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上市公司火线转产

防护用品生产企业扩容

□本报记者 康书伟

� 除了从事医疗器械、 防护产品的企业加班

加点生产或紧急扩产以外， 一批原先不生产防

护产品的上市公司火线上马相关生产线。 业内

人士表示，从相关上市公司的表态看，转产更多

是为了疫情应急需要， 并不会成为相关上市公

司的主业，对业绩的影响有限。

部分公司忙转产

当前，口罩、防护服等医用防护产品紧缺，

中国石化、工业富联、红豆股份、华纺股份等非

医疗行业上市公司火线转产口罩、隔离衣等疫

情防护产品。

2月7日，报喜鸟表示，公司控股的上海宝

鸟服饰有限公司受上海经信委委托，紧急在上

海松江区工厂成立隔离衣生产线，助力抗击疫

情。家纺企业华纺股份同日在投资者关系平台

上表示，按照滨州市政府关于做好当前疫情防

控工作的部署要求，公司临时转产部分产能生

产民用口罩。 现正在紧张生产中，日产量已达

2万只。

此前，已有多家公司转产防护用品。 富士

康透露，旗下的A股上市公司工业富联龙华园

区首次导入口罩生产线， 并于2月5日顺利实

现试产。 目前正在申请产品资质认证，相关产

能预计在2月底可达到日产200万只， 最大限

度满足集团员工防疫需求，并将视情况对外支

援输出。中国石化则是受国务院国资委委托生

产口罩。

服装生产企业红豆股份将转产防护服。公

司表示，将在取得《江苏省紧急医用物资防护

服、口罩应急生产使用备案批件》后，生产医

用一次性防护服。

此外，青松股份日前公告，公司控股子

公司诺斯贝尔为解决医用口罩供应严重不

足问题，采购了医用口罩生产设备共5台，每

台设备的医用口罩生产能力为每日4万只。

目前已有1台设备安装调试完毕， 可正常生

产医用口罩。 而青松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诺

斯贝尔此前都未曾从事过医用口罩生产的

经营活动。

生产资质审核加快

由于口罩生产技术门槛较低，相关企业

转产难度不大。 “公司有现成的车间，下一

步改造成符合要求的无菌车间。 购置两条口

罩生产线，每日能生产5万只口罩，初步测算

投入在1000万元左右。 ” 一家意欲转产口罩

的家纺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华西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从整体来看，

医用口罩生产技术壁垒不高，主要瓶颈在于

医用资质和原材料供应。 口罩的自动生产线

采用成卷的无纺布， 自动切割成口罩的外

形，叠压后焊接耳带，经过消毒等程序包装

成品，全过程均为全自动化。 医用外科口罩

需要的原材料包括无纺布、熔喷布、滤材、环

氧乙烷灭菌、纸塑包装材料、耳带等，原材料

准时供应和人员到位是决定目前产能恢复

率的重要因素。

上述企业人士表示，从目前情况看，医用口

罩生产门槛略高， 其核心在于资质。 在特殊时

期， 医用口罩生产资质的审核可能较平时会有

所提速。 从上市公司公开信息可以看到，相关公

司快速拿到了口罩生产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以阳普医疗为例， 公司日前公告称，子

公司阳普医疗（湖南）有限公司（简称“湖

南阳普” ）2月4日收到了由湖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医用外科口罩 《医疗器械注

