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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涌现“舌尖

上”的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牛仲逸

有网友称，最近A股进入了“绿皮车时代” ，涪陵榨菜、洽

洽食品、绝味食品、桃李面包等大众消费股相继创出历史新

高，A股“舌尖上的机会”凸显。

“大众消费”受追捧

也许正应了巴菲特的一句话：哪里有嘴巴，我们就把钱投向哪里。

3月份以来，场内资金开始抱团大消费板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主角并不是格力电器、美的集团等白电股，而是一些必选消费或者叫“草根消费” ，主要集中在食品饮料领域。

15日，盐津铺子、安井食品、三只松鼠等大众消费股创出历史新高，涨幅分别为10%、5.01%、3.58%。

在市场人士看来，投资者追逐大众消费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疫情期间，大众消费品需求不受影响，不少大众消费股预告一季报业绩有望大幅增长。 如盐津铺子预计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5000万-6000万元，同比增长75%-110%。

二是近期促消费政策频出，刺激消费回补。 商务部日前表示，目前已有7个省20多个地市组织发放了多种形式的消费券，激发消费潜力，带动消费回补，在短期内取得了积极成效。 例如，杭州发放的消费券已核销2.2亿元，带动消费23.7亿元，乘数效应达10.7倍；郑州首期发放5000万元消费券，发放两日核销1152.4万元，带动消费1.28亿元，乘数效应达11倍。

“疫情对必选消费龙头的影响将出现长尾效应。 ”天风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刘畅表示，疫情对必选消费龙头带来的消费黏性持续放大，业绩高增或持续全年。

刘畅认为，首先，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部分订单延后确认，二季度业绩将继续高增；其次，疫情期间培养的消费习惯或将持续；最后，头部企业在生产与运输方面恢复较早，渠道上挤占中小企业空间。

开源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张宇光表示，目前大众品明显回暖 ，2020年二季度有望加速成长 。 疫情导致消费场景缺失，与餐饮及礼品相关的需求受到冲击。 节后礼品需求占比自然回落，加之餐饮逐渐复苏 ，大众品呈现明显的回暖趋势。 如牛奶，3月份依靠促销拉动增长较快 ，调味品餐饮端已有部分动销，商超渠道依然供需两旺 。

北向资金尾盘“偷袭”

15日A股迎来分化行情，但不可忽视两大特点，一是大众消费个股新高不断，二是北向资金尾盘加速流入。

Wind数据显示，15日北向资金净流入达33.55亿元。 从3月24日起，北向资金不断加仓A股，截至4月15日，期间净流入435亿元，这段时间上证指数累计上涨5.68%。

对于近期北向资金持续回流A股，光大证券策略分析师谢超表示，这意味着美股恐慌性暴跌和美元指数上涨造成的流动性危机已化解，而A股市场估值所隐含的增速预期已低于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进入价值投资的区间。

海通证券预计全年外资净流入约3000亿元。 配置上，未来外资风格可能更加均衡。 过去几年经验显示，消费白马股是外资配置重点，但拉长时间看，QFII和北向资金也会进行行业轮动，如QFII在2005年-2009年、2012年以后分别加大了对金融和消费股的配置力度，北向资金在2017年加大了对科技股的配置力度，这背后均是相关行业的基本面出现明显改善。 2020年科技股的盈利弹性更大。 实际上，近几个月以来，北向资金持股市值中科技股市值占比已经从2019年5月末最低的8%上升到2020年3月底的13%，背后正是科技股业绩改善的驱动。

围绕三主线掘金

随着大众消费股的走强 ，市场关注度日渐升温，“消费” 已成为市场重要投资主线。

中信建投建议，围绕三主线掘金大众消费股。 首先，国家已提出扩内需稳增长的政策指引，但在阶段性旅游等娱乐性活动暂无法开展的情况下，吃喝等基础消费成为首选。 同时政府也在出台政策支持消费回补，未来2-3个月有望出现补偿性消费高潮，餐饮供应链企业有望实现业绩改善。

