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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逻辑 

受疫情影响，全球生产供应链、运输等环节受限，2021 年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带动 PPI 指数一路升高。此外，

终端消费场景受限，尤其食品类消费疲弱，CPI 指数稳定在低位，PPI-CPI 剪刀差持续扩大。随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陆

续放开疫情管控，生产端和需求端均呈现回暖态势，PPI-CPI 剪刀差收窄，大宗商品价格自 2022 年 10 月呈下降趋势，

传导至下游大众品行业表观毛利率改善。但仍有部分行业及个股原材料占比高，且供需关系比较特殊，23 年成本依旧

维持高位，本文旨在探究此类企业 24 年成本预期修复程度，及对利润带来的影响。 

从行业对比分析来看，乳饮毛利率先于食品改善，但绝大多数板块未恢复至疫前水平。1）食品细分子板块中调味品

受损最明显，20-22 年板块毛利率/净利率分别-6.9pct/-8.7pct，且受制于酿造周期较长，23 年并未完全体现成本下

行红利。休闲食品 23 年毛利率初具改善，但较疫前仍有缺口。食品加工受益于产业链优势，毛利率 22 年启动恢复。

2）乳饮板块共同原材料为包材（玻璃、瓦楞纸等），且包材占比高（普遍占 30%+）、降幅大（平均下降 20%+），因此乳

饮毛利率恢复快于食品。但各子板块毛利率修复时点有差异，如生牛乳价格 22 年初开始回落，乳制品板块最早开启

成本修复周期。而白糖 23 年持续处于上涨通道中，因此软饮料板块 23 年毛利率改善不充分，后续仍有修复空间。 

啤酒板块：24 年预计大麦成本下降大个位数到小双位数（H2 澳麦双反红利有望释放更明显），包材维稳（玻璃价格持

平或上涨但会通过回瓶提升摊薄，回瓶率+2pct 将降低 5%、纸箱和易拉罐低个位数下降），折旧摊销维稳（重啤佛山

投产预计影响约 0.5%），预计吨成本同比下降 1-2%（青啤测算 24 年综合成本将减少 4e 多，单吨降幅约 2%）。考虑结

构升级预计吨成本最终下降幅度将在 1%左右，敏感性分析下青啤毛利率有望改善 2-3pct、华润改善约 1.5-2.5pct。 

卤味板块：以龙头绝味为例，鸭副类占比总成本超 30%，其中鸭脖最高占比 15%+。疫情期间供给端减产，而需求端疫

后快速恢复，供需不匹配导致 23H1 鸭副成本再次大幅上行，19 年-23 年前三季度公司毛利率约下滑 9pct。我们观测

到 23 年日均投苗量稳定在高位，且随着鸭苗、饲料价格下行，供给盈利改善、产能扩张，23Q3 鸭副成本已明确下降，

24 年有望维持低位。假定 24 年鸭副综合成本下降 10%~20%，敏感性分析下毛利率有望提升 2.9~4.3pct。 

洽洽食品：核心原材料为葵花籽，占比成本约 47%，19-22年葵花籽种植面积缩减约 30%，而需求端基本稳定，导致葵

花籽价格自 19 年起逐年提升，公司此前通过小幅多次提价对冲，但仍无法完全抵消成本上涨压力，23H1 瓜子毛利率

降至历史低位，仅 24.1%，同比-7.5pct。受益于 23 年葵花籽种植面积扩大，10 月新采购季价格高位回落，考虑到 24

年采购季接近尾声，以目前价格作为参考，假定 24 年葵花籽价格同比下降 5%~10%，毛利率有望提升 2.2~3.6pct。 

安琪酵母：核心原材料为糖蜜，占比成本约 40%。糖蜜为制糖副产物，2020 年起上游甘蔗种植面积趋于饱和同时进口

受限，而下游酒精、酵母扩产对糖蜜需求增加，导致糖蜜均价 3 年涨幅接近翻倍，公司毛利率 20 年-23 前三季度约下

滑 9pct。随着上游种植收益增加，23/24 新榨季预计上游种植面积、产量（甘蔗+甜菜）提升 22%。叠加公司自建水解

糖项目缓解对糖蜜的刚性成本依赖，近期价格已有回落。假定 24年糖蜜价格下行 5%~10%，毛利率有望提升 1.4~2.1pct。 

投资建议与估值 
综合考虑到成本改善多为对 24 年业绩的一次性催化，且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扰动，我们建议结合收入增速预期表现、

估值安全边际等因素选择个股，其中啤酒仍处于高端化升级中，吨价提升趋势不变，行业β仍存；洽洽春节旺季需求

改善，24 年将加大新品投放力度、积极合作新渠道，收入有望恢复双位数增长。推荐青啤、华润、洽洽，建议关注安

琪酵母、绝味食品。 

风险提示 
原材料降幅不及预期风险、行业竞争加剧风险、食品安全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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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顾 23 年：大众品成本下行，毛利率初步修复 

1.1 宏观层面：22年 10月起 PPI-CPI 剪刀差收窄 

受疫情影响，全球生产供应链、运输等环节受限，21 年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带动 PPI 指数一路升高。此外，终
端消费场景受限，尤其食品类消费疲弱，CPI 指数亦稳定在低位，PPI-CPI 剪刀差扩大。22 年 2 月俄乌冲突导致大宗
品供给端进一步收缩，剪刀差缺口扩至最大。而后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全面放开疫情管控，生产端和需求端均呈现回
暖态势，PPI-CPI 剪刀差收窄，22 年 10 月之后基本恢复正常，23 年大众品行业开始享受成本下行红利。 