册证》， 具备向医疗机构供应N95级医用外

科口罩的资质。 值得注意的是，该产品为应

急审批注册，有效期8个月。 此外，湖南阳普

的另一产品———医用防护口罩应急注册工

作仍在进行中。

业绩影响不大

口罩概念股股价近期飞涨。相关上市公司

纷纷表示， 生产口罩仅为支持疫情防控需要，

并不会改变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对公司产生

较大影响。

红豆股份表示，生产防护服的业务主要为

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支持政府疫情防控工

作，努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并不以取得盈

利为主要目的。 生产产品将服从政府统一调

拨，不对外进行销售。

从财务数据看，防护服对公司收入贡献极

为有限。 公司预计，量产后的医用一次性防护

服产能约为6万件/月， 涉及的销售收入约为

1200万元/月， 相较于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

24.83亿元占比较小， 且不以取得盈利为主要

目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青松股份表示， 诺斯贝尔全力保障医

用口罩、卫生湿巾、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

的供应， 预计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构成

重大影响。工业富联表示，优先用于富士康

科技集团近百万员工内部生产防疫保障。

鉴于使用安排和用途， 预计对公司业绩影

响较小。

第二轮药品集采最大降幅逾97%

医药产业将呈强者愈强格局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傅苏颖

1月17日，备受市场关注的第二轮药品带量采购正式开始谈判。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从目前情况看，科伦药业、恒瑞医药以及石药集团成为此轮带量采购的赢家。 其中，科伦药业中标5个品种，恒瑞医药和石药集团均中标4个品种。 从降价幅度看，克林霉素降价幅度最大，最大降幅达97.33%。

随着第二轮带量采购的推进，医药板块分化随之加剧。 华东医药17日盘中快速下跌并以跌停收盘。 业内人士认为，药品行业处于大的转型期，行业分化加剧，将呈现强者愈强的格局。

规则有所变化

第二轮药品带量采购于2019年12月29日启动。 此次全国集采目录共涉及33个品种。 其中，32个为口服制剂，1个是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涉及市场规模约90亿元。

2020年1月17日，第二轮带量采购正式谈判。 中午时分，会议现场公布了拟中选企业名单。

从谈判结果看，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科伦药业、恒瑞医药以及石药集团成为赢家。 其中，科伦药业中标5个品种，恒瑞医药和石药集团均中标4个品种。

根据某券商的测算，从药品降价幅度看，克林霉素降价幅度最大。 其中，人福药业以0.11元/粒报出最低价，降幅达97.33%。 而科伦药业、复星医药中标的该品种价格降幅均超过90%。

阿卡波糖成为此轮集采备受关注的品种之一。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在此轮集采中，阿卡波糖的竞标企业包括华东医药旗下子公司中美华东、绿叶制药以及拜耳。 三家公司的报价分别是13.96元，9.6元和5.42元，规格都是50mg/30片。 拜耳的报价折算成单片价格为0.1807元，比规定的最高有效申报价0.8353元低了近80%。

作为此轮集采唯一的注射剂，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同样备受关注。 目前已有3家公司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分别为江苏恒瑞、石药集团和齐鲁制药。 该品种原研企业新基医药也参与了报价。 齐鲁制药在此前的带量采购中收获了吉非替尼等5个品种，但此次似乎调整了报价策略。 齐鲁制药对注射用紫杉醇给出了最高报价，因而无缘中标；另外两个品种也不是以第一顺位入选。

业内人士分析，相比第一批带量采购，此次的规则有所变化，主要体现在从独家中标拓展至6家企业中标。 同时，采购量及采购周期扩大，入围规则较此前传出的消息增加两个中选资格。 同时，采购量与中标企业数量挂钩，1、2、3、4家及以上首年约定采购量基数分别为50%、60%、70%、80%；1家企业中标采购期为1年，2、3家企业中标采购期为2年，4-6家企业中标采购期为3年。 这意味着4-6家企业中标后将在3年时间垄断市场，采购期内其他非中标企业难以进入，或逐步退出市场，行业格局持续重塑。

行业分化加剧

受集采丢标影响，华东医药1月17日盘中股价迅速下跌，并以跌停收盘。

阿卡波糖是华东医药的核心品种，目前国内仅拜耳、中美华东和四川绿叶宝光三家企业的阿卡波糖制剂上市。 其中，华东医药占据市场份额第二位，占比为30%。

而恒瑞医药及石药集团当日股价表现强劲，截至收盘分别上涨4.88%和5.11%。 恒瑞医药此次中标的4个品种分别为阿比特龙、曲美他嗪、替吉奥、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 石药集团中标的4个品种分别是阿莫西林、阿奇霉素、氟康唑、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

北京鼎臣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史立臣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能够掌控或自产原料药的企业参与带量采购将更具竞争力。 面对带量采购的冲击，药企需要重新规划自身的产品结构。 单纯依靠产品规模化，难以支持企业未来发展。 相关医药公司无论是经营层面，还是研发和并购层面均需明确方向，提前优化产品结构。 “目前整个行业处于大的转型期。 未来医药行业分化会加剧，呈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 ”

