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6家公司首季业绩预喜

医药生物、在线教育等行业表现突出

本报记者 张兴旺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4月12日晚，沪深两市1014家公司发布了2020年一季度业绩预告，376家公司预喜，预喜率为37.08%。 其中，163家公司预增，140家略增，47家扭亏，26家续盈。 医药生物、在线教育等行业公司得益于需求增长等因素，业绩提升明显。

129家公司预计净利翻番

净 利 润 增 幅 方 面 ， 301 家 公 司 预 计 一 季 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幅 达 到 或 超 过 10 % ， 190 家 公 司 预 计 不 低 于 50 % ， 129 家 公 司 预 计 达 到 或 超 过 100 % ， 41 家 公 司 预 计 超 过 300 % ， 11 家 公 司 预 计 超 过 1000 % 。

从创业板公司情况看，截至4月10日，除暴风集团和天喻信息，其余803家公司均披露了一季度业绩预告。 273家公司预喜，预喜率达34%；其中，122家公司略增，98家公司预增，30家公司扭亏，23家公司续盈。 温氏股份有望问鼎创业板一季度“盈利王” 。 公司预计一季度盈利18.92亿元-18.97亿元，上年同期亏损4.60亿元。

从行业分布看，按照申万行业分类，一季度业绩预喜的376家公司主要来自化工、机械设备、电子、医药生物、计算机等行业。

净利润规模方面，466家公司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或超过1000万元，185家公司预计达到或超过5000万元，95家公司预计不少于1亿元，21家公司预计超过5亿元，8家公司预计超过10亿元。

牧原股份净利润规模目前领跑。 公司预计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亿元至45亿元，上年同期亏损5.41亿元。 公司称，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国内生猪产能下降，猪肉市场供需矛盾突出。 一季度生猪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 这是公司报告期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主营业务产销量提升、调整产品结构、所在行业周期性回暖等，成为上市公司预喜的主要因素。

三全食品预计一季度盈利2.49亿元-2.61亿元，同比增长520%-550%。 三全食品表示，报告期内通过产品结构调整，渠道质量改善，利润率得到较好恢复。 此外，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预计为1.02亿元，主要为郑州全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收益。

多因素致业绩增长

在已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的1014家公司中，807家公司披露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业绩的影响。 德邦证券指出，各行业受疫情影响不一。 有的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例如大消费中的新能源汽车、电影、家电、轻工、交运等行业；而科技类、必需消费品等领域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快递等行业则大幅上调了盈利预期。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一季度大部分公司受到疫情冲击，特别是消费服务业等，而医药生物、在线教育等行业公司业绩增长明显。

不少医药生物类公司的产品需求提升，业绩大幅增长。 迈瑞医疗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7亿元-13.58亿元，同比增长25%-35%。 迈瑞医疗表示，受疫情影响，公司生命信息与支持产线的监护仪、呼吸机、输注泵等相关产品需求增长。 综合来看，公司主营业务实现健康、平稳增长。 同时，公司加强内部管理，提升管理效率。

部分食品公司预计业绩增长明显。 4月12日龙大肉食发布业绩预告，预计一季度盈利1.40亿元-1.44亿元，同比增长75%-80%。 龙大肉食表示，2020年第一季度受猪肉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养殖、冷冻肉和熟食等业务盈利能力增强。

克明面业预计一季度盈利0.86亿元-1.10亿元，同比增长40%-80%。 克明面业表示，疫情期间家庭消费需求旺盛，挂面属主食类家庭消费刚需产品。 公司产品供不应求，高毛利产品销量增加，促销活动大幅减少，导致一季度毛利率较上期提高，销售费用率降低，利润总额增加。

从游戏行业情况看，相关公司一季度业绩表现较可观。 吉比特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3.20亿元至3.27亿元，同比增长50%至53%。 吉比特表示，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及春节假期延长等因素影响，玩家活跃度上升，公司主要产品《问道手游》的营业收入较2019年一季度增长。

部分公司业绩明显下滑

一些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业绩明显下滑。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19家公司预计一季度首亏，174家公司预减，66家公司增亏。

百邦科技预计一季度亏损1400万元-1700万元，上年同期亏损479万元。 百邦科技表示，公司在全国各地的连锁门店及加盟商门店积极配合全国防疫抗疫需求，1月下旬至3月上旬期间多数门店关闭线下服务运营，维修收入和销售收入同比下滑严重，经营亏损。 随着国内疫情缓解，截至3月31日，除武汉和浙江个别门店外，其他地区自有门店均恢复了线下服务运营。