图表1：21-23 年 PPI 指数波动较大  图表2：22 年 10 月起 PPI-CPI剪刀差收窄  

 

 

 

来源：iF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来源：iF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1.2 行业对比：乳饮毛利率先于食品改善，绝大多数板块未恢复至疫前水平 

受剪刀差扩大影响，20-22 年大众品成本端承压，食品细分子板块毛利率和净利率大体呈下降势态，尤其调味品降幅
最明显。随着成本下行、需求改善，23 年大众品子板块毛利率、净利率边际修复，但对比 20 年同期仍有缺口。 

1）休闲食品板块基本恢复，其原材料多为常见大宗农产品且单一原材料依赖度低，23 年前三季度板块毛利率/净利率
分别同比+0.4pct/2.0pct,毛利率弱改善系渠道朝着高效率方向变革，品牌溢价贡献较少，但同时费用率随之收缩，
整体效率提升，净利率改善更明显。 

2）调味品板块持续承压，且 23 年前三季度仍在下行，一方面系原材料集中于黄豆、大麦、包材，且单一原材料占比
较高，叠加会计准则调整后运输费计入营业成本。另一方面行业增速明显放缓，龙头销量表现持平或者下滑，规模效
应减弱。20-22 年板块毛利率/净利率分别-6.9pct/-8.7pct，考虑到生产酿造周期，23 年利润率尚未明显改善。 

3）食品加工板块受冲击最弱，系多数标的兼具上下游业务，如养殖、屠宰、预制菜等多类业务，可内部平滑成本上行
压力。食品加工板块自 22 年毛利率/净利率逐步修复，分别同比+1.4pct/1.6pct，23 年延续改善态势。 

图表3：20-23 年调味品板块毛利率降幅最明显  图表4：20-23 年调味品板块净利率降幅最明显 

 

 

 

来源：iF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iF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乳饮板块来看，占比较高的共同原材料为包材（玻璃、瓦楞纸等），其次乳制品/软饮料/啤酒分别为生牛乳（占比
30~40%）/白砂糖（10%~15%）/大麦（占比 10~15%）。受原材料单价影响，各板块毛利率修复时点不同，如生牛乳价格
22 年初开始回落，而白糖、大麦价格 22 年仍处于上涨通道，因此乳制品毛利率最早开始修复。 

1） 乳制品板块修复基本完成，剔除掉运费准则影响大体上 23 年前三季度毛利率恢复至 20 年同期水平。21 年生鲜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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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市场价涨幅约 20%，导致板块毛利率大幅下降。22-23 年原材料价格持续回落，毛利率稳步修复。 

2） 软饮料板块仍有修复空间，虽 23 年各项包材成本大幅下行，但白糖步入快速上涨通道，二者对冲下板块毛利率仅
小幅改善，23 年前三季度同比+0.4pct。但近期白糖价格同比具备向下趋势，预期 24 年软饮料毛利率持续修复。 

3） 啤酒板块基本不受扰动，高端化升级有效对冲成本压力。产品价格带逐年抬升，即便 22 年包材、大麦成本处于历
史高位，板块毛利率同比仅-0.5pct。23 年成本压力减弱后，毛利率同比+2pct，毛利率甚至超过 20 年同期水平。 

图表5：啤酒高端化升级，毛利率波动幅度小  图表6：乳制品核心成本最先开启下行趋势 

 

 

 

来源：iF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iF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二、展望 24 年：细分行业和个股具备较大成本弹性 

2.1 啤酒：大麦有望双位数改善、包材低位，毛利率或将普遍上行 2pct 左右 

从成本构成看，啤酒的直接材料占营业成本的比重在 60-70%，其中麦芽的占比在 10-15%，酒花、大米等合计在 10%不
到，包材占比在 40-50%（其中纸箱在 10%左右）。 

图表7：重庆啤酒历年营业成本拆分  图表8：青岛啤酒历年营业成本拆分 

 

 

 

来源：重庆啤酒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青岛啤酒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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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珠江啤酒历年营业成本拆分  图表10：燕京啤酒-啤酒业务历年成本拆分 

 

 

 

来源：珠江啤酒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燕京啤酒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各家包材中玻璃和铝材的比例也存在差异，成本中玻璃：铝罐比例华润接近 1:2，燕京和珠江接近 1:1，重啤在 3:1，
背后反应的是： 

1） 罐化率的差异。23 年罐化率珠江约 40%、百威 40-50%、华润 40%左右、青啤 31-32%、燕京 20%多（部分子公司在
30%），重啤约 22%（行业偏低），故重啤铝罐占比在行业中偏高。 

罐化率的差异取决于渠道的占比，流通占比高、罐化率占比高。随着疫后非现饮场景重要性提升，罐化率趋势向
上，珠江啤酒罐化率已从 2015 年的 22%提升至 23H1 的 40%；嘉士伯也从 18年的 15%提升至 22 年的 22%。 

2） 回瓶率的差异。当前单个玻璃新瓶价格约 1-1.2 元，可使用的年限为 2 年，每年周转次数为 6-10 次，单个玻璃瓶
使用次数在 12-20 次，成本将被明显摊薄。当前行业的平均回瓶率约在 80-90%，青啤回瓶率在 70%，重庆纯生回
瓶率在 80%，珠江再 70-80%。以 70%为基数测算，回瓶率每降低 5pct 单个玻璃瓶综合成本将提升 15%，每降低 2pct
将提升 5%+。青岛啤酒以前的回瓶率在 60%，19 年提至 70%，22 年继续提升至 72%左右，23 年略有降低接近 2pct
导致单个玻璃瓶综合成本上升、抵消了玻璃瓶新瓶成本的改善。 