中泰证券认为，应该理性看待带量采购。 带量采购政策对仿制药企业的影响长期不变，仿制药利润率将回归10%-20%的合理水平。 销售费用将大幅下降，行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随着仿制药的降价，慢性病治疗的费用将大幅降低；对于医药企业而言，成本低，具备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的企业有望胜出。 价格下降，但销量会大幅提升，利润受到的影响有限。 对有些企业而言可能是利好。 而产能规模小、品种单一、研发能力有限的企业受到的影响大。 医保资金“腾笼换鸟” ，可以用来支付创新药物以及医疗服务的价格提升。

打破利益格局

1月17日晚间，多家上市公司发布药品拟中标公告。 广生堂公告称，公司已通过国家药监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阿德福韦酯片参加了第二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并成功拟中标。 本次中标规格为10mg，包装数量为30片，中标价为28.5元。 公司表示，此次中标价格合理，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后，公司阿德福韦酯片有望大幅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对公司2020年-2021年经营业绩形成较大利好。

国信证券高级研究员张立超表示，带量采购的实施有利于“破旧立新” ，打破医药行业旧的利益格局，特别是仿制药的不合理定价机制和专利过期原研药的“特殊待遇” ，大幅节省医保资金的支出，并符合创新驱动的主基调。 “长期看，带量采购的常态化将加速同类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优质医疗服务企业的崛起与壮大，单纯依靠销售渠道、药价虚高、产品替代风险大的企业将被淘汰。 注重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成本控制、临床应用价值的药企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

兴业证券指出，行业长期发展趋势不变，“核心资产+转型成功”的企业是投资者的基础性配置；医疗服务等PE（市盈率）估值水平较高的标的，回调后仍可以关注；此外，前期仿制药占比大，但近年来研发投入大、产品线不断完善的企业等值得关注。 国盛证券建议关注对政策“免疫”标的及集采受益标的。 从改革的顶层设计看，医药支付端的改革路径基本确定，挤压定价水分为合理的医保支付标准打基础，支付结构优将化。 从投资逻辑看，建议配置政策“免疫”的细分龙头，包括品种储备多的集采受益标的，如科伦药业、华海药业等以及与一致性评价相关标的，如泰格医药、山东药玻、山河药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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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渠道

买到口罩， 马上要

复产， 工人没有口

罩不行。 ”“我们

要 采 购 20 万 个 一

次 性 蓝 色 医 用 口

罩 ， 有 采 购 渠 道

吗？ ” 春节过后，中

国证券报记者多次

收到这样的信息。

在口罩、 防护服等

医用防护产品供应

紧张的背景下，目

前已有不少上市公

司转产增加供应。

新华社图片

上市公司

密集发布增持回购计划

□本报记者 刘杨

截至 2月 7日晚 ，本周已有新希望 、西藏珠

峰、山东钢铁 、浙江龙盛 、内蒙华电 、金陵饭店

等20余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增持、回购公告。 增

持、回购的原因均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对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认可以及对未

来中国经济的看好。 同时，彰显上市公司切实

履行社会责任 ，稳定市场信心 ，与投资者同舟

共济。

积极回购

浙江龙盛2月7日晚间公告，公司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606.73万股， 回购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0.1865%。公司于2月4日晚间公告称，拟

以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金额上限为10亿元。

美克家具2月6日晚间公告，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为5亿元至7亿元，回

购价格为不超过6.60元/股。 美克家居同时表示，公

司正在由产品型公司向平台型公司转型， 未来将实

施多品牌战略。

山东钢铁2月6日晚间公告，拟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 拟回购

的资金总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4亿元，回购价格

不超过1.9元/股。

众信旅游 2月 5日晚间公告， 公司股票短

期内出现较大跌幅 。 为推进公司股价与内在

价值相匹配 ，积极响应政策导向 ，公司拟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A

股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 1亿元 ，不超过 2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 6 . 5

元 /股。

豫园股份2月5日晚间公告股份回购计划，

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2000万

股， 不低于1000万股， 回购价格不超过8.30元/

股。 公司表示，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

励计划。

三力士2月4日晚间公告，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吴琼瑛提议公司以1亿-2亿元资金回购

公司股份， 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计划。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受疫情影响，相关上市公司业绩预期发生变

