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长17% 贵州茅台去年实现净利412亿元

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0.25元

本报记者 潘宇静

贵州茅台4月21日晚披露2019年年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4.3亿元，同比增长16.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2.06亿元，同比增长17.05%；基本每股收益32.80元。 公司拟拿出213.87亿元利润进行现金分红，对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0.25元（含税）。

全球酒业第一

2019年度，公司 完成茅 台酒及 系列酒基 酒产量 7 . 5万吨，同 比增长 6 . 88 % 。 茅台酒单 品销售 额、盈利 能力，持续 稳居国 内酒业 、全球酒 业第一。

分产品看 ，茅台酒 的营业 收入为 758 . 02亿 元，同比 增长 14 . 97 % ，毛 利率为 93 . 78 % ；其他系列 酒的营 业收入 为 95 . 42亿元，同 比增长 18 . 14 % ，毛利率 为 72 . 20 % 。 其中 ，茅台王子 酒完成 销售收 入 37 . 80亿元 ，继续保持 公司产 品第二 大单品地 位，赖茅 酒、汉酱 酒成为 10亿元级单 品。

国内市场营业收入依旧稳步攀升，2019年实现收入824.24亿元，同比增长15.53%；国外业务有所下滑，2019年营业收入为29.20亿元，同比下降11.19%。 为进一步优化营销网络布局，提升经销商整体实力，公司对部分酱香系列酒经销商进行了清理和淘汰，2019年内减少酱香系列酒经销商503家。

贵州茅台称：“白酒行业加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去产能和调结构的逐步深化，行业总体呈现产出规模稳中有降、产出效益逐步提升的新特征，具有品牌、品质、渠道等优势的酒企，处于竞争上游。 ”

截至4月21日收盘，贵州茅台股价报1200元/股，市值为1.51万亿元。

每股拟分红额居首

2019年的贵州茅台，经历了营销改革和“国酒”商标迭代升级等热点事件，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计划，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势头，实现了“股票上千元、市值过万亿”的历史性突破。

现金流充裕的贵州茅台分起红来不手软。 公司2019年利润分配预案是，以2019年年末总股本12.56亿股为基数，对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0.25元（含税），共分配利润213.87亿元。

贵州茅台表示：“公司坚持每年进行现金分红，截至2019年底，公司现金分红总额达757.32亿元，为上市募资金额的37.9倍，切实让股东分享到公司发展的红利。 ”

截至目前，已有逾千家上市公司披露2019年分红预案，贵州茅台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0.25元，每股拟分红金额位居各公司之首。

险资退出前十大股东

贵州茅台股东总户数仍处于减少趋势中，股东结构呈现长期化的特征。 截至2019年底，贵州茅台的股东人数为9.67万人，相较于2018年度的10.77万人，股东人数进一步下降。

多个基金对贵州茅台的仓位有所变动。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减持143.89万股。 深圳市瑞丰汇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瑞丰汇邦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增持6.61万股。

“国家队”中，证金、汇金保持对贵州茅台的持股不变，分别为803.95万股和1078.73万股。 同时，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新晋前十大股东，接受茅台集团划转的5024万股。

在前十大流通股东中，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有增持的动作，报告期内共增加持股240.84万股，持股比例达到8.15%。

值得一提的是，对比2019年的三季度披露的数据，险资退出了贵州茅台的前十大股东行列。

提高市场调控能力

2020年，对茅台而言，是强基固本、再启征程的起步之年。 公司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找问题、找措施、找目标”为抓手，谋划好新时期、新阶段茅台高质量发展的起跑线。 破除机制弊端，补齐发展短板，为推进茅台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大踏步前进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贵州茅台2020年的经营目标有三：一是实现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度增长10%左右；二是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3.71亿元；三是安全生产实现“双百双零三低”，环境保护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贵州茅台提出：“坚持以市场为中心，不断完善市场工作机制，着力提高市场服务能力和水平，做精做优市场服务质量；持续完善营销体制改革，优化直营渠道建设，提高市场调控能力。 此外，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开工建设坛厂片区8万吨系列酒包装车间、仁怀市有机高粱基地示范点等项目。 ”

135家房企整体增收不增利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1日晚20点，135

家上市房企发布2019年年报， 占全部应披露年

报数量的61.92%。 这些房企整体出现“增收不

增利” 现象：合计实现营业收入约4.8万亿元，同

比增长超2成；合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6636.62亿元，同比下降3.33%。

分化进一步加大

在披露年报的上市房企中，A股上市房企

占55家， 赴港上市内房股占80家。 2019年，这

135家上市房企合计实现营业收入约4.8万亿

元，相比上年同期的3.94万亿元，增长21.83%；

合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6636.62亿元，相比上年同期的6865.45亿元，下