搜于特预计一季度亏损5000万元-7500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07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复工复产延缓、物流受阻；品牌服饰业务专卖店客流减少等因素导致公司销售收入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顺网科技预计一季度盈利1500万元-3000万元，同比下降75%-87%。 顺网科技表示，报告期网吧为配合控制疫情的传播大量临时关停，传统业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致使短期内业务收入大幅度下降；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支持抗击疫情专项捐赠1000万元；公司重点战略项目顺网雲投入持续增加，报告期投入达1200多万元；公司在网吧云电脑，运营商云游戏业务合作，互联网云电脑、云游戏服务等方面已经开展商业模式探索，并开始形成云业务的相关收入。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疫情对一些公司带来挑战，也有公司业务受影响不大。 相关公司要在人力、财力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应对风险挑战。 杨德龙表示，面对疫情企业要做好生产自救，采取措施做好防控，推进复工复产，压缩成本。 对于受疫情冲击面临困境的公司，出台各项支持政策，帮助企业渡过暂时难关，预计二季度相关公司财务情况会出现好转。

一季度预计业绩增幅居前公司表格

餐饮业亟待有力支持

□本报记者 潘宇静

两家餐饮龙头企业因涨价风波日前连发道

歉信， 广东餐饮行业协会发函公开交涉美团外

卖。 业内人士指出， 餐饮行业复苏面临一些困

境，希望得到各方有力支持。

公开致歉

4月10日海底捞发布致歉信称：“海底捞门

店此次涨价是公司管理层的错误决策， 伤害了

海底捞顾客的利益。对此我们深感抱歉。自即时

起，中国内地门店菜品价格恢复到今年1月26日

门店停业前标准。 ”

致歉信显示， 海底捞中国内地门店复业之

后，于3月下旬上调部分菜品价格，之后陆续接

到来自顾客及社会各界的批评、反馈和建议。海

底捞实行差异化定价， 综合考虑门店所在地的

经营成本、消费水平、市场环境等因素，门店之

间菜品价格存在一些差异。目前，海底捞各门店

推出的自提业务提供6.9折或7.9折不等的折扣，

海底捞将在4月25日前改良包装材料，并持续优

化成本，希望顾客能够满意。

4月11日，西贝餐饮跟进恢复了原价。 西贝

餐饮董事长贾国龙称：“这个时候涨价不对。 所

有涨价的外卖、堂食菜品价格恢复到2020年1月

26日门店停业前的标准。 ”

贾国龙表示，2月1日起，西贝莜面村上海及

周边8个城市的18道外卖菜品价格上涨1-10元

不等。 4月6日起， 上海12家门店的25道堂食菜

品，上涨了1-10元不等。 全国其他374家门店的

堂食价格没变。 5月31日前， 在全国59个城市

386家西贝门店堂食用餐， 可以享受吃100元返

50元的优惠，以表诚意。

协会交涉

4月10日， 广州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的

《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指出，

美团外卖在广东餐饮外卖的市场份额高达60%

-90%，已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支配地

位，并涉嫌实施垄断定价，各类收费层出不穷，

设定了诸多不公平的交易规则， 持续大幅提升

扣点比例，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最高达26%，大

大超过了广大餐饮商家忍受的临界点； 疫情期

间， 美团依旧强势要求餐饮商家做 “独家经

营” ，否则强制注销、下架门店。

广东餐饮协会表示，为响应疫情防控需要，

广东餐饮业第一时间积极配合关闭了堂食，外

卖成了餐饮业唯一的营收来源。 餐饮经营外卖

只为稳岗就业、保障民生，多一家外卖平台帮助

餐饮企业推广外卖，餐饮企业将会多一条活路。

广东餐饮协会提出， 立即取消独家合作限

制等其他垄断条款， 以便餐企承接来自更多平

台的外卖订单，促进餐企开源脱困；直接减免整

个疫情期间广东省内所有餐饮商户外卖服务佣

金5%或以上，并重点扶持广东百强餐饮企业、钻

石酒家企业、米其林餐厅及餐饮协会会员企业。

目前美团方面还没有回复。

希望支持

“其实我们也挺难，希望您支持生意。 ” 贾

国龙在微博中写道。

每个月至少光顾海底捞2次-3次的吴女士

称：“疫情期间涨价可以理解， 但疫情结束后海

底捞还是这个价格的话， 我应该会放弃继续吃

海底捞。 ”