其次，必选消费品有需求刚性，受疫情影响较小，而且可以通过提价有效对抗通胀 ，业绩增长确定性强。 在方向选择上，关注速冻方便食品以及有强提价能力的调味品板块 。

第三，休闲食品空间大、品类多、业态丰富，行业增速较快，整体呈现较高的景气周期 。 疫情期间民众居家加大了休闲零食消费 。 不同品类和业态下的龙头企业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均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如瓜子坚果品类龙头、线上休闲食品巨头等。

刘畅看好啤酒板块机会。 他表示，啤酒企业中高端进程有望加速，未来产品结构升级仍是行业主线，疫情并未破坏其长期逻辑。 二季度随着餐饮动销的恢复，啤酒行业业绩有望逐季改善。

浙商证券看好小家电板块。 疫情期间门店关闭、交通不畅等因素对线下门店影响较大，但是在政府扶持以及电商平台的优惠政策下，由于小家电免安装、体积小等特点，线上销量受到的影响有限 。 随着疫情结束，线下向线上消费转移，线上渠道占比将进一步提升，直播转化率也会随着消费群体消费习惯的改变逐步提高，新型营销方式和渠道将促进小家电行业稳步发展 。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

涨跌幅

(%)

商品综合指数

83.85 84.04 -0.22

商品期货指数

976.08 975.28 982.79 974.55 977.35 -0.21

农产品期货指数

814.61 817.59 818.9 813.5 815 0.32

油脂期货指数

438.56 440.81 442.24 437.05 439.06 0.4

粮食期货指数

1269.86 1290.73 1291.73 1269.25 1269.36 1.68

软商品期货指数

686.69 684.09 688.55 683.82 686.7 -0.38

工业品期货指数

980.82 981.04 991 980 983.48 -0.25

能化期货指数

482.92 487.96 492.38 482.8 487.64 0.07

钢铁期货指数

1417.14 1412.69 1429.9 1410.3 1419.33 -0.47

建材期货指数

1066.82 1070.44 1078.3 1064.35 1067.85 0.24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850.05 854.83 847.74 848.38 -0.05 850.72

易盛农基指数

1131.94 1136.52 1129.16 1131.14 1.58 1132.55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4月15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4月15日）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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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回调引关注 公募积极布局