回瓶率的差异取决于：①公司管理能力和经销商回瓶政策支持；②工厂布局及销售半径，一般销售半径越小越容
易回瓶（如：重庆、新疆区域回瓶率在 80-90%，但广东乌苏、1664 等高端产品回瓶率偏低）。 

图表11：珠江啤酒玻璃和铝材接近 1:1  图表12：燕京啤酒玻璃和铝材接近 1:1 

 

 

 

来源：珠江啤酒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燕京啤酒公司公告， 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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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嘉士伯拟注入资产采购占比  图表14：嘉士伯拟注入资产采购单价（元/个） 

 

 

 

来源：重庆啤酒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重庆啤酒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5：啤酒各家罐化率对比  图表16：啤酒各家渠道结构对比（2021年） 

 

 

 

来源：各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7：燕京啤酒业务 2022 年营业成本各项拆分  图表18：重庆啤酒 2021 年营业成本各项拆分 

 

 

 

来源：燕京啤酒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重庆啤酒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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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华润啤酒 2021 年成本各项拆分  图表20：回瓶率和啤酒成本变动关系较大 

 

 单个玻璃总额

成本（新瓶

1.2 元/个） 

单个玻璃瓶使用次数（2 年） 

12 14 16 18 20 

回瓶

率 

60% 0.54 0.53 0.53 0.52 0.52 

65% 0.49 0.48 0.47 0.46 0.46 

70% 0.43 0.42 0.41 0.41 0.40 

75% 0.38 0.36 0.36 0.35 0.35 

80% 0.32 0.31 0.30 0.29 0.29 

85% 0.27 0.25 0.24 0.24 0.23 

90% 0.21 0.20 0.19 0.18 0.17 
 

来源：华润啤酒公司公告， 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 国金证券研究所测算 

复盘历史，最近 2 期成本高点出现在 17-18 年和 21-22 年（疫后复苏+俄乌冲突）。从成本回落周期看，19 年吨成本增
幅已普遍收窄，20 年吨直接材料成本普遍持平（海内外疫情下大宗需求疲软），吨成本普遍下滑小个位数（华润改善
幅度偏大系回瓶率大幅上升影响）。 

 复盘 22 年：俄乌冲突下大宗价格飙升，22 年吨成本普遍中大个位数，H2 小幅收窄。 

22 年华润/青啤/重啤/燕京/珠江/百威亚太的吨成本同比+6.5%/4.6%/4.8%/5.4%/10.1%/7.7%。主要涨价来自：大麦
（涨价个位数到双位数上涨）、铝材（俄乌冲突下两位数上涨）、玻璃（因为有回瓶仅个位数上涨）、纸箱（个位数上
涨）、运费（俄乌冲突下双位数上涨），22 年青啤/重啤/燕京/珠江的吨直接材料成本同比+9%/3%/10%/8%。 

复盘 23 年：大麦由于俄乌冲突减产后涨价，包材维持低位。23Q1-3 华润/青啤/重啤/燕京/珠江/百威亚太的吨成本同
比低个位数下滑/+3.3%/+2.9%/+1.8%/+2.3%/+4.9%，大部分增幅在小个位数，主要涨价来自：大麦（上涨 15-20%）、
包材整体（低个位数下滑），但 23 年受到个股影响而分化。华润表现相对较好，系采购策略差异+22 年基数因素影响
（22 年涨幅较大）；青啤 23 年玻璃新瓶价格降低、但回瓶率下降近 2pct 产生抵消，结构升级也将带动吨成本上行；
燕京 23 年实施卓越管理体系建设、规范子公司生产各环节，原材料使用要求也更严格；重啤有产能利用率、铝材锁
价周期偏长等因素影响。 

图表21：啤酒板块各公司 21 年直接材料增速提升  图表22：啤酒板块各公司 21 年吨成本增幅明显 

 

 

 

来源：各公司公告， 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公司公告， 国金证券研究所 

 展望 24 年成本 

1） 大麦成本将确定性改善，24H2 起体现将更明显 

澳麦品质高、价格偏低，在双反之前一直是啤酒大麦的主要来源。由于澳麦双反取消政策，23 年全年大麦进口占比从
0%提升至 14%，24 年及后续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澳大利亚大麦是订单农业，23 年 8 月双反取消落地后耕种面积难以
大幅扩大，故 10 月收割季释放的红利不够充分，预计 24H2 将迎来更多改善。从商品价格看，大麦现货全国均价 12
月底同比-23%，进口大麦均价同比-30%。从当前锁价进度看，青啤将在春节锁价、改善幅度尚不确定；重啤招标基本
完成（预计下降高个位数），华润预计大麦下跌双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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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23H2 大麦国内均价下行（元/吨）  图表24：23H2 大麦进口均价下行（元/吨）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图表25：2015-2023 年澳麦双反政策扰动进口结构  图表26：23 年纸箱价格维持低位（元/吨）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023 年 1 月）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2） 包材维持低位，驱动因素是需求疲弱、铝等大宗原料处于低位 

从商品价格看，当前现货铝同比-15%，广东、佛山易拉罐打包均价同比去年+14%、+9%、环比上月-1%、-2%；现货玻璃
同比去年+12%、环比上月持平；瓦楞纸价格同比-11%、环比上月-2%。 