分析人士认为， 一些餐饮企业刚恢复堂食

就涨价， 不利于维系原有的消费群体。 目前来

看， 小幅度涨价可以理解， 但只有市场活跃起

来，企业的利益才能得到真正保障。

在北京拥有十几家门店的滇越乘象餐饮创始

人杨光称，现阶段最缺的还是客源。“如果没有人

来，如何涨价？ ”连锁餐饮企业目前还处于堂食恢

复期，客流并不稳定，波动期间企业不宜涨价。

杨光的连锁门店目前有四家在经营。他说，

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 其中一家门店

在北京王府井，一千多平方米的面积，每个月的

房租25万元，从2月份到现在一直未营业。 如果

要营业，首先需要交4个月的房租100万元，再叠

加客流恢复、人工工资、采购费用，预计启动资

金在170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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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截至4月12日晚，沪

深两市1014家公司发布了

2020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376家公司预喜，预喜率为

37.08%。其中，163家公司

预增，140家略增，47家扭

亏，26家续盈。医药生物、在

线教育等行业公司得益于

需求增长等因素，业绩提升

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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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家公司首季业绩预喜

医药生物、在线教育等行业表现突出

□本报记者 张兴旺

129家公司预计净利翻番

净利润增幅方面，301家公司预计一季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幅达到或超过10%，190家公司预计不低于

50%，129家公司预计达到或超过100%，41

家公司预计超过 300% ，11家公司预计超

过1000%。

从创业板公司情况看，截至4月10日，除暴

风集团和天喻信息， 其余803家公司均披露了

一季度业绩预告。 273家公司预喜， 预喜率达

34%；其中，122家公司略增，98家公司预增，30

家公司扭亏，23家公司续盈。 温氏股份有望问

鼎创业板一季度“盈利王” 。 公司预计一季度

盈利18.92亿元-18.97亿元，上年同期亏损4.60

亿元。

从行业分布看，按照申万行业分类，一季

度业绩预喜的376家公司主要来自化工、 机械

设备、电子、医药生物、计算机等行业。

净利润规模方面，466家公司预计一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或超过

1000万元，185家公司预计达到或超过5000万

元，95家公司预计不少于1亿元，21家公司预计

超过5亿元，8家公司预计超过10亿元。

牧原股份净利润规模目前领跑。 公司预计

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亿

元至45亿元，上年同期亏损5.41亿元。 公司称，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 国内生猪产能下降，猪

肉市场供需矛盾突出。一季度生猪价格较上年

同期大幅上涨。这是公司报告期扭亏为盈的主

要原因。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主营业务产销

量提升、调整产品结构、所在行业周期性回暖

等，成为上市公司预喜的主要因素。

三全食品预计一季度盈利2.49亿元-2.61

亿元，同比增长520%-550%。 三全食品表示，

报告期内通过产品结构调整， 渠道质量改善，

利润率得到较好恢复。 此外，公司非经常性损

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预计为1.02亿元，主要

为郑州全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相

关收益。

多因素致业绩增长

在已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的1014家公司

中，807家公司披露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业绩的

影响。德邦证券指出，各行业受疫情影响不一。

有的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例如大消费中的新

能源汽车、电影、家电、轻工、交运等行业；而科

技类、 必需消费品等领域受疫情影响相对较

小；快递等行业则大幅上调了盈利预期。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一季度大部分公司受到疫

