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零售交易量环比增长11.7%

猪肉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本报记者 潘宇静

2020年1月8日，农业农村部就2019年12月份生猪生产形势举行新闻发布会。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春节前肥猪上市供应量大幅增加，一些养猪场户前期压栏的肥猪开始集中出栏上市。 从消费监测数据看，12月份集贸市场猪肉零售交易量环比增长11.7%。 供应增速高于消费需求增速，猪肉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产能持续恢复

于康震表示，在各项政策措施和市场行情的带动下，养殖场户增养补栏信心不断增强，全国生猪产能继续保持恢复向好势头。

一是基础产能持续恢复。 2019年12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2 .2%，连续 3个月环比增长，比9月份增长了7 .0%。 这显示出全国生猪基础产能回升势头逐步稳固。 12月份猪饲料产量环比增长2%，连续4个月增长；其中，母猪饲料大幅增长 10%。 全国生猪基础产能在积极恢复。

二是规模猪场产能恢复更快。 据监测，12月份全国年出栏5000头以上规模猪场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分别增长2.7%和3.4%，均连续4个月增长。 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是生猪出栏量显著增加。 据监测，2019年8月-11月份生猪出栏环比持续下降，12月份止降回升，环比大幅增长14.1%，有效缓解了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

四是前期生产恢复较早的东北、西北和黄淮海地区生猪产能进一步释放。 12月份，内蒙古、黑龙江、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等省份生猪出栏环比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9年12月份生猪生产恢复形势继续向好，为2020年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于康震说，“刚刚过去的12月份，生猪出栏比11月份增长了14.1%。 这与8月-11月份生猪出栏持续下降的情况完全不同。 从消费监测数据看，12月份集贸市场猪肉零售交易量环比增长了11.7%。 供应增速高于消费需求增速，猪肉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

收入大幅增长

于康震说：“目前，全国还有云南省1起疫情尚没有解除封锁。 ”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从2018年8月3日我国确诊发生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全国共报告发生162起非洲猪瘟疫情，共扑杀近120万头染疫生猪。 其中，2019年，全国报告共发生了63起非洲猪瘟疫情，共扑杀生猪39万头。 除4月份外，其他11个月的疫情发生数都保持在个位数。

近期生猪生产企业密集发布经营数据。 新希望2020年1月8日发布的最新销售简报显示，2019年12月公司销售生猪40.84万头，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54%；收入为15.23亿元，环比增长5%，同比增长282%；商品肥猪销售均价31.92元/公斤，环比增长0.25%，同比增长135%。

根据公告，2019年12月份，天康生物销售生猪收入2.64亿元，环比增长44.26%，同比增长214.29%；正邦科技销售收入18.54亿元，环比增长77.62%，同比增长114.38%；金新农生猪销售收入环比增长44.69%，同比增长631.20%。

东吴证券认为，此轮周期产能深度去化，龙头企业将凭借防疫、成本、资金、土地、人才储备等多元优势实现快速扩张，成长动力充沛。

禽肉企业扩产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在发布会上提到，2019年以来，牛羊、家禽养殖的效益都较好，养殖场户生产积极性非常高。 牛羊肉、禽肉、鸡蛋和牛奶生产全面增长。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19年全年肉鸡出栏同比增长13.2%，禽肉产量增幅在15%以上，增产约300万吨，这为历年少有。 牛羊肉产量约增长3%左右，鸡蛋产量增长5.7%，牛奶产量增长5.7%，增幅都显著高于近5年来的平均水平。

多家禽产业龙头近期表示了扩产的意愿。 2019年12月底，双汇发展公告，公司拟与西华县政府签署投资协议，建设肉鸡农业产业化项目，预计总投资约16.5亿元。 益生股份公告，公司与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就共同建设“黑龙江年出栏-屠宰加工200万头生猪农业产业化生态循环项目种猪端项目”达成合作意向，项目投资估算总额约13.6亿元。 另外，公司与东营市河口区政府，就公司拟在东营市河口区投建种畜禽生产-种养加结合生态农林场项目达成合作意向，项目设计目标产能为年产鸡肉及其产品20万吨，项目预算总投资11.92亿元。

“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既可一定程度上填补猪肉供应缺口，又能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 ，改善膳食结构。 ”杨振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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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收缩与需求回暖共振