□本报记者 万宇

进入二季度，随着可转债市场回调，一些

机构再次关注可转债的投资机会。 公募基金

在可转债领域亦动作频频， 积极布局相关产

品，如博时基金发行了首只可转债ETF，万家

基金、 招商基金等公司也发行或申报了相关

产品。 不过，也有公募人士认为可转债板块估

值缺乏大优势，宜重点关注结构性机会。

公募基金积极布局

可转债市场在一季度一波三折，经历了

上涨—大跌—反弹—回调的一系列波动，市

场情绪先是狂热，后慢慢降温。 受市场震荡

影响，可转债基金今年表现不一。 Wind数据

显示，截至4月14日，全市场100只可统计的

可转债基金中 （不同份额分开统计），56只

可转债基金今年以来取得正收益。其中，鹏华

可转债、申万菱信可转债、易方达双债增强A

收益率位列前三， 今年以来收益率分别达到

6.81%、6.00%、5.84%。

进入二季度， 经历调整后的可转债再次

受到市场关注，部分可转债涨幅较大。 Wind

数据显示，4月15日，近六成可转债收涨。 其

中， 新天转债涨超 30% ， 横河转债上涨

8.64%。

今年以来基金公司积极布局可转债产

品。 博时基金旗下博时可转债ETF在上交所

上市， 该产品主要跟踪中证转债及可交换债

指数， 是首只可转债ETF， 并且实现了

“T+0” 交易。 目前市场上万家可转债、上银

可转债精选正在发行，招商基金、光大保德信

基金等基金公司也申报了可转债基金产品，

正等待审批。

配置方面， 公募基金近来也加大了对可

转债的配置。 2019年四季报显示，公募基金

持有可转债市值达到938.34亿元， 环比提升

196.26亿元，增长26.45%。

关注结构性机会

受流动性宽松、 政策托底等利好因素影

响，一些机构看好可转债的配置机会。 渤海证

券表示，随着近期市场调整，可转债整体价格

较高与溢价较高的情况逐步好转， 除打新债

外，也可关注超跌反弹的部分个券，逢低适当

布局。 行业上建议配置以国内需求端为主的消

费板块、高端设备制造，以及优质医药个券。

万家基金表示，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处

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

整体增速企稳， 微观企业主体的盈利效益或

持续改善， 股票市场有望走出一轮长牛慢牛

行情。在这个过程中，转债作为一种介于股票

与债券之间的投资工具，进可攻退可守，从长

期看能享受到企业盈利持续增长的红利，蕴

含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不过， 金鹰基金固定收益研究部副总经

理邹卫指出，目前转债板块估值仍无优势，未

来反弹力度可能弱于正股， 特别是部分低评

级小流通盘的转债价格已完全脱离基本面，

过高的转股溢价率蕴含了极大的回撤风险。

大方向上，转债走向依然依赖权益市场表现，

建议关注结构性机会。择券方向上，低溢价率

是首选，积极布局逆周期主线，以大消费、新

基建为主。

参考期货定价

液化石油气现货拍卖试水

□本报记者 王超

近日， 重庆寰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石油天然

气交易中心率先试水首单参考期货价格的液化石油气现

货拍卖业务。

起拍价参考前一天的液化石油气期货收盘结算价确

定。 这一方式实现了现货交易的公开透明。 同时，这次拍

卖给予参拍客户一周的提货准备时间， 便于客户安排采

购计划和节省库存。 首单拍卖有3家企业参加，经过多轮

出价，最终山东泰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竞标成功。成交后

买卖双方通过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进行线上交收。

针对这次拍卖， 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副总裁熊

垠州介绍：“当前重庆正按照中央要求，推动西部陆海新

通道和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核心就是激活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 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作为国家

级能源交易平台， 更要在要素市场建设中加快交易创新

和技术创新，切实服务上下游企业，降成本增效益。 这次

拍卖正是一次有益尝试， 未来还将继续深挖实体企业需

求，持续推动创新深化。 ”

重庆寰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思忠表示，未

来还将针对产业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尽快研究推出如现

货升贴水拍卖、 含价格保险机制的结构化拍卖等深化增

值服务，做出自己的特色。 此次试水只是一个开始，未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双降”落地 期债现券联袂上涨