降3.33%。

从已发布年报上市房企盈利能力看， 整体

出现较明显的“增收不增利”现象。 在“增收不

增利” 的房企中，不乏中国恒大、恒基地产、长实

集团、远洋集团、中交地产等大型知名房企。 受

这些大“块头” 的影响，已发布年报房企的整体

利润率有所下滑。

中国证券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70家上市

房企2019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0%，40家超过

30%，24家超过50%。 中国奥园、大悦城、佳兆业集

团、蓝光发展、绿城中国等多家公司净利润增长幅

度居前。 新鸿基地产、中国海外发展、碧桂园、万科

A等16家上市房企净利润绝对值超过100亿元。

而以嘉年华国际为代表的部分房企， 受物

业估值降低、重大减值亏损、销售结转退回等影

响，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出现了负值的情形。房

企之间的分化进一步明显。

不少房企选择进行现金分红， 但出于现金

流考虑， 谨慎调低了分红比例。 如蓝光发展表

示，2019年公司的分红比例为25%，与上年相比

略有调低，主要基于年初疫情影响考虑，适度增

加现金留存， 以应对安全保障和投资机会把握

方面的需要，保持财务的灵活性。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房企近期称，受疫情影

响，无法按时披露年报。

销售目标增速放缓

从房企目前披露的2020年销售目标看，绝

大多数房企预计2020年销售业绩依然会增长，

在此基础上上调了销售目标。 仅少数房企下调

了年度销售金额预期， 个别公司将2020年销售

目标定为与2019年持平。

在调高销售目标的房企中， 多数房企预计

全年销售增长速度相比往年有所放缓， 上调幅

度较为谨慎。以招商蛇口为例，公司董事长许永

军在2019年线上业绩发布会上透露，公司2020

年的销售额目标为2500亿元。 2019年，公司共

实现签约销售面积1169.44万平方米；签约销售

额2204.74亿元，同比增长29.25%。 2020年制定

的销售金额目标预计比2019年增长13.39%，相

比之下，增速放缓明显。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在头部房企中，

除了中国恒大将销售目标增速制定为30%外，

多数房企在制定2020年销售目标时态度普遍谨

慎。 融创中国、中海地产、华润置地和龙湖集团

等2020年销售目标较2019年销售收入的增幅

均在10%左右。

而以新城控股为代表的少数房企， 在2019

年年报披露后，宣布下调2020年销售目标。新城

控股2020年地产开发销售目标为2500亿元，新

开业吾悦广场30座， 商业管理年租金收入目标

55亿元。 公司表示，这是基于4000亿可售货值

考虑，根据去化率60%，这个目标是合理的。

从房企2020年一季度销售业绩看， 整体受

疫情影响较大。一季度销售遇阻，也是多数房企

谨慎调低2020年销售业绩的重要原因。

多数房企提出，今年要加大现金流管控力度，

通过提高项目周转、增加项目回款比例等手段，进

一步做大做强经营性现金流。 同时，积极扩大融资

途径，降低融资成本，严格控制资产负债比率。

土地出让整体下降

4月21日，财政部对外披露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支情况。2020年一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达到11117亿元，同比下降7.9%。

各地土地成交继续呈现分化趋势。 以一线

城市为代表的土地平均溢价率普遍较高， 流拍

率较低，土地出让温度不减。多数三四线及以下

城市，土地出让整体遇冷。

2020年1-3月份，北京地区成交土地出让金

达673.12亿元，平均溢价率为19.4%；土地成交建

面193.07万平方米，住宅用地占比达到93.9%；成

交楼面均价34864元/平方米。 从供应角度看，北

京一季度共推出土地规划建面227.98万平方米，

其中宅地合计190.96万平方米。

多数房企对2020年整体拿地态度普遍较为

谨慎。头部房企前期储备了较多低成本货值，纷

纷表态称将放缓拿地速度。 中型房企则普遍表

示，2020年会继续拿对的地，做对的产品，疫情

对投资和拿地，只有时间上的影响，没有数量和

质量上的影响。 小型房企态度不甚明朗。

从近期实际拿地情况看， 头部房企拿地依

然积极， 部分房企在一二线热点地区频频斩获

高溢价土地，与上述表态差别较大。

猪肉价格连续8周回落

生猪产能加快恢复 规模养殖场是主力

□本报记者 潘宇静

4月21日， 农业农村部消息，3月份生猪产销

秩序基本恢复，全国生猪生产继续向好，主要生

产指标好于2月份， 猪肉市场价格连续8周回落。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称：“主要生

产指标向好体现在生猪产能加快恢复，新生仔猪

数量继续增长，大部分省份生产稳中向好。 ”