LCD产业景气拐点将至

□本报记者 吴科任

A股面板厂商再次迎来股价集体上涨。 1月

8日， 京东方A、TCL集团、 深天马A三大国内

LCD巨头股价分别收涨5.98%、3.28%和0.65%。

其中，京东方A盘中一度大涨9.62%，单日成交

额再破百亿元；而TCL集团、深天马A当日盘中

最高分别上涨8.10%、5.73%。

分析人士表示， 在减产带来产能收缩以及

需求回暖两大因素的共振下，LCD产业景气度

拐点临至。 群智咨询预计，2020年1月主流LCD

尺寸面板价格将全面上涨。

厂商减产

根据媒体1月7日消息，韩国面板制造商LG�

Display的CEO在CES展会期间表示，由于LCD

价格下跌， 以及全球供应过剩风险，LG� Dis-

play将于2020年底停止韩国国内LCD电视面板

的生产。

方正证券面板领域分析师陶胤至表示，

LGD减产情况符合预期。 根据产业链跟踪情况，

目前LGD韩国本土产线P7 （G7.5）、P8（G8.5）

已主要转做IT类产品。 根据自建模型测算，P7、

P8累计占LGD的LCD总产能70.6%。 截至2019

年末，LGD的LCD面板占全球大尺寸面板产能

15.6%，即P7、P8对应全球大尺寸面板产能11%。

陶胤至分析认为，LGD “停止韩国国内

LCD电视面板生产”属于内部产品结构性调整，

但有望持续改善电视面板价格。从目前情况看，

全球电视、IT类（显示器、笔电、平板）、手机面

板出货面积占比分别约为75%、20%和5%。

陶胤至称， 短期LGD将主要LCD产能调至

IT类面板，IT类面板产能存在过剩风险。相应产

品的成本压力会进一步转移至具备较多5/6代

线的中国台湾地区厂商。根据测算，目前中国台

湾地区厂商5/6代线年化产能约36百万平方米，

约占全球产能的15%。 整体看，仍具备较大可替

代空间。 目前电视面板供需出现结构性的持续

改善，利好相关国产面板供应厂商。

此外，2019年三季度三星SDC已关闭部分

G8.5产线。 日本松下也在2019年宣布退出液晶

面板业务，其将于2021年终止生产LCD面板。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2月下旬，群智咨询

TV研究总监张虹在媒体交流会上表示，2020

年，SDC和LGD将继续减少液晶电视面板产量。

其中，液晶电视面板供应面积预计将减少35%；

三星计划继续关闭8.5代线， 预计其液晶电视面

板供应面积将减少28%左右。

在海外厂商减产的背景下， 国内LCD厂商

的投资趋于谨慎。 京东方董事长陈炎顺稍早前

表态，未来将停止对LCD产线的投资。

价格上涨

自2017年第二季度电视面板价格到达周期

高位以后，至今连续下跌近10个季度，且2019年

一季度部分主流TV面板价格已经跌破部分厂

商的现金成本，LCD产业遭遇最强“寒冬” 。 但

受减产、新增产能有限、需求回暖等因素共同作

用，LCD厂商的“苦日子”或在今年划上句号。

群智咨询最新观点认为， 在2019年末促销

和终端市场季节性备货的带动下，2019年年底

面板及整机厂商库存皆回归健康水位。 部分面

板厂的稼动率有所恢复。 预计2020年一季度的

整体供应规模同比和环比持续下降。 2019年12

月部分面板均价小幅反弹，预计今年1月主流尺

寸面板价格将全面上涨。

张虹预计，此轮液晶电视价格反弹持续时间

不长，价格涨幅在20%以内，上涨时间可维持到

今年二季度。 至于二季度以后的价格走势，群智

咨询总经理李亚琴认为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今

年新增的高世代线产能爬坡和释放情况；二是看

2020年东京奥运会推动彩电市场销售的情况。

中信证券电子组分析师胡叶倩雯表示：“目

前面板行业仍处于底部，今年会缓慢复苏。现在

库存比较低，春节后可能涨价。但供需情况还需

要持续观察， 今年下半年几条线开出来后需动

态观察市场格局。 ”

一位专注于面板领域的卖方人士认为，“现

在质疑面板价格上涨的可持续性。 而供需错配

可能带来价格大幅度上涨。 ”