包材大多是 1-2 个季度滚动采购，24 年青啤预计玻璃瓶价格持平左右（青啤 24 年将加大对经销商回瓶政策支持，回
瓶率提升有望降低综合成本），易拉罐、纸箱价格下降；重啤预计玻瓶上涨、铝材低个位数下降；华润预计包材压力不
大、维持低位。 

图表27：22 年打包易拉罐价格上涨（元/吨）  图表28：22 年宝钢包装二片罐单价上涨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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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23 年铝期货价保持低位（美元/吨）  图表30：23 年玻璃价格保持低位 

 

 

 

来源：w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024 年 1 月）  来源：if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数据截至 2024 年 1 月） 

3） 产品结构升级：吨成本发生变化 

重啤的高档吨成本是中档的 1.2x、低档的 1.5x，青岛品牌的吨成本是其他品牌的 1.2x，燕京中高档的吨成本是其他
的 1.5X。结构升级天然会导致吨成本自然提升。据测算，青岛品牌销量占比每提升 5pct，将会带来吨成本提升 1%；
燕京中高档占比每提升 2pct 将会带来吨成本提升 1.5%。 

图表31：青岛啤酒结构与吨成本的关系  图表32：燕京啤酒结构与吨成本的关系 

  
单吨成本 

（元） 

2022 销

量占比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青岛品牌 2713 55% 58% 60% 63% 

其他品牌 2202 45% 42% 40% 37% 

综合吨成本

（元） 
  2483 2498 2509 2524 

增幅     0.6% 1.0% 1.6% 
 

 
  

单吨成本 

（元） 

2022 销

量占比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燕京中高档 2940 37% 39% 41% 43% 

燕京其他 1420 63% 61% 59% 57% 

综合吨成本

（元） 
  1989 2019 2050 2080 

增幅     1.5% 3.1% 4.6% 
 

来源：青岛啤酒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燕京啤酒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4） 人工成本：关厂裁员、销量扩大将使吨生产成本降低 

从历史复盘看，青啤吨人工成本多年保持稳定，考虑青啤、华润销量维稳，预计未来吨人工成本将维稳。重啤受益于
规模效应明显下降（19-22 年单吨累计-17%、总人工成本持平），燕京未来有较大改善空间（幅度取决于裁员比例）。 

图表33：啤酒板块各公司吨人工成本下行（元/吨）  图表34：啤酒板块各公司裁员率差异较大 

 

 

 

来源：各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5） 折旧：取决于产能利用率 

青啤 16-22 年营业成本中的折旧费单吨累计-5%，预计未来几年也将维持相对稳定（更多是做相邻工厂的整合）； 重
啤 24Q2 佛山工厂将投产，预计将新增折旧摊销 5-6kw、运费节省 1kw（单吨成本将增加 12-15 元，增幅在 0.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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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5：啤酒板块各公司产能利用率提升  图表36：啤酒板块公司单吨折旧费对比（元/吨） 

 

 

 

来源：各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综合看，24 年预计大麦成本下降大个位数到小双位数，包材维稳（玻璃价格持平上涨但会通过回瓶率提升摊薄、纸箱
和易拉罐低个位数下降），折旧摊销维稳（重啤预计影响 0.5%左右），预计吨成本同比下降 1-2%（比如：青啤测算 24
年综合成本将减少 4e 多，对应单吨降幅约 2%）。考虑结构升级将带动吨成本上涨 1%左右，预计吨成本最终下降幅度
将在 1%左右，测算得青啤毛利率改善 2-3pct、华润改善约 1.5-2.5pct。 

图表37：青岛啤酒 2024 年毛利率敏感性测算  图表38：华润啤酒 2024 年毛利率敏感性测算 

初始毛利率 3 8.8% 吨价变动 

  毛利率变动 2.5% 3.0% 3 .5% 4 .0% 4.5% 

吨成本变动 

1.5% 0.6% 0.9% 1 .2% 1 .5% 1.8% 

0.5% 1.2% 1.5% 1 .8% 2 .1% 2.3% 

- 0.5% 1 .8% 2 .1% 2 .4% 2 .6% 2 .9% 

- 1.5% 2 .4% 2 .7% 3 .0% 3 .2% 3 .5% 

-2.5% 3.0% 3.3% 3 .5% 3 .8% 4.1% 
 

 
初始毛利率 4 1.0% 吨价变动 

  毛利率变动 1.5% 2.0% 2 .5% 3 .0% 3.5% 

吨成本变动 

2.0% 
-

0.3% 
0.0% 0 .3% 0 .6% 0.9% 

1.0% 0.3% 0.6% 0 .9% 1 .1% 1.4% 

0 .0% 0.9% 1 .2% 1 .4% 1 .7% 2 .0% 

- 1.0% 1.5% 1 .7% 2 .0% 2 .3% 2 .6% 

-2.0% 2.0% 2.3% 2 .6% 2 .9% 3.1%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2.2 卤制品：鸭副价格有望稳定在低位，预期绝味 24 年毛利率改善 2.9~4.3pct 

我们以卤味龙头绝味食品为例，其原材料采购占总成本 80%以上，鸭副类在原材料统采中占比大头，前五名合计占比
超 40%。其中鸭脖占比最高，2018-2021 年占统采金额比重均值约 15%，部分年份如 2020、2021 年占比提升至 20%+。
受疫情影响，餐饮方面鸭肉需求减少导致上游减产，而鸭副需求偏刚性，供不应求导致价格提升。以鸭脖为例，21Q1-
23Q1 持续上行，期间价格从 11.6 元/公斤上涨至 19.9 元/公斤，期间涨幅超 70%。23Q2-Q3 价格逐渐回落，目前稳定
在 10~11 元/公斤，但仍未恢复至 20 年同期水平（公司 2020 年采购内部均价为 9.9元/公斤）。 