□本报记者 罗晗

15日，定向降准和MLF操作为金融机构

带来约3000亿元资金，MLF中标利率也如期

下调20个基点， 量价宽松下资金面充裕，债

市大涨。但期限品种仍在分化，中短端利率下

行速度快于长端。目前，对于长端利率走势的

分歧集中于对基本面的判断上。

中短端收益率下行更快

15日，央行对部分中小银行定向下调存

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释放长期资金约

2000亿元。 此外，央行还开展了1000亿MLF

操作，中标利率下调20个基点。

“双降”落地，资金面宽松。 Shibor全线下

行，隔夜品种续跌19bp，报0.8%，7天、14天品种

分别下行8bp、4bp。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方

面，DR001加权平均价下行19bp，报0.78%，创出

新低；DR007加权平均价下行15bp，报1.24%。

流动性量价宽松点燃债市做多情绪，期

债现券联袂上涨。 国债期货全线收涨，10年

期、5年期、2年期主力合约分别上涨0.20%、

0.26%、0.12%。 其中，5年期品种日内迭创新

高，主力合约TF2006最高涨至103.89。

现券市场上， 利率债收益率纷纷下行。

10 年期国债活跃券 190015 收益率下行

1.8bp， 报2.53%；10年期国开活跃券190215

收益率下行2.5bp，报2.92%。

从期限来看， 无论是国债期货市场还是

现券市场，中短期品种的表现都更好，长端表

现相对谨慎。 5年期国债期货涨幅普遍高于

10年期品种，中短期国债收益率下行幅度也

较长端更大。 2年期国债活跃券200002收益

率下行 5bp， 报 1.54% ；5年期国开活跃券

190208收益率下行3.5bp，报2.21%。

长端利率走势研判存分歧

长端利率前期迭创新低 ，而 3月社融

增幅大超预期， 投资者目前的观望情绪

浓厚。

光大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张旭认

为，当前情况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具有

可比性。 彼时，10年期国债触底的时间早于

R007。当时利率品触底以及反弹的催化剂是

信贷和M2的同比增速提高，而今年3月信贷

和M2也已经出现了超预期增长。

“R007等资金利率近期会持续保持在

较低水平，而4月及此后一段时间内，信贷和

M2仍会保持较高且合理的增速。 在近期宽

松流动性引导下，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有可能

进一步小幅下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10

年期国债估值的提高， 持有该品种的性价比

正变得越来越低。 ” 张旭说。

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认

为， 当前实体经济私人部门的终端需求偏

弱，维持现金流的需求较强，对应私人部门

的存款增量多于贷款，这可能拉长经济的复

苏周期。 此外，由于基建投资向产出的直接

转化效率不强，企业盈利改善难以在短期快

速实现，这也可能导致基建对经济的拉动效

果延后。 综合来看，社融的迅速攀升并不意

味着基本面的反弹，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仍会在2.4%-2.6%的区间运行。

浙商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孙付认

为，未来面临两种情况：第一，5月份以后，

如果欧美疫情得以控制， 经济活动 “解

封” ， 美国长端收益率在经济恢复预期下

上行，加上外需预期改善，将牵引中国长端

收益率上行。 但无论海外还是国内，既有宽

松政策仍将维持， 短端利率有望维持低位

水平，利率曲线将进一步走陡。 第二，如果

海外疫情持续反复，控制效果不佳，经济活

动继续冻结，外需压力有所加大，国内央行

可能适当调降存款基准利率， 长端收益率

将有所下降，利率曲线也有所平坦化。 预计

第一种情形出现的概率较大。

商品止跌反弹

通缩预期依旧

□本报记者 张利静

近期随着欧洲多个国家新增确诊病例数进入平台

期， 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增速放缓， 市场悲观情绪明显缓

解。 大宗商品市场逐步企稳回升，其中贵金属、农产品板

块率先反弹，原油价格亦止跌企稳。 分析人士表示，总体

上大宗商品仍未走出通缩预期。

多个品种止跌回升

文华财经数据显示，自3月中旬开始，多个期货品

种陆续止跌回升， 农产品板块以及贵金属板块率先反

弹。 3月19日-4月15日，农产品、贵金属期货指数分别

上涨3 . 8%、16 . 6%。 自今年春节后开盘以来，农产品板

块中谷物期货及饲料期货非但未跌， 反而出现稳健涨

势，2月3日-4月15日谷物、 饲料期货板块涨幅分别达

13 . 9%、9 . 4%。

近期，贵金属及多数农产品期货保持了不错涨势。加

之国际油价逐渐止跌企稳，甚至略有回升，导致近期市场

出现物价涨势加快预期正在回归的观点。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15日发表的研究报告

指出，今年疫情导致经济走弱和通缩预期，股市及商品价

格大跌，债市大涨。但很快全球多国政府都祭出了力度空

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本质是释放流动性来抗疫。疫情终

将过去，要高度警惕滞胀风险。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CPI及PPI数据来看，3月