群智咨询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大陆

TFT-LCD面板的全球产能将占据半壁江山至

57%，较2019年提高8.3个百分点；对应韩系厂商

的产能占比将从2019年的20.5%缩减至12.7%。

板块逆势飘红

军工行业迎来基本面政策面双驱动

□本报记者 周文天

1月8日，A股国防军工板块逆势飘红。 截至

收盘，中国应急、中兵红箭、中船科技、中船防

务、长城军工等7公司涨停，中国动力、中国海

防、中国船舶、中国重工等多只“中字头” 军工

股小幅上涨。

局部地缘冲突或对军工板块行情产生刺激

性影响。更重要的是，2020年国防科技工业工作

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提出“要紧扣国防和军队

建设第一阶段目标任务”“形成一流的国防科

研生产能力” 。 这为国防科研生产指明了方向。

根据相关券商研报， 军工行业有望步入基本面

驱动和政策驱动的共振阶段， 看好军工板块投

资价值。

明确七大任务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未来不排除冲突进一

步升级或造成小规模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超预

期事件短期内或对军工板块行情产生刺激性影

响。 但这不是投资军工板块的中长逻辑。

根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网站消息，1月2

日至4日，2020年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 会议强调，国际形势、国家安全、科技革

命、 军事变革等深刻影响着国防科技工业改革

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国家安全和国防建

设的脊梁，国防科技工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任务艰巨。维护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支撑世界

一流军队建设，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加

快建设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 要紧扣国防和军

队建设第一阶段目标任务， 以重大专项重大工

程为牵引，厚基础、补短板、抓改革、促融合、强

体系，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形成一流的国防科

研生产能力。

会议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思路和

2020年的工作重点， 强调要以建设中国特色先

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为目标， 落实强国强军战

略部署，践行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统

筹目标、规划、布局，聚焦问题清单，补齐关键短

板，抢占科技高点，优化能力布局，提升供给水

平，完善治理体系。

会议明确提出七大任务： 一是全力确保军

工核心能力体系效能型建设推进； 二是集中打

好自主可控攻坚战； 三是加快实施重大专项重

大工程；四是精心编制“十四五” 规划和中长期

发展战略； 五是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六是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七是坚持不懈

筑牢军工安全防线。

改革不断推进

航空工业集团的国有资本改革试点不断推

进。近期中航飞机、中航机电等资产重组方案推

出，标志着改革向纵深发展。

有分析师指出，军工“改革再出发” 值得关

注。 随着政策加大力度支持、人事调整到位，资

产注入新路径的示范效应将逐步显现。 建议重

点关注 “主业有支撑、 注入空间大、 经营可改

善”的军工央企上市公司。

中航科工2019年12月27日公告称，中航光

电拟向 118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3149.34万股， 约占中航光电总股本10.7亿股的

2.9429%。中航重机2019年12月31日公告称，拟

开展长期股权激励计划， 第一期激励计划拟向

激励对象授予777.00万股限制性股票， 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0.8323%。

中泰证券认为，上述公司开展激励计划，绑

定公司与员工利益，经营活力有望充分激发，实

现业绩增长，助力长期发展目标顺利实现。 国企

改革深入推进， 激励计划作为改革的重要手段

之一，有望在军工板块加速开展。

关于整个军工行业的投资，中泰证券建议

中长期从两个层面布局。 从成长层面看，海空

新装备列装提速等因素， 驱动军工行业订单

集中释放， 为军工企业业绩提升带来较大弹

性。 从改革层面看，过去两年军工改革处在规

划、试点阶段。 随着改革进入纵深，未来有望在

资产证券化、军工混改和军民融合等方面继续

突破。 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将充分助力行业

发展。

华泰证券发布研报称， 强大军事实力是国

家安全的重要保证和坚强后盾， 外部地缘不稳

定有望加速推进军工改革和装备建设。

军品价格改革、 许可目录放开等重大行业

改革和国企改革有望提升行业效率， 改善行业

盈利能力。 随着军改完成，军队装备采购正在加

快， 军工电子和军工新材料已经步入持续增长

周期。 军工行业有望步入基本面驱动和政策驱

动共振阶段，看好军工行业投资价值。

□本报记者 潘宇静

产能持续恢复

于康震表示， 在各项政策措施和市场行情

的带动下，养殖场户增养补栏信心不断增强，全

国生猪产能继续保持恢复向好势头。

一是基础产能持续恢复。 2019年12月份全

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2.2%， 连续3个月环

比增长，比9月份增长了7.0%。 这显示出全国生

猪基础产能回升势头逐步稳固。 12月份猪饲料

产量环比增长2%，连续4个月增长；其中，母猪

饲料大幅增长10%。 全国生猪基础产能在积极

恢复。

二是规模猪场产能恢复更快。据监测，12月

份全国年出栏5000头以上规模猪场生猪和能繁

母猪存栏环比分别增长2.7%和3.4%， 均连续4

个月增长。 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幅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三是生猪出栏量显著增加。据监测，2019年

