% 22% 44  35  28  

今世缘 64  78  97  122  22% 24% 26% 20  24  29  36  19% 21% 23% 24  20  16  

迎驾贡酒 46  56  69  83  23% 22% 20% 14  18  23  28  30% 26% 22% 25  20  16  
 

来源：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注：股价截至 22 年 8 月 7 日） 

 

1.2 子板块投资观点更新 

 白酒板块 

周内板块情绪略有回升，预计系上周古井业绩超预期，且环周茅台、普五
批价均有不同程度上行，需求侧环比恢复的态势明朗下情绪面逐渐修复。高端
酒方面，四川地区反馈整箱飞天批价 3200 元，散瓶批价 2800 元，普五批价
970 元，国窖批价 920 元；次高方面批价整体企稳，动销环比明显有恢复。目
前建议持续关注 Q2 业绩兑现情况及兑现质量（表观回款质量等），中秋政策在
本月下半旬会逐渐明确。我们认为消费复苏态势未变，阶段性消费升级节奏受
扰动不改长趋势，且中长期超额储蓄会逐渐传导至消费端。当前仍首推高端酒，
整体始终具备较高的确定性及韧性。建议关注地产龙头（洋河、古井）及次高
端弹性标的（汾酒等）。 

 

贵州茅台：业绩稳步兑现，品牌之势破竹前行 

公司发布 22 年中报，22H1 实现总收入 594.4 亿元，同比+17.2%；实现
归母净利 297.9 亿元，同比+20.8%。 

分产品来看，系列酒加速主要系茅台 1935 放量及内部存量产品结构更优
化，上半年茅台 1935 放量预计超 1500 吨。此外，上半年茅台酒基酒产量
4.25 万吨，较去年同期 3.78 万吨明显提升，预计源于今年第五轮次生产时间
较去年同期早 10 天左右；系列酒基酒产量 1.70 万吨，较去年同期 1.25 万吨亦
明显提升（系列酒与茅台酒生产工艺相近，且系列酒去年新增部分设计产能于
今年体现）。 

分渠道来看，批发代理渠道已连续 3 个季度负增，且幅度明显提升
（21Q4/22Q1 同比分别-3.0%/-4.7%），预计系非标产品渠道提货方式变更（i
茅台上半年表观非税收入 44.2 亿元），本质上仍为渠道改革下实现价增逻辑
（单 Q2 直销渠道营收占比达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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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三代茅台专卖店已亮相，整体面上超 1300 家专卖店将陆续体现
“美时代、美生活”，渠道端持续迭代打通专卖店链路。且根据近一轮小茅专场
申购数据，小茅运达到 50 点的 C 端用户已达 263 万人，i 茅台推进成效斐然。
我们认为逆势下公司消费侧韧性突出、市场化改革势能充沛。 

 

 啤酒板块 

青啤 7 月销量再超预期（同比+15-16%），我们重申啤酒 Q3 具备多因素催
化（低基数+天气热+疫情政策趋缓），H2 及 23H1 有望释放成本弹性，推荐青
啤、华润，关注重啤、燕京。本周百威亚太发布中报，中国区 Q2 销量同比-6.5%
（6 月销量高个位数量增），H1 高端/超高端增速为大个位数/双位数，8 月初夜
场、餐厅渠道恢复率为 81%、97%。百威亚太展望 Q3 成本压力降延续 Q2，
Q4 压力类似 Q1，明年上半年有望改善，23H1 成本增幅有望小于 22 年对比
21 年。 

 

 大众品板块 

近期市场估值有所调整，基本面也在逐步修复。结合成长性和估值，我们
看好立高和甘源的弹性；立高处于高成长性赛道，今年由于成本、需求、转型
压力叠加，我们认为处于基本面底部；甘源今年因为新品铺货的逻辑存在增长
确定性，数据也有持续验证。从估值修复的角度，我们认为伊利和洽洽存在一
定的估值修复空间，且两者经营基本面相对稳健，确定性较好。 

 

 调味品板块 

疫情反复导致餐饮恢复具备不确定性，且部分消费场景仍受限，消费信心
回升较慢。整体来看，7 月仍以消化库存为主线，环比均呈现弱改善趋势，后
续需要密切跟踪动销、成本情况。若餐饮数据显示 7 月修复较好，后续环比持
续改善，则行业收入端有望在 Q3 低基数情况下得到大幅改善。随着疫情后部
分费用投放增加，我们预计 Q3 利润端难以出现大幅改善。今年仍需拉长时间
维度看待行业修复情况，我们仍然看好餐饮供应链修复主线，推荐天味食品和
海天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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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周行情回顾 

本周（ 2022.8.1~2022.8.5 ）食品饮料（申万）指数收于 23713 点
（+1.43%）。沪深 300 指数收于 4157 点（-0.32%），上证综指收于 3227 点（-
0.81%），深证综指收于 2166 点（-0.70%），创业板指收于 2684 点（+0.49%）。 