图表39：绝味食品鸭脖占比统采成本均值为 17%  图表40：鸭脖价格自 23Q2 开始大幅下行 

 

 

 

来源：绝味食品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水禽行情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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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以来，鸭副采购价格上行导致卤制品板块毛利率持续承压，叠加运费计入成本略有 1-2pct 扰动，煌上煌、绝味
23 年前三季度毛利率较 19 年同期分别下降 9.7pct/8.9pct。尽管各项鸭副原材料价格自 23Q2 环比逐步下行，考虑到
存货因素，反馈至报表端需滞后 1 个季度，公司毛利率预计在 Q4 得到明显修复。同时，我们观察到绝味和煌上煌均
在 23Q3 加大了原材料囤货力度，预计 24Q1 各家毛利率延续改善趋势。 

图表41：19-23 年绝味食品、煌上煌毛利率持续下行  图表42：23Q3 绝味存货大幅增加（单位：亿元）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如何看待后续成本压力？ 

供给端：养殖周期短，投苗量恢复 

白羽肉鸭生产具有如下特点：①生产周期性强。祖代鸭苗或父母代鸭苗经过 18 周进入产蛋前期，在 25 周左右进入第
一个产蛋年（25-75 周），达到正常生产高峰。从祖代鸭苗起至商品代肉鸭出栏大约需要 14 个月，从父母代鸭苗起至
商品代肉鸭出栏大约需要 8-9 个月。②生产能力具有较大弹性。无论是祖代种鸭养殖户，还是父母代种鸭养殖户，都
可以通过人工强制换羽、延迟或提前淘汰来调整生产能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商品代转父母代提升蛋鸭供给，但因其
并非严格选育用以繁衍后代的种鸭，容易造成后代鸭苗存在成长较慢、肉料比效益低、存活能力较差等问题。 

上一轮去产能原因在于肉鸭价格下跌。20 年初父母代种鸭存栏达到峰值，随着 21 年猪肉产能恢复和疫情所致的鸭肉
消费减少，肉鸭价格迅速下跌，父母代养殖企业采用屠宰蛋鸭等方式调整产能，21 年存栏量大幅下降，较 19 年缺口
达 30%。但 21 年祖代种鸭存栏量同比提升 15%，达近十年高位 61.03 万套，预计父母代种鸭量可以得到一定修复。 

23 年上半年投苗量恢复，鸭苗价格明显回落。2023 年 2 月起父母代投苗量已有明显提升，商品代鸭苗产能恢复仍需
周期。据樱桃谷负责人，或受 23 年春节前毛鸭价格高增影响，春节后父母代鸭苗需求量大幅增长,投产旺季 4 月的父
母代鸭苗订购量已达供给饱和。按父母代周期推算，商品代鸭苗出栏量在 23Q4 得到提升，因此我们观察到 23H2 鸭苗
价格回落幅度较大。 

图表43：白羽肉鸭生产链全周期流程图 

 

来源：樱桃谷，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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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4：祖代在产白羽肉鸭存栏量 2021 年同比+14%  图表45：父母代在产白羽肉鸭存栏量 2020 年大幅减产 

 

 

 

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需求端：鸭肉消费与餐饮恢复联系较为紧密，社零餐饮数据整体呈现弱复苏态势，我们预计 24 年鸭肉需求有望随餐
饮持续恢复。通常农户为减轻养殖亏损，鸭肉价格下行时期，会提高需求偏刚性的鸭副价格。我们预计后续随着鸭肉
价格企稳回升，鸭副价格回落并稳定在低位。从替代品角度看，23 年猪肉、牛肉等替代品价格下跌，24 年预期产能
去化后价格提升，替代品鸭肉价格随之提升。 

通过复盘上一轮减产期相关指标的变化，我们发现主要原因在于养殖户亏损较多。我们的利润测算包含以下假设：1）
单只利润=毛鸭售价-鸭苗采购价-期间饲投入-水电人工等费用；2）毛鸭出栏重 6.5 斤；3）饲养投放的肉料比为 2.2，
即 6.5 斤毛鸭需要 14.3 斤饲料；4）水电、疫苗、药品假定耗费 1 元/只。 

例如，19 年 9 月鸭苗价格高至 8 元/羽，而毛鸭价格同期下降至 2.6 元/斤，导致 2020 年初养殖户亏损较为严重，同
年父母代在产白羽肉鸭存栏量年大幅减产，从而传导至后续鸭副价格攀升。23 年初养殖户扭亏为盈，而后鸭苗投放量
逐月攀升至 1000 万只/日。随着供给端产能跟上，毛鸭及鸭副等价格在 23 年 5 月开始下行。尽管测算养殖利润目前
略微亏损，但处于可接受范围内，随着春节餐饮需求量较大，价格有望动态调整回升。 

预期 24 年鸭苗价格平稳、饲料价格下行，上游养殖意愿充足且具备正循环，鸭副价格有望企稳在目前低位。 

图表46：23 年 5 月鸭苗价格高位回落  图表47：饲料（玉米、豆粕）价格 23 年底开始下行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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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8：23 年 4-5 月鸭苗投放量达到高位（单位：万