情冲击，特别是消费服务业等，而医药生物、在

线教育等行业公司业绩增长明显。

不少医药生物类公司的产品需求提升，业

绩大幅增长。迈瑞医疗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7亿元-13.58亿

元，同比增长25%-35%。 迈瑞医疗表示，受疫

情影响， 公司生命信息与支持产线的监护仪、

呼吸机、输注泵等相关产品需求增长。 综合来

看，公司主营业务实现健康、平稳增长。 同时，

公司加强内部管理，提升管理效率。

部分食品公司预计业绩增长明显。 4月12

日龙大肉食发布业绩预告， 预计一季度盈利

1.40亿元-1.44亿元，同比增长75%-80%。 龙

大肉食表示，2020年第一季度受猪肉价格上涨

等因素影响，公司养殖、冷冻肉和熟食等业务

盈利能力增强。

克明面业预计一季度盈利0.86亿元-1.10

亿元，同比增长40%-80%。 克明面业表示，疫

情期间家庭消费需求旺盛，挂面属主食类家庭

消费刚需产品。 公司产品供不应求，高毛利产

品销量增加，促销活动大幅减少，导致一季度

毛利率较上期提高，销售费用率降低，利润总

额增加。

从游戏行业情况看，相关公司一季度业绩

表现较可观。吉比特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3.20亿元至3.27亿

元，同比增长50%至53%。吉比特表示，2020年

一季度受疫情及春节假期延长等因素影响，玩

家活跃度上升，公司主要产品《问道手游》的

营业收入较2019年一季度增长。

部分公司业绩明显下滑

一些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业绩

明显下滑。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19家

公司预计一季度首亏，174家公司预减，66家公

司增亏。

百邦科技预计一季度亏损 1400万元

-1700万元，上年同期亏损479万元。 百邦科技

表示，公司在全国各地的连锁门店及加盟商门

店积极配合全国防疫抗疫需求，1月下旬至3月

上旬期间多数门店关闭线下服务运营，维修收

入和销售收入同比下滑严重，经营亏损。 随着

国内疫情缓解，截至3月31日，除武汉和浙江个

别门店外，其他地区自有门店均恢复了线下服

务运营。

搜于特预计一季度亏损5000万元-7500

万元，上年同期盈利1.07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

供应链管理业务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复工

复产延缓、物流受阻；品牌服饰业务专卖店客

流减少等因素导致公司销售收入及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下降。

顺网科技预计一季度盈利 1500万元

-3000万元，同比下降75%-87%。 顺网科技表

示，报告期网吧为配合控制疫情的传播大量临

时关停，传统业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致使

短期内业务收入大幅度下降；公司积极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为支持抗击疫情专项捐赠1000万