化。 积极回购股票可以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显示

出对公司基本面预期较为乐观，并看好公司的长期

内在价值。

北京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余兴喜2月4日呼

吁，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有

条件的上市公司可积极进行回购，上市公司“董

监高” 和实际控制人可积极增持，以稳定市场信

心，履行社会责任，为团结抗击疫情做出上市公司

力所能及的贡献。

扎堆增持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7日晚间，本周已有10

余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董监高” 出手，通过增持

公司股票维稳股价。

新希望2月5日公告称，基于对中国经济和中

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和对公司大力

推进养猪战略及农牧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

信心，股东增持表达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与价值

的认可。 公告显示，拟增持金额为不低于2亿元人

民币， 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 增持价格不超过

20.00元/股。

2月7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

可，同时为了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提升投资者

的信心，公司高管联合发出通知，拟以自有资金

每人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60万元， 不高于

300万元。

2月6日晚间，金陵饭店公告称，基于对金陵饭

店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升级、 转型发展的坚定信心

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认

可， 公司控股股东金陵饭店集团于2月5日以自有

资金增持45万股， 计划于2月5日起6个月内增持

不低于1500万元，不高于5000万元。 金陵饭店集

团承诺，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金陵饭店股份。

此外，葛洲坝、内蒙华电、宝钢股份、海兰信、

上海临港、山鹰纸业、雅戈尔十余家上市公司相

继发布了股东的增持计划。

2月4日晚间，海兰信公告称，公司实控人申万

秋向公司全体员工发出兜底增持公司股票的倡议

书。 申万秋倡议公司全体员工积极买入公司股票，

凡2月5日至2月11日期间净买入海兰信股票，且连

续持有12个月以上并在职的员工， 若因在前述时

间期间增持海兰信股票产生的亏损，申万秋将以个

人资金予以补偿；若股票增值有收益，则归员工个

人所有。

山鹰纸业于2月4日公告，公司多位高管以自有

资金合计增持25万股公司股份， 增持价格区间为

2.90元/股-2.93元/股。

对于此次增持的原因，山鹰纸业表示，公司

战略布局和财务基础逐步夯实，2020年发展势

头良好，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在公司国内

箱板瓦楞纸及包装行业的传统淡季，公司海外

板块业务未受疫情影响，预计本次疫情对公司

影响较小。 公司目前股价为2016年下半年以来

的低点，较公司价值有较大偏离。 上述高级管

理人员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内在价值

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支持公司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 ，提升投资者信心 ，实施了本次

增持。

生产经营稳定

畜禽养殖公司频报“平安”

□本报记者 康书伟

“生产没有问题，但短期看价格受到疫情

影响，有所下滑。 ” 家禽行业某公司相关负责

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从鸡苗来看，已

从年前的4元跌至不到1元” 。

虽然短期销售受到影响，但从温氏股份、

民和股份、益生股份、圣农发展、仙坛股份等

行业龙头公司近期披露的信息看， 生产经营

秩序保持稳定，没有出现畜禽“断粮” 的现

象。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推动畜禽产业链企业

复工复产的相关政策出台并得到落实，饲料、

运输、屠宰等企业将陆续复工复产，产业有望

恢复到正常状态。

生产有序

作为封闭式生产业务，畜禽养殖产业春

节期间并不存在停产问题。 但在疫情的影响

下，饲料供应、产品销售成为制约行业发展

的关键因素。 有的畜禽养殖户出现“断粮”

现象。 但从上市公司的情况看，并未出现这

种情形。

仙坛股份表示， 公司独特的一体化经营

模式， 形成了从种鸡养殖到鸡肉产品加工完

整产业链的一体化管控体系。截至目前，公司

各项生产经营稳定，未受到疫情重大影响。其

中，养殖环节实行封闭式管理，养殖场人员春

节期间都在岗作业， 生产稳定； 饲料加工方

面，公司自主研制配方，自主生产。 原材料采

购由公司饲料事业部负责， 每年公司都备足

了春节期间的饲料供应， 目前生产和供应稳

定；屠宰环节按照年前的工作计划，正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生产。同时，公司积极联系各级政

府部门，确保公司生产和鸡苗销售运输通畅。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运输通畅，未受到疫情重