羽） 

 图表49：23 年养殖户利润较为可观，预期 24 年可延续

（单位：元/只） 

 

 

 

来源：Mysteel，国金证券研究所（注：12 月为种鸭淘汰期，具备季节性影响）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敏感性测算：结合上述判断，我们假定 24 年全年鸭副原材料价格稳定在近期低位水平，则鸭脖/鸭掌/鸭锁骨/鸭头/
鸭翅分别同比-35%/-7%/-7%/-12%/-11%，假定鸭副总体价格变动比例在 10%~20%，考虑到鸭副占比总成本约 30%，则
吨成本有望下降 3%~6%，假定吨价受消费力影响下行可能性较高，中性假设下公司主业毛利率有望恢复至 30%+，同比
+2.9~4.3pct。 

图表50：24 年绝味毛利率有望提升 2.9~4.3pct 

卤制食品销售 

成本变动 
价格变动 

-3% -2% -1% 0% 1% 

-6% 2.2% 2.9% 3.6% 4.3% 5.0% 

-5% 1.5% 2.2% 2.9% 3.6% 4.3% 

-4% 0.7% 1.5% 2.2% 2.9% 3.6% 

23E毛利率 -3% 0.0% 0.7% 1.5% 2.2% 2.9% 

27.80% -2% -0.7% 0.0% 0.7% 1.4% 2.1%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2.3 独立原材料：葵花籽、糖蜜新采购季扩产，预期洽洽/酵母 24年主业毛利率改善 2.5pct/1.5pct 

 洽洽食品 

公司核心原材料葵花籽、坚果分别占比成本为 47%/12%。葵花籽近年来价格涨幅明显，19-22 年全国均价从 3985 元/
吨上涨至 7581 元/吨，年均涨幅在 20%+。尽管公司期间曾小幅多次提价，21 年 10 月、22 年 8 月对瓜子品类部分产品
进行提价，提价幅度分别为 8%-18%和 3.8%，依旧无法完全抵消成本上涨压力，近年来毛利率持续下滑，23H1 葵花子
毛利率为 24.1%，同比-7.5pct，达到历史低位水平。 

图表51：洽洽食品原材料中葵花籽占比最高  图表52：葵花籽全国均价有所回落 

 

 

 

来源：洽洽食品公司公告， 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iFinD， 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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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端来看，葵花籽种植人力、肥料成本不断上升，17-21 年我国葵花籽种植面积由 1171 千公顷下降至 704 千公
顷，产量从 315 万吨下降至 215 万吨，供给端降幅约 32%，但消费量近年来基本稳定在 250 万吨左右，供不应求导致
瓜子价格攀升。 

自 23Q3 起，公司通过控制瓜子发货、降低原材料库存储备，毛利率得到明显恢复。23 年 10月起，葵花籽进入新一轮
采购周期，受益于葵花籽种植面积扩大，全国均价较 23 年高位下滑超 15%，23Q4 毛利率有望持续改善。由于公司原
材料通常集中在 10 月~次年 4 月进行采购，一般年前价格合适则增加战略库存储备，结合目前采购价我们预判 24 年
瓜子成本稳定在低位。 

图表53：19-22 年葵花籽产量、种植面积大幅下降  图表54：洽洽受原材料影响毛利率持续下行 

 

 

 

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洽洽食品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敏感性测算：结合上述判断，我们假定 24 年葵花籽成本与 23 年 10 月-24 年 1 月期间均价近似，同比 23 年降低约
5~10%，考虑到葵花籽占比总成本约 50%，则吨成本有望下降 3%~5%。假定吨价受产品结构扰动（红袋占比提升，蓝袋
占比下降）略有下降，中性假设下公司主业毛利率有望恢复至 31%左右，同比+2.2~3.6pct。 

图表55：24 年洽洽毛利率有望提升 2.2~3.6pct 

休闲食品 

成本变动 
价格变动 

-3% -2% -1% 0% 1% 

-5% 1.5% 2.2% 2.9% 3.6% 4.2% 

-4% 0.7% 1.5% 2.2% 2.9% 3.5% 

-3% 0.0% 0.7% 1.4% 2.1% 2.8% 

毛利率 -2% -0.7% 0.0% 0.7% 1.4% 2.1% 

28.50% -1% -1.5% -0.7% 0.0% 0.7% 1.4%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安琪酵母 

公司主要的原材料为糖蜜，占比总成本约 45%。早期糖蜜受上游甘蔗种植面积规律性波动，采购价每年涨跌幅双位数，
进而传导至公司报表端扰动毛利率。近年来，上游甘蔗种植面积趋于饱和同时进口受限；下游酒精、酵母扩产对糖蜜
需求增加。糖蜜价格 20 年开始逐年上涨，均价从 860 元/吨上涨至高峰期 1684 元/吨，同比涨幅接近翻倍。公司 20-
23 年也采取小幅提价方式应对，但毛利率仍受到挤压，23Q3 毛利率为 25%。 

供给端：国内糖蜜供给量逐年下行，海外糖蜜虽价格较低但因政策无法进口。国内糖蜜主要产地包括广西、云南等，
以甘蔗糖蜜为主。受国家粮食种植政策引导，20-22 年全国甘蔗播种面积从 1191 千公顷下降至 1102 千公顷，换算糖
蜜产量也从 250 万吨降至 200 万吨。除此之外，糖料作物亦受气候影响，如 22 年收获季雨水较少，单产明显下降。
近年来，随着甘蔗种植收益提升，种植面积逐步增加，23/24 榨季上游种植面积和单产均有改善，预计糖蜜产量恢复
19/20 年同期水平，同比增加 20%。 