元； 公司重点战略项目顺网雲投入持续增加，

报告期投入达1200多万元； 公司在网吧云电

脑，运营商云游戏业务合作，互联网云电脑、云

游戏服务等方面已经开展商业模式探索，并开

始形成云业务的相关收入。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疫情对一些公司带来挑战，也有公

司业务受影响不大。 相关公司要在人力、财力

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应对风险挑战。 杨德龙

表示，面对疫情企业要做好生产自救，采取措

施做好防控，推进复工复产，压缩成本。对于受

疫情冲击面临困境的公司， 出台各项支持政

策，帮助企业渡过暂时难关，预计二季度相关

公司财务情况会出现好转。

新华社图片

证券简称 预告类型 归母净利润下限（亿元） 同比增长下限(%) 所属申万行业

新劲刚 预增 0.16 29704.43 机械设备

先进数通 扭亏 0.09 13320.60 计算机

左江科技 预增 0.05 6900.00 计算机

唐人神 预增 2.00 3607.96 农林牧渔

高德红外 预增 1.20 1909.71 电子

ST南风 预增 0.81 1738.86 化工

华友钴业 预增 1.70 1275.81 有色金属

越秀金控 预增 34.45 1146.00 非银金融

姚记科技 预增 6.42 1118.72 轻工制造

精研科技 扭亏 0.14 1025.50 电子

蓝思科技 扭亏 8.79 1006.59 电子

金盾股份 预增 0.70 930.00 机械设备

牧原股份 扭亏 40.00 839.46 农林牧渔

锦浪科技 预增 0.58 759.07 电气设备

金新农 扭亏 0.65 692.42 农林牧渔

长川科技 预增 0.04 680.00 机械设备

赛意信息 扭亏 0.02 660.02 计算机

万集科技 扭亏 0.79 589.05 计算机

三全食品 预增 2.49 520.00 食品饮料

温氏股份 扭亏 18.92 510.90 农林牧渔

一季度预计业绩增幅居前公司

北京部分商铺写字楼

折价转租力度大

□本报记者 董添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对北京地区多个知

名商圈写字楼、商铺实地走访发现，不少城区

商铺、写字楼承租人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大幅折

价转租。 即便算上转租房源普遍存在的转租

费，仍然低出区域市场价不少。 有的转租房源

报价相比同一区位的市场价低了一半左右。

据了解， 这些大幅折价转租房源的承租

人，基本都是个体或微小型公司。 由于主营业

务大幅收缩，而房租没有到期，不少小企业主

无力承担高额房租，只能选择转租。 转租后，有

的选择搬迁至郊区，有的借此收缩线下业务。

业内人士指出，企业对置换、扩张办公物

业较审慎。但当营收受影响较大时，削减高昂

的写字楼、商铺租赁成本成为重要选择。

商铺折价转租

以位于二环天桥附近某底商商铺为例，

由于靠近地铁站，且依傍三甲医院、成熟社区

等优质资源， 该片区底商商铺的租金正常市

场价在8-10元/平方米/天左右，在北京地区

的商铺中，属于中等偏高水平。中国证券报记

者走访发现， 该片区多家底商近期进行大幅

折价转租， 其中不乏主营业务为高周转的商

超类商铺。 某家120平方米左右商超底商正

在寻租， 目前月租金报价为1.5万元左右，换

算仅为4元/平方米/天。

据转租人介绍， 房子也是从其他转租人

手中承租的，合同签了3年，还有一年半时间

到期，需要交纳10万元的转租费。 自己是做

商超业务，如果承租人还做商超，可以把店里

的库存一并转让。 把转租费平摊到1.5年，也

不到6元/平方米/天，比市场价低很多。

“当时自己在新发地菜市场做批发，因

为要照顾孩子上学，不得不转行，当时觉得做

商超离批发老本行最近。 ” 上述转租人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商超进货的货源也是

新发地市场。这一行的毛利在30%左右，如果

能保证一天有3000元的流水，就能覆盖房租

和其他成本。疫情之前，每天流水平均能做到

5000元以上， 当然很大一部分靠烟酒销售。

当时还可以对外承包熟食区，分担房租压力。

但疫情影响了销售情况， 家里其他地方需要

用钱，所以考虑盘出去。 ”

“不少企业面临转型线上， 小型超市也

不例外。如果不上线销售，每天流水也就几百

元。但线上销售要和平台进行分成。即便流水

上来了，也会影响毛利润。小型企业转型比大

型企业艰难很多。比如，大型商超疫情期间有

免租优惠，小型商超很难得到。转租后可能会

去郊区房租便宜的地方继续做这一行， 但要

再考虑一下如何重新铺开生意。 ” 上述转租

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发现， 因为熟悉行

业情况， 不少转租人转租后考虑仍然做老本

行。将市区的商铺或写字楼转租后，将店铺搬

迁到郊区租金便宜地段的转租人不在少数。

一些转租人则将此前多家店面进行合并处

理，关掉租金高的，保留租金低的，对线下业

务进行整合和收缩。

“我们在石景山也有分店， 把宣武门这

家转租出去，所有人员去石景山，那里房租比

这里便宜4成左右。 线下生意好的时候，不会

这么在意房租。现在都做线上，在哪里开店短

期内影响不大。 ” 一位做干果、水果连锁批发

生意的转租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租金价格走低

“写字楼和商铺租金价格确实出现一定

下降。 位置好的下降少，位置差的下降多，各

个区域基本下降1元-1.5元/平方米/天，主要

看业主的心态和预期。 有些转租的报价会很

低，但由于合同不是和业主直接签，存在一些

额外的风险，不能代表市场正常报价。 ” 一位

从事写字楼、 商铺租赁业务多年的中介人士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发现，有的商铺、写

字楼面临租户到期续签问题。 出于稳定性需

求，一些商铺、写字楼承租人将租期签订时间

控制在3-5年，每年按一定金额递增。 即便每

年递增， 也远低于目前市价。 有意涨租的业

主，因为短期找不到合适的新承租人，只能低

价续租给原有租户。

“在目前的环境下， 业主一般不会直接回

绝承租人提出的续租价，因为如果短期找不到

合适的租户，房子就空置了。 这也是最近商铺

类房租降价的一大原因。 ”上述中介人士称。

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北京地区

写字楼租金价格同比下降2.5%。 受退租及合

约到期影响， 北京地区甲级写字楼出现负吸

纳量。机构建议写字楼业主调整租赁策略，保

证出租率。

空置率创新高

机构数据显示， 北京地区一季度写字楼

空置率达到13.2%，创2010年以来新高，平均

租金价格承压，连续5个季度环比出现下滑。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疫情对于商业地产的

发展影响较大。对于写字楼、商铺租赁市场而

言，疫情将加快部分企业淘汰速度。

张波介绍， 企业选址写字楼时的核心考

量因素是租赁成本及区域交通状况。同时，免

租、得房率、物业服务、口碑也是重要影响因

素。在选择区域时，资金不充裕的初创型企业

会考虑有政策补贴或租金便宜的产业园区或

郊区， 成长型和成熟型企业大多会考虑向市

区搬迁，轻资产类公司可以考虑共享办公、孵

化器类办公场所。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

上海中小学在线教育3月开课，千余位优秀老师加紧“录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