大影响。

民和股份表示，因公司业务的特殊性，养

殖业务部门员工过年期间常驻厂里， 疫情目

前未对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益生股份表

示，公司运输车辆畅通运行，不存在鸡苗掩埋

现象。

新乳业表示， 下属各牧场除部分牧场

淘汰牛业务有所影响外， 整体生产经营工

作均有序开展。按照惯例，公司下属牧场均

会在春节前提前充足储备物资，通常按照2

个月左右时间正常用量进行储备， 牧场经

营未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各项物资均能按

时到位。

金新农表示，公司在湖北地区的生猪养殖

业务主要依托子公司武汉天种旗下地处武汉

黄陂区的会龙山、雨台山、大白分公司以及在

汉川县的放养业务，上述在湖北地区的生猪出

栏量预计约占公司2020年生猪出栏量的10%

左右；目前饲料供应充足，暂未受到影响。 此

外，温氏股份、圣农发展等公司均表示，目前生

产经营情况正常。

价格承压

“大企业的现状就是经营有序与价格

下滑并存。 ” 一大型鸡苗生产企业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疫情影响了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给行

业带来困难。 “过去到了初七、初八，一个

电话饲料厂就把饲料送到厂门口。 但现在

即使饲料厂有产品，也不能保证送到；多地

出台政策安排饲料厂复产， 但上游的豆粕

企业未必复产。 ”

该人士表示， 畜禽行业大都是工厂化养

殖。 以肉鸡为例，养殖周期42天，最长不超过

45天，养殖时间再长则意味着亏本；鸡苗孵化

期21天，孵化后就得出厂，各个环节的时间卡

得严丝合缝，才能效益最大化。

从目前情况看，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产品价

格短期承压。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网站信息显

示，第四周（1月20日-26日）肉雏鸡价格为

3.21元/羽，第五周（1月27日-2月2日）下跌

到1.13元/羽，环比下降64.8%。同时，活鸡价格

也出现环比大跌。山东活鸡价格从12.74元/公

斤跌至8.59元/公斤。

猪价的波动相对小些，但短期同样呈现下

滑态势。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网站信息显示，对

全省26个集贸市场价格定点监测，第4周、第5

周全省生猪出栏均价分别为35.26/公斤 、

34.61元/公斤，环比分别下滑0.28%、1.84%。

民和股份表示，由于交通运输管制，养殖

户的生产资料如饲料、鸡苗等原料无法正常进

出，对鸡苗产品销售价格有所冲击，销售价格

下降。

政策护航

产业链面临的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 2月4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紧急

通知，要求各地不得以防疫为由，违规拦截仔

畜雏禽及种畜禽运输车辆、饲料运输车辆和畜

产品运输车辆，不得关闭屠宰场，不得封村断

路，维护畜牧业正常产销秩序，保障肉蛋奶市

场供应。

通知要求，各地要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

时，尽快安排饲料、屠宰、种畜禽、畜产品加

工包装材料等生产加工企业复工，增加市场

供应，保障养殖企业和畜产品加工企业正常

运行。

针对饲料运不进来、 猪鸡运不出去的情

况，各地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兼顾产业的安全生

产。广东省发文鼓励饲料兽药生产企业正常复

工，山东、浙江、湖南、江苏等地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尽快稳定畜牧行业生产秩序， 将饲料、兽

药等农资产品纳入重要物资供应绿色通道，保

障疫情防控期间饲料、兽药产品及出栏活畜禽

调运顺畅，价格稳定。

相关人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目前的确是考验企业综合实力的时候，即

使销售不畅、利润压缩，也要克服困难、加大力

度收购饲料，确保畜禽不“断粮” ；有资金实力

和足够冷库存储能力的屠宰企业，则可以低价

时多收购进行屠宰。

面对困难，企业各自寻找应对之策。 有商品

鸡苗生产企业表示， 已经根据市场情况一方面

降价销售，另一方面适当调整上孵数量。 温氏股

份表示，现阶段鲜鸡更易销售，运输比活鸡有优

势，且价格相对稳定，目前处于盈利状态。 加大

屠宰后销售力度，能适当降低所受的影响。

新乳业表示，受疫情影响，部分商超关闭，

商超客户的购买时间、购买方式和购买行为发

生了一些变化。 市区、乡镇村的部分销售网点

关闭，学校延期开学等，对部分常规渠道的短

期动销带来影响。 但牛奶作为刚需产品，消费

需求并未因此而消失。公司针对疫情采取的措

施取得了明显效果，具体包括积极拓展线上业

务，大力推动订奶到户、送奶到家业务，在社区

外摆点销售，在更贴近消费者的社区店、便利

连锁店加大销售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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