需求端：糖蜜是制糖工业的副产物，因含有大量的发酵蔗糖，因而可以作为酵母、味精、有机酸等发酵物的底物或基
底。早些年酵母厂产能较低，对糖蜜的需求仅占比 30%，酒精/建筑建材等行业占比分别为 60%/10%。近年来随着安琪
产能逐步扩张至 30 万吨以上，单安琪一家公司每年对糖蜜的消耗量约 150 万吨，约占比总供给的一半。由于酵母产
能扩张速度快，且其对糖蜜需求偏刚性，上游议价权较强，近年来涨价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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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6：安琪酵母成本结构中糖蜜占比最高  图表57：糖蜜价格连续 3年维持高位上涨 

 

 

 

来源：安琪酵母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iF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58：安琪酵母毛利率逐年下行  图表59：糖蜜下游酵母需求占比提升 

 

 

 

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泛糖科技，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60：23/24 年度糖料种植面积预测值增加，糖蜜产量有望提升 22% 

指标 
2019/2020 年度 2020/2021 年度 2021/2022 年度 2022/2023 年度 2023/2024 年度 

甘蔗 甜菜 甘蔗 甜菜 甘蔗 甜菜 甘蔗 甜菜 甘蔗 甜菜 

糖料播种面积（千公顷） 1165 215 1191 262 1122 141 1102 182 1160 180 

单产（吨/公顷） 62.7 56.1 64.35 52.5 68.6 51 56.4 47 66.4 53.9 

糖料产量（万吨） 7305 1206 7664 1376 7697 719 6215 855 7702 970 

糖蜜产量（万吨） 241 60 253 69 254 36 205 43 254 49 

合计糖蜜产量（万吨） 301 322 290 248 303 

同比 -11.6% 6.7% -9.9% -14.5% 22.1% 

来源：中国糖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注：假定甘蔗/甜菜糖料产量：糖蜜产量换算比例分别为 3.3%/5%） 

 

为了缓解糖蜜供给紧张、价格攀升的现象，公司于 22 年开始规划 45 万吨水解糖项目，替代糖蜜单一原材料供给。水
解糖原料为碎米、玉米，原材料易得且价格波动较小，23 年随着大宗品成本下行及公司技术优化，水解糖生产成本可
做到略低于糖蜜高位价格。除了缓解原材料上涨压力外，更重要地水解糖有效缓解未来糖蜜产量不足压力，保证公司
产能建设按规划推进。  

敏感性测算：考虑到上游扩产且水解糖已发挥替代作用，我们假定 24 年糖蜜成本下降约 5%~10%，考虑到糖蜜占比总
成本约 40%，则吨成本有望下降 2%~4%。假定公司近年来海外提价，整体吨价呈现上升趋势，我们假定公司吨价变动
范围为-2%~2%。中性假设下公司主业毛利率有望恢复至 31.4%左右，同比+1.4~2.8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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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1：24 年安琪酵母毛利率有望提升 1.4~2.1pct 

酵母及其衍生品 

成本变动 
价格变动 

-2% -1% 0% 1% 2% 

-3% 0.7% 1.4% 2.1% 2.8% 3.5% 

-2% 0.0% 0.7% 1.4% 2.1% 2.8% 

-1% -0.7% 0.0% 0.7% 1.4% 2.1% 

毛利率 0% -1.4% -0.7% 0.0% 0.7% 1.4% 

29.20% 1% -2.2% -1.4% -0.7% 0.0% 0.7%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2.4 小结：成本改善视角偏短，需结合多因素综合看待 

我们将以上板块及个股成本改善幅度及成本占比做气泡图进行综合比较，其中横轴为核心原材料价格改善幅度，纵轴
为核心原材料占比，气泡大小为预计毛利率改善幅度，最终预期 24 年毛利率改善幅度排序为卤味（绝味）>洽洽>酵
母>啤酒。 

综合考虑到单一成本改善多为对 24 年业绩的一次性催化，且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扰动（如卤味无法锁价全年、洽洽和
酵母采购周期延至 4 月），我们建议结合行业需求改善、个股阿尔法、运营效率提升、估值安全边际等因素选择个股，
更具备中长期逻辑支撑。 

1）行业需求改善：消费仍处于弱复苏态势，叠加近年来消费降级、人口缩量等因素，行业需求从量的维度难以得到明
显改善，价的维度啤酒板块或有持续升级机会。 

2）个股阿尔法：如绝味具备投资项目并表红利，廖记有望延申第二曲线。酵母有望通过俄罗斯、埃及子公司产能释
放，加快出海速度，支撑收入双位数增长。 

3）运营效率提升：洽洽早期渠道集中于商超，23 年加快与零食量贩、会员商超等新渠道合作力度，有望提升总资产
周转率。同时原材料采购、工厂智能化、费用精准投放等方面均有净利率提升空间。 

4）估值安全边际：目前食品饮料板块估值全面回落，大部分公司对应 24 年仅 15x，匹配利润端增速在 1 倍 PEG合理
范围内。 

图表62：大众品成本改善影响对比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气泡大小为预期毛利率改善幅度） 

 