份CPI在1月触顶之后继续回落， 较上月低0.9个百分点。

不过核心CPI有所修复：3月核心CPI上涨1.2%，前值1%，

去年平均1.6%。

东方证券宏观研究陈至奕团队认为， 核心CPI预计

将持续走高， 原因一方面在于国内需求的修复可能领先

于供给；另一方面，近期货币政策频频发力，流动性进一

步改善，而以往M1往往领先于核心CPI（M1对整体CPI

的领先性近几年已不明显）。

仍未走出通缩预期

陈至奕团队同时指出，在当前猪价、油价波动较大的

背景下，核心CPI的变化难以主导整体物价走势。 综合各

种因素来看，今年CPI涨幅预计仍将维持下行态势。

生猪存栏正在恢复中。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生猪存栏

环比在2019年12月止跌回升，能繁母猪存栏数据也在逐

渐恢复。 从近期猪价表现来看，3月中旬以来生猪价格持

续下跌， 猪肉价格从30元/斤时代下降到了20元/斤时

代。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

监测，上周（4月3日-4月9日）的猪肉价格为45.71元/公

斤，较前一周下降2%；猪肉价格连续7周下滑。

从原油价格来看，新的减产框架协议已经形成，但减

产幅度不及市场预期， 同时市场对疫情带来的需求下行

保持担忧，导致油价依旧处于低位。

从大类资产表现来看，尽管部分资产出现涨价，但总

体上各类资产仍未走出通缩预期。姜超表示，从今年全球

各类资产价格的表现来看，隐含的是通缩预期。直观表现

是各类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从年初到现在，最重要的三大

工业原料原油、铜、钢材价格均大幅下跌。 而从农产品价

格来看，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三大农产品期货玉米、大

豆、小麦价格年内也都有所下降。

小食品人气旺

A股涌现“舌尖上”的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牛仲逸

“大众消费”受追捧

也许正应了巴菲特的一句话： 哪里有

嘴巴，我们就把钱投向哪里。

3月份以来， 场内资金开始抱团大消

费板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主角并不

是格力电器、美的集团等白电股，而是一些

必选消费或者叫“草根消费” ，主要集中在

食品饮料领域。

15日，盐津铺子、安井食品、三只松鼠

等大众消费股创出历史新高， 涨幅分别为

10%、5.01%、3.58%。

在市场人士看来， 投资者追逐大众消

费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疫情期间，

大众消费品需求不受影响， 不少大众消费

股预告一季报业绩有望大幅增长。 如盐津

铺子预计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5000万

-6000万元，同比增长75%-110%。

二是近期促消费政策频出， 刺激消费

回补。 商务部日前表示，目前已有7个省20

多个地市组织发放了多种形式的消费券，

激发消费潜力，带动消费回补，在短期内取

得了积极成效。例如，杭州发放的消费券已

核销2.2亿元，带动消费23.7亿元，乘数效应

达10.7倍；郑州首期发放5000万元消费券，

发放两日核销1152.4万元， 带动消费1.28

亿元，乘数效应达11倍。

“疫情对必选消费龙头的影响将出现

长尾效应。 ” 天风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

师刘畅表示， 疫情对必选消费龙头带来的

消费黏性持续放大，业绩高增或持续全年。

刘畅认为， 首先， 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下，部分订单延后确认，二季度业绩将继续

高增；其次，疫情期间培养的消费习惯或将

持续；最后，头部企业在生产与运输方面恢

复较早，渠道上挤占中小企业空间。

开源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张宇

光表示， 目前大众品明显回暖，2020年二

季度有望加速成长。 疫情导致消费场景缺

失， 与餐饮及礼品相关的需求受到冲击。

节后礼品需求占比自然回落，加之餐饮逐

渐复苏，大众品呈现明显的回暖趋势。 如

牛奶，3月份依靠促销拉动增长较快，调味

品餐饮端已有部分动销，商超渠道依然供

需两旺。

北向资金尾盘“偷袭”