8月-11月份生猪出栏环比持续下降，12月份止

降回升，环比大幅增长14.1%，有效缓解了猪肉

供应紧张的局面。

四是前期生产恢复较早的东北、 西北和黄

淮海地区生猪产能进一步释放。 12月份， 内蒙

古、黑龙江、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等省份生猪

出栏环比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9年12月份生猪生产恢复形势继续向

好， 为2020年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奠定了坚实基

础。 ” 于康震说，“刚刚过去的12月份，生猪出栏

比11月份增长了14.1%。 这与8月-11月份生猪

出栏持续下降的情况完全不同。 从消费监测数

据看，12月份集贸市场猪肉零售交易量环比增

长了11.7%。 供应增速高于消费需求增速，猪肉

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

收入大幅增长

于康震说：“目前， 全国还有云南省1起疫

情尚没有解除封锁。 ”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 从2018年8月3日

我国确诊发生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 全国

共报告发生162起非洲猪瘟疫情， 共扑杀近120

万头染疫生猪。 其中，2019年，全国报告共发生

了63起非洲猪瘟疫情，共扑杀生猪39万头。 除4

月份外， 其他11个月的疫情发生数都保持在个

位数。

近期生猪生产企业密集发布经营数据。 新

希望2020年1月8日发布的最新销售简报显示，

2019年12月公司销售生猪40.84万头，环比增长

2%，同比增长54%；收入为15.23亿元，环比增长

5%，同比增长282%；商品肥猪销售均价31.92元

/公斤，环比增长0.25%，同比增长135%。

根据公告，2019年12月份，天康生物销售生

猪收入2.64亿元， 环比增长44.26%， 同比增长

214.29%；正邦科技销售收入18.54亿元，环比增

长77.62%，同比增长114.38%；金新农生猪销售

收入环比增长44.69%，同比增长631.20%。

东吴证券认为，此轮周期产能深度去化，龙

头企业将凭借防疫、成本、资金、土地、人才储备

等多元优势实现快速扩张，成长动力充沛。

禽肉企业扩产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在发布

会上提到，2019年以来，牛羊、家禽养殖的效益

都较好，养殖场户生产积极性非常高。 牛羊肉、

禽肉、鸡蛋和牛奶生产全面增长。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19年全年肉鸡出栏

同比增长13.2%， 禽肉产量增幅在15%以上，增

产约300万吨，这为历年少有。 牛羊肉产量约增

长3%左右，鸡蛋产量增长5.7%，牛奶产量增长

5.7%，增幅都显著高于近5年来的平均水平。

多家禽产业龙头近期表示了扩产的意愿。

2019年12月底，双汇发展公告，公司拟与西华县

政府签署投资协议，建设肉鸡农业产业化项目，

预计总投资约16.5亿元。 益生股份公告，公司与

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就共同建设“黑龙江年出

栏-屠宰加工200万头生猪农业产业化生态循

环项目种猪端项目”达成合作意向，项目投资估

算总额约13.6亿元。 另外，公司与东营市河口区

政府， 就公司拟在东营市河口区投建种畜禽生

产-种养加结合生态农林场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项目设计目标产能为年产鸡肉及其产品20万

吨，项目预算总投资11.92亿元。

“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既可一

定程度上填补猪肉供应缺口， 又能丰富老百姓

的‘菜篮子’ ，改善膳食结构。 ”杨振海说。

2019年12月零售交易量环比增长11.7%

猪肉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 2020年1月8日，农

业农村部就2019年12月

份生猪生产形势举行新

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于康震表示，春节前

肥猪上市供应量大幅增

加，一些养猪场户前期压

栏的肥猪开始集中出栏

上市。 从消费监测数据

看，12月份集贸市场猪肉

零售交易量环比增长

11.7%。供应增速高于消

费需求增速，猪肉供需矛

盾有所缓解。

‘

’

上市公司扎堆披露

与特斯拉合作

□本报记者 潘宇静

1月8日， 特斯拉概念股再掀涨停潮，奥

特佳、北特科技、常铝股份、天汽模、新金路、

东睦股份、万向钱潮、科林电器等公司继续

冲高。 当晚，多家公司扎堆披露其在特斯拉

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 其中，旭升股份表示，

特斯拉为公司第一大客户。截至2019年半年

度，公司对特斯拉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52.09%。

合作情况不一

旭升股份近三个交易日录得两个涨

停板。 公司公告称，近期关注到相关媒体

关于 “国产特斯拉Model� 3社会车交付，

Model� Y车型将国产”“特斯拉概念炒作

火热” 等报道。 截至目前，特斯拉为公司

第一大客户，截至2019年半年度，公司对

特斯拉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为52.09%。 经自查，公司目前与特斯拉合

作一切正常。

科林电气和模塑科技同样录得两个涨停

板。 科林电气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 截至目

前，公司仅向特斯拉汽车（北京）有限公司供

应充电桩缴费配套硬件产品，合同额26.60万

元，软件产品合同额24.58万元，两项合计总

金额仅为51.1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营业收入的0.0419%。 合同金额极小，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低， 且近期未