图表 6：本周行情 

指数  本周收盘价  本周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申万食品饮料指数  23713 1.43% -12.32% 

沪深 300  4157 -0.32% -15.86% 

上证综指  3227  -0.81% -11.34% 

深证综指  2166  -0.70% -14.39% 

创业板指  2684  0.49% -19.23%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一级行业涨跌幅来看，本周涨跌幅前三的行业为电子（+6.44%）、计算
机（+2.47%）、国防军工（+1.70%）。 

图表 7：本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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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5.37%）、烘焙食品
（+2.38%）、调味发酵品 III（+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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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本周食品饮料子板块涨跌幅  图表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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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截至 22 年 8 月 5日） 

 

从个股表现来看，本周涨幅居前的古井贡酒（+18.64%）、洽洽食品
（+10.94%）、涪陵榨菜（+9.46%）、今世缘（+7.79%）、安琪酵母（+6.12%）
等；跌幅居前的有泉阳泉（-11.51%）、百合股份（-9.85%）、海欣食品（-
.80%）、海南椰岛（-7.53%）、得利斯（-6.80%）等。 

图表 10：本周食品饮料板块个股涨跌幅前十名 

涨幅前十名  涨幅（%）  跌幅前十名  跌幅（%）  

古井贡酒  18.64  泉阳泉  -11.51  

洽洽食品  10.94  百合股份  -9.85 

涪陵榨菜  9.46 海欣食品  -7.80  

今世缘  7.79  海南椰岛  -7.53  

安琪酵母  6.12  得利斯  -6.80  

青海春天  5.32  *ST 西发  -6.18  

青岛食品  5.00  华统股份  -6.16  

光明乳业  4.97  皇台酒业  -6.02  

青岛啤酒  4.60  龙大美食  -5.71  

甘源食品  4.57  西部牧业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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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
河股份在 8 月 5 日沪（深）港通持股比例分别为 7.29%/4.95%/3.39%，环比-
0.02pct/+0.08pct/-0.01pct ；伊利股份沪港通持股比例为 17.72%，环比
+0.26pct；重庆啤酒沪港通持股比例为 9.24%，环比+0.01pct；海天味业沪港
通持股比例为 6.39%，环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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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食品饮料板块沪（深）港通持股占流通 A 股比例 TOP20 

股票名称 2022/8/5 2022/7/29 周环比（%） 

洽洽食品  21.10   20.40 0.70 

伊利股份  17.72   17.46  0.26 

涪陵榨菜  12.98   11.12  1.86 

汤臣倍健  11.52   11.45  0.06 

安琪酵母  10.45   10.19  0.26 

重庆啤酒  9.24  9.23 0.01 

双汇发展  7.38   7.17 0.21 

贵州茅台  7.29   7.31  -0.02 

海天味业  6.39   6.39  0.00 

安井食品  5.91   5.92  -0.01 

桃李面包  5.55   5.39  0.16 

三全食品  5.00   5.04  -0.04 

五粮液  4.95   4.87  0.08 

中炬高新  4.46   4.51  -0.05 

燕京啤酒  4.39   4.44  -0.04 

酒鬼酒  3.63   3.66  -0.03 

洋河股份  3.39   3.40  -0.01 

今世缘  3.13   3.21  -0.08 

泸州老窖  3.12   3.00  0.12 

承德露露  3.03   3.08  -0.04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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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数据更新 

 白酒板块 

2022 年 6 月，全国白酒产量 58.50 万千升，同比-10.00%。 

据今日酒价，8 月 5 日，飞天茅台整箱批价 3175 元（环周+35 元），散瓶
批价 2780 元（环周+5 元），普五批价 965 元（环周持平），高度国窖 1573 批
价 920 元（环周持平）。 

 

图表 12：白酒月度产量（万千升）及同比（%）  图表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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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来源：今日酒价，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更新至 22 年 8 月 5 日） 

 

 乳制品板块 

2022 年 7 月 27 日，我国生鲜乳主产区平均价为 4.11 元/公斤，同比-
5.10%，环比-0.20%。 

2022 年 1~6 月我国累计进口奶粉 80 万吨，累计同比-10.70%；累计进口
金额为 48.84 亿美元，累计同比+4.10%。 

 

图表 14：国内主产区生鲜乳平均价（元/公斤）  图表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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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年 7 月 27 日）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更新至 2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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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板块 

2022 年 6 月，我国啤酒产量为 419.3 万千升，同比+6.40%。 

2022 年 1~6 月，我国累计进口啤酒数量为 22.66 万千升，同比-14.40%。
其中 6 月啤酒进口平均单价为 1353.66 美元/千升，同比+7.07%。 

 

图表 16：啤酒月度产量（万千升）及同比（%）  图表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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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更新至 22 年 6 月） 

 