三、投资建议与估值 

 啤酒板块 

供给端升级+提效共识不变，中高端大单品本身符合“消费降级”的趋势（高性价比、更好的原料包装&体验），5-12元
升级韧劲强，中低端主动整合，啤酒业绩仍有较强确定性。Q4 大概率减亏，12 月各家主动放慢节奏、蓄力来年，关
注 1-2 月高基数下的超跌机会。青啤 23 年 1 月-3%、2 月+18%，1-2月+5%，24年存在春节错期影响，预计 1 月表现平
稳（青啤山东在 12 月-25%背景下，1 月+8%）；重啤、百威 1 月低基数下预计正增长，推荐青啤（24 年港股 11X/A 股
19X）、华润（15X），24 年 PEG 已回落至 1X 左右；关注重啤（20X）、燕京（2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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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3：啤酒重点公司盈利预测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股价截至 2024 年 1 月 30 日) 

 洽洽食品 

23Q4 公司面临春节错峰高基数压力，瓜子和坚果收入增长承压。瓜子结构中，蓝袋下滑更多、红袋表现稳健、毛嗑、
葵珍具备增长。Q4 已投入低价葵花籽原料进行生产，预期净利率环比改善。12 月正式开启春节备货，1 月进入备货旺
季，坚果礼盒装产品动销较快，瓜子和坚果均有增长，预期 24 年春节备货同比增长 15%。 

24 年预计收入目标增速落在 10%~15%，拆分瓜子高个位数增长，坚果 20%+增长。我们认为实现概率较大，一方面客观
因素连续 2 个春节备货均落在 24 年进行，低基数下收入有望恢复双位数增长。另一方面，公司持续推进下沉市场精
耕、拓展百万终端，坚果目前覆盖网点数量约为瓜子一半，预期瓜子和坚果均有铺货空间改善。产品方面，公司推出
葵珍、毛嗑等子品牌，满足不同价位带的消费需求。我们认为短期消费降级背景下，行业面临去“品牌化”冲击，公
司价增逻辑受阻，但量增仍具备较大空间。 

我们预计 24-25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0.6/12.3 亿元，同比+31%/16%，对应 PE 分别为 15x/13x。 

 安琪酵母 

23Q4 冲刺全年任务目标，尽管 10-11 月未完成月度预算，但 12 月加大出货力度，经销商库存亦有提升，国内外增速
均维持 20%+。分产品来看，12 月烘焙酵母同比+30%，衍生品业务+10%以上，收入增长质量具备支撑。成本端，广西
甘蔗糖蜜价格约在 1400~1500 元/吨之间，海外埃及甜菜糖蜜价格 1000 元/吨，俄罗斯糖蜜价格 300 元/吨，预期综合
采购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 10%。 

“十四五”规划持续推进，24 年收入维持双位数增长。主要增量来自，1）海外埃及、俄罗斯子公司 Q1-Q2 具备新产
能投放，分别计划 2/1 万吨酵母产能。叠加海外原材料价格下降（尤其是埃及，糖蜜成本至少下降 30%），采购成本和
运输成本可大幅节约，目前海外需求确定性较强，预计 24 年仍有 20%+收入增长。2）国内主要集中在 YE 产能释放，
云南普洱、德宏约有 1.5/1 万吨 YE 可以投产。23 年整体看来衍生品增速好于烘焙酵母，预期人口总量承压背景下延
续此趋势，衍生品扩产有助于公司结构升级、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预期 24 年国内收入增速约 10%。 

我们预计 24-25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6.5/19.9 亿元，同比+24%/19%，对应 PE 分别为 17x/14x。 

 绝味食品 

23Q4 进入销售淡季，公司在抖音平台推出 9.9 消费券进行引流，单店收入同比小个位数增长。23 年全年新增门店数
量落在 1300 家以上，预计 Q4 总收入增速落在 10%左右。成本端，各类鸭副价格恢复并稳定在历史正常水平，23Q4卤
制食品毛利率恢复至 30%+，但促销活动力度较大，预计销售费率略有提升，净利润预期较 Q3 环比提升。 

按照股权激励指引，以 21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4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39%，考虑到 23 年未完成 18%的增长目标，
因此我们预计 24 年收入增速目标落在 15%~20%之间。其中门店数量仍以每年 1000~1500 家净增量为目标扩张，同比
预计实现 6%~8%增长，单店收入预计随着新增门店逐步爬坡具备低个位数增长，主业预计增长 8%~10%。另外廖记在西
南地区持续巩固，预期 24H1 门店数量增至 1000 家，考虑到廖记模型单日营收高于绝味鸭脖门店，若能实现并表，预
计增厚收入约 5 亿元。 

我们预计 24-25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8.9/10.5 亿元，同比+59%/19%，对应 PE 分别为 15x/13x。 

图表64：食品重点公司盈利预测 

公司 
收入（亿元） 收入 YOY 归母净利润（亿元） 归母净利润 YOY PE 

23E 24E 25E 23E 24E 25E 23E 24E 25E 23E 24E 25E 24E 25E 

安琪酵母 141.91 160.44 182.80 10% 13% 14% 13.51 16.75 19.91 2% 24% 19% 17 14 

洽洽食品 69.64 79.48 88.02 1% 14% 11% 8.07 10.56 12.29 -17% 31% 16% 15 13 

绝味食品 73.01 84.08 95.10 10% 15% 13% 5.58 8.86 10.54 140% 59% 19% 15 13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股价截至 2024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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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提示 

1、原材料降幅不及预期风险：若原材料价格下降幅度不及预期，将影响企业利润改善幅度。 

2、行业竞争加剧风险：行业竞争加剧有可能引发价格战，对企业收入和毛利率均造成冲击。 

3、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问题会对公司、行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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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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