15日A股迎来分化行情， 但不可忽视

两大特点，一是大众消费个股新高不断，二

是北向资金尾盘加速流入。

Wind数据显示，15日北向资金净流

入达33.55亿元。从3月24日起，北向资金不

断加仓A股， 截至4月15日， 期间净流入

435亿元， 这段时间上证指数累计上涨

5.68%。

对于近期北向资金持续回流A股，光

大证券策略分析师谢超表示， 这意味着美

股恐慌性暴跌和美元指数上涨造成的流动

性危机已化解， 而A股市场估值所隐含的

增速预期已低于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进入价值投资的区间。

海通证券预计全年外资净流入约

3000亿元。 配置上，未来外资风格可能更

加均衡。过去几年经验显示，消费白马股是

外资配置重点， 但拉长时间看，QFII和北

向资金也会进行行业轮动，如QFII在2005

年-2009年、2012年以后分别加大了对金

融和消费股的配置力度，北向资金在2017

年加大了对科技股的配置力度， 这背后均

是相关行业的基本面出现明显改善。 2020

年科技股的盈利弹性更大。实际上，近几个

月以来， 北向资金持股市值中科技股市值

占比已经从2019年5月末最低的8%上升

到2020年3月底的13%， 背后正是科技股

业绩改善的驱动。

围绕三主线掘金

随着大众消费股的走强，市场关注度

日渐升温，“消费” 已成为市场重要投资

主线。

中信建投建议， 围绕三主线掘金大众

消费股。首先，国家已提出扩内需稳增长的

政策指引， 但在阶段性旅游等娱乐性活动

暂无法开展的情况下， 吃喝等基础消费成

为首选。 同时政府也在出台政策支持消费

回补， 未来2-3个月有望出现补偿性消费

高潮，餐饮供应链企业有望实现业绩改善。

其次，必选消费品有需求刚性，受疫

情影响较小，而且可以通过提价有效对抗

通胀，业绩增长确定性强。 在方向选择上，

关注速冻方便食品以及有强提价能力的

调味品板块。

第三，休闲食品空间大、品类多、业态

丰富，行业增速较快，整体呈现较高的景

气周期。 疫情期间民众居家加大了休闲零

食消费。 不同品类和业态下的龙头企业随

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均呈现较快增长态

势，如瓜子坚果品类龙头、线上休闲食品

巨头等。

刘畅看好啤酒板块机会。他表示，啤酒

企业中高端进程有望加速， 未来产品结构

升级仍是行业主线， 疫情并未破坏其长期

逻辑。二季度随着餐饮动销的恢复，啤酒行

业业绩有望逐季改善。

浙商证券看好小家电板块。 疫情期间

门店关闭、交通不畅等因素对线下门店影

响较大，但是在政府扶持以及电商平台的

优惠政策下，由于小家电免安装、体积小

等特点，线上销量受到的影响有限。 随着

疫情结束，线下向线上消费转移，线上渠

道占比将进一步提升，直播转化率也会随

着消费群体消费习惯的改变逐步提高，新

型营销方式和渠道将促进小家电行业稳

步发展。

有网友称，最近A股进入了“绿皮车时代” ，涪陵榨菜、洽洽食品、绝味食品、

桃李面包等大众消费股相继创出历史新高，A股“舌尖上的机会”凸显。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收盘价

（元）

市盈率 PE

(TTM、倍)

3月以来涨幅

（%）

总市值

（亿元）

603719.SH

良品铺子

55.48 58.25 121.12 222.47

600882.SH

妙可蓝多

25.00 376.55 52.91 102.34

002329.SZ

皇氏集团

7.33 126.27 49.90 61.40

002770.SZ

科迪乳业

2.96 - 35.78 32.41

300783.SZ

三只松鼠

82.38 132.25 34.59 330.34

603345.SH

安井食品

97.01 61.42 31.11 229.31

002847.SZ

盐津铺子

60.05 60.22 27.91 77.10

002695.SZ

煌上煌

21.16 49.29 26.33 108.63

603288.SH

海天味业

124.90 63.00 25.43 3,372.76

603711.SH

香飘飘

28.00 32.26 24.67 117.09

603696.SH

安记食品

9.35 46.47 24.50 21.99

002515.SZ

金字火腿

5.90 141.81 24.47 57.72

002507.SZ

涪陵榨菜

33.86 44.17 23.17 267.28

603777.SH

来伊份

12.92 372.25 22.93 43.81

600872.SH

中炬高新

45.93 50.96 21.51 365.90

603866.SH

桃李面包

53.25 51.34 21.08 350.85

603517.SH

绝味食品

48.95 38.81 20.51 297.92

000639.SZ

西王食品

5.73 13.12 19.13 61.85

000895.SZ

双汇发展

40.10 24.48 17.94 1,331.03

002216.SZ

三全食品

21.98 83.41 17.23 175.68

3月以来部分涨幅居前食品饮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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