四、公司公告与事件汇总 

 公司公告精选 

【贵州茅台】8 月 2 日发布 2022 半年度报告，公司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76.2 亿元，同比增长 1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9 亿元，同
比增长 2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7.6 亿元，
同比增长 20.8%。基本每股收益为 23.7 元/股。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
东户数为 14.6 万户，较上期（2022 年 3 月 31 日）减少 1.9 万户，减幅为
11.6%。 

【燕京啤酒】8 月 3 日，公司发布关于燕京啤酒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近日，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矿泉水厂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30 万
元。至此，公司及分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 2302.8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1%。其中，按规定确认
的影响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302.8 万元。 

【金龙鱼】8 月 4 日发布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收 1194.8 亿元，同比
增长 1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9.8 亿元，同比下降 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 24.2 亿元，同比下降
38.1%。半年业绩呈增收不增利的特点。厨房食品营收为 761.4 亿元，同比增
长超 15%；而营业成本则同比上升超 20%至 707.4 亿元。金龙鱼另一大主要产
品饲料原料及油脂科技产品，期内营收为 424.7 亿元，同比增长逾 16%，营业
成本则同比增长两成至 390.5 亿元。 

【东鹏饮料】8 月 4 日，公司发布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5%以上非
第一大股东君正投资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合计不超过约 1200 万股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截至
2022 年 8 月 4 日，君正投资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未通过任何方式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双塔食品】8 月 5 日，公司发布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2%暨回购进展的
公告。截至 2022 年 8 月 3 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 2487.92 万股，占公司截止 2022 年 8 月 3 日总股本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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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成交价为 9.1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97 元/股，成交总金额 2.04 亿元。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回购方案。 

【汤臣倍健】8 月 5 日，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2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42.21 亿元，同比基本持平。同时上半年承压趋稳，凸显韧
性发展。报告期内，线下门店动销持续受到疫情影响，公司承压的同时，仍保
持品牌和产品优势，得益于公司主品牌及大单品业务渗透，公司市场份额占比
持续占据第一位臵。其中，“Life-Space”品牌表现亮眼，相关国内产品实现收
入 1.77 亿元，同比增长 49.69%；境外业务 LSG 营业收入为 0.81 亿澳元，同
比增长 32.69%，在澳洲市场增长平稳，维持益生菌品类第一地位，专业益生
菌品牌形象进一步提升。 

 

 行业要闻 

近日，文经济计划和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 年 4 月 CPI 同比上涨
3.9%，其中，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指数上涨 4.7%，非食品价格上涨指数上涨
3.8%。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增长主要由于油脂价格上涨 21%、肉类价格上涨
9.2%以及鱼和海鲜价格上涨 5.4%。非食品部分的增长主要由于杂项商品和服
务价格上涨 16.1%、运输价格上涨 5%以及住房、水、电、天然气和其他燃料
价格上涨 2.2%。从环比看，2022 年 4 月 CPI 环比下降 0.3%，主要由于非食
品指数下降 0.5%。（商务部） 

8 月 5 日，中国（上海）预制菜产业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成立后，企业将
从风味、技术、产业集群、消费升级等方面上下游联手，线上线下联动，推动
上海预制菜产业的高速度、高品质发展。此前，上海商情信息中心调研显示，
经历本轮疫情，65.5%消费者购买预制菜频率有所增加，其中生鲜电商选择率
最高，达到 80.7%；其次是超市卖场（47.1%），生鲜超市（42.1%），选择社
区团购的超过 2 成。（界面） 

8 月 5 日，为进一步遏制月饼过度包装现象，中国消费者协会与中国焙烤
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将在今年中秋节前联合对月饼过度包装开展消费监督。此
次消费监督工作将参考新修订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强制
性国家标准。考虑到新标准将于 2023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企业和市场还存
在标准过渡期，监督工作将兼顾过渡期“双标并行”。中消协将发动全国消费维
权志愿者采取随手拍等方式对线上线下销售的月饼包装进行监督，同时委托专
业机构进行调查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新华网）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 2022 年 7 月平均为
140.9 点，环比下降 13.3 点(8.6%)，连续第四个月下行。尽管如此，指数仍较
去年同期高出 16.4 点(13.1%)。7 月跌幅是该指数自 2008 年 10 月以来创下的
最大单月跌幅，其中植物油和谷物指数大幅走低，而食糖、乳制品和肉类价格
指数亦有所下降，但幅度较小。（同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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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上市公司重要事项提醒 

图表 18：近期上市公司重要事项 

日期 公司 事项 

8 月 8 日 龙大美食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0 日 交大昂立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0 日 惠发食品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0 日 上海梅林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5 日 安琪酵母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5 日 *ST 西发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5 日 熊猫乳品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6 日 甘源食品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6 日 泸州老窖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7 日 来伊份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8 日 绝味食品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9 日 日辰股份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8 月 19 日 东鹏饮料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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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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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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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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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