收到特斯拉订单。

模塑科技则表示，2019年6月特斯拉将

Model� Y车型在北美市场的前后保险杠和

门槛项目定点给模塑科技全资孙公司墨西哥

名华MingHua� de� Mexico,S.A. � DE� C.

V.，具体实际订单根据市场需求来定，项目周

期从2020年开始五年时间。

均胜电子表示， 目前公司为特斯拉供

应安全带、 安全气囊和方向盘等汽车安全

类产品、HMI产品及相关传感器，2019年

与特斯拉的相关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预计

不超过20亿元， 占公司整体营收比例较

小。永利股份称，特斯拉是公司汽车模塑客

户之一。

有的公司表示， 目前与特斯拉合作规模

未达到披露标准。亚玛顿提示风险称，公司近

年来已成为特斯拉公司的合格供应商，2019

年开始逐步放量向其提供太阳能瓦片玻璃

等，但目前双方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公司日

常经营重大合同标准。同时，公司为特斯拉公

司太阳能屋顶项目供应商， 未涉及与特斯拉

上海工厂Model� 3、Model� Y等新能源汽车

领域的相关合作。

供应链空间较大

1月7日，首批国产特斯拉Model� 3正式

向社会车主交付；同日，国产Model� Y项目

启动。 这距离特斯拉上海工厂开建刚过去一

年时间。 而国产Model� 3的售价从最初的

35.58万元/辆降至29.905万元/辆。 随着特斯

拉的市值持续冲高，A股新能源汽车板块和

特斯拉概念股随之大涨。

天风证券研报显示，特斯拉Model� 3国

产供应链可拆为11个板块，包括遮阳板供应

商岱美股份、安全气囊供应商均胜电子、底盘

结构件供应商拓普集团和文灿股份、 副车架

供应商拓普集团、车载镜头供应商联创电子、

顶棚供应商拓普集团、 铝外饰件供应商旭升

股份和宁波华翔、 中控屏模组供应商长信科

技、高压继电器供应商宏发股份、动力系统壳

体供应商旭升股份等。

而特斯拉Model� 3电池部分可分三块，

热管理组件的供应商为三花智控、电池壳体

的供应商为科达利和凌云股份。 电芯部分则

采用松下或者LG集团产品。 其中，松下电池

国产化供应链上的企业有电解液供应商新

宙邦、电池隔膜供应商恩捷股份、正极材料

供应商芳源环保；LG集团电池国产化供应

链上的企业有电解液供应商新宙邦和天赐

材料、 电池隔膜供应商恩捷股份和星源材

质、正极材料供应商为当升科技和杉杉股份

及荣百科技。

国信证券指出，2020年特斯拉产业链迎

历史性机遇。占据全球汽车销量三分之一、全

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二分之一的中国市场增长

潜力巨大。 特斯拉是2018年外资股比放开后

首个在中国独资建立工厂的汽车企业， 其上

海超级工厂不到一年时间完成建设，2020年

起国产版Model� 3车型正式对外交付，价格

直接下探到30万元/辆以下区间，市场竞争力

充足。 上海工厂一期产能规划25万辆，后续

或随市场销售情况继续翻倍， 叠加零部件国

产化率提升， 有望带动国内特斯拉相关供应

商出货量提升。

中信证券指出，特斯拉产品竞争力强，

供应链空间大、 示范效应强。 国产Model�

Y项目顺利启动， 国产Model� 3降价超预

期，上海工厂爬产进度、交付进度超预期

等利好持续催化，推荐持续关注特斯拉供

应链。

万和证券建议从几大方向布局： 进入国

际大型车企的材料供应商；随着车型升级，高

端零部件厂商有望充分受益； 产业链将回归

到汽车下游整车厂商占据主导的格局， 下游

整车厂的议价能力会进一步提升。 汽车板块

部分优质公司的估值已经足够低， 安全边际

明显， 相较于产业链内估值很高的板块体现

出较好的配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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