“从短期看，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进一步提

高，生猪产能将快速恢复。 从中期看，规模养殖

场将成为主力军，以推动生猪产量。 从长期看，

居民食物消费升级， 带动猪肉生产稳定缓速增

长。”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猪肉

首席分析师周琳表示。

生猪生产继续向好

农业农村部对全国400个定点监测县数据

汇总的信息显示，3月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

2.8%， 增长速度快于1月份的1.2%和2月份的

1.7%。 自2019年10月份以来，能繁母猪存栏已

连续6个月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

四季度能繁母猪存栏比三季度增加了95万头，

2020年一季度又增加了301万头，2020年3月末

比2019年9月末增长13.2%。

农业农村部对全国16万家年出栏500头以上

规模猪场监测显示，2月份新生仔猪数量首次环比

增长，2月份、3月份环比增幅分别为3.4%、7.3%。

“新生仔猪育肥6个月即可出栏， 预示着7月份开

始商品肥猪上市量将逐步增加。 ”杨振海说。

“全国有28个省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

长，比上月增加2个省份。 ”杨振海介绍，有10个

省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幅超过4%， 四川、湖

南和河南等传统养猪大省能繁母猪存栏分别连

续4个月、5个月和7个月环比增长。

杨振海表示， 随着生猪产销秩序逐步恢复

正常，屠宰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前期压栏的肥猪

加快出栏， 加之储备肉投放调控， 猪价持续回

落。 据监测，4月份第3周猪肉价格为每公斤

52.96元，比2月份第3周的高点下降了近7元。

不过，他认为，从全年猪肉供需情况看，虽

然生猪产能恢复积极向好， 但猪肉供应偏紧的

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二季度猪肉供需还面临

着生产基数低、进口不确定性增加、消费回升等

三重因素叠加的压力， 可能是这一轮猪周期最

为困难的时期。 7月份后市场供应将逐步改善，

但下半年节日多，消费拉动力也更强，猪肉价格

高峰可能出现在9月份前后。 从同比涨幅看，由

于去年各月猪肉价格的走势由低到高， 今年随

着市场供应改善， 猪肉价格同比涨幅将持续收

窄，四季度甚至有可能同比下降。 ”

2021年恢复至常年水平

4月20日发布的 《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2020-2029）》（简称《报告》）认为，未来十

年猪肉供需关系将由阶段性偏紧向基本平衡格

局转变，进口呈高位下降趋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国， 约占居民

肉类消费量的三分之二。 2019年下半年猪肉供

需偏紧，猪价涨幅加大，全年猪价创历史高位。

2019年生猪市场紧俏，是在非洲猪瘟疫情、猪周

期以及部分地区不合理禁限养三重因素影响下

发展而来。

周琳表示， 从城乡居民猪肉消费的发展规

律来看，猪肉消费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

个阶段是2005年前，属于快速上涨期，消费量快

速提升，城乡消费逐步加大。 第二阶段是2005年

至2012年，属于稳定上涨期，这期间城乡差异进

一步扩大。 2013年开始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消费

量趋于稳定，并逐渐接近消费的峰值。

《报告》 指出， 在猪肉产能快速恢复的前提

下，2021年底生猪产量将恢复至常年水平， 之后

呈平稳增长态势，预计到2029年猪肉产量为5972

万吨，与基期相比，增长18.6%，年均增速为1.9%。

周琳认为， 从短期来看， 随着生猪产能恢

复，猪肉价格将回落到合理水平，猪肉消费将恢

复到接近常年水平。 从长期看，在居民消费升级

和人口增加影响下，猪肉消费将缓慢增加。

《报告》 预计， 到2025年， 猪肉需求量为

5853万吨，较基期增长13.1%，人均消费量较基

期增长10.8%。 至2029年， 猪肉消费量需求为

6077万吨，较基期增长17.5%，人均消费量较基

期增长14.4%。

“未来在猪肉消费逐步稳定的情况下，新的

消费形态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冷鲜猪肉消费占

比将显著提升；二是猪肉加工制品的消费市场将

得到进一步培育； 三是猪肉消费分层逐步形成，

如黑猪等地方特色猪肉消费增长。 ”周琳说。

龙头企业凸显优势

近日， 多家生猪养殖企业披露一季度销售

数据，生猪销售收入同比提升，企业净利润随之

大幅走高，多家龙头公司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招商证券农业团队4月21日发布的调研结果

显示，生猪行业种猪储备恢复速度缓慢，质量较

差，二元母猪依旧短缺，三元母猪则呈现高补高

淘态势。 受制于二元能繁母猪的短缺，尤其是中

小养殖户的补栏主要以三元留种为主。而三元能

繁母猪的产子性能低下，预计2020年三元猪占比

仍然持续增加。 同时，以牧原股份为代表的企业

二元能繁母猪开始放量增加，养殖效率正逐步回

升，大型企业依旧是产能恢复的绝对主力。

招商证券认为， 具有较强长期成长逻辑的

卓越养殖企业二季度即将放量增长， 其迎来的

或是长达多个季度的量价双升期。 量增的可持

续性、确定性和始终领先于行业的成本优势，将

是投资的主线条。

太平洋证券也认为，从生长周期来看，生猪

养殖企业2019年三季度补栏到育肥猪出栏需要

10个月，到2020年一季度末和二季度，上市公

司生猪出栏量将环比快速增长。

正邦科技4月12日对机构投资者给出的出栏

规划是，上半年出栏30%左右，下半年出栏70%左

右，从二季度开始会有仔猪对外销售计划。

天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吴立表示， 猪价连

续8周下降并不会影响上市企业继续扩张的步

伐，目前本身属于生猪市场的淡季，预计5月至6

月生猪价格会有所回升。 从整个猪周期的角度

看，目前企业补栏的意愿仍偏低，未来两年生猪

价格还会维持高位。 考虑到非洲猪瘟仍有零星

发生，有资金、防疫优势的大企业更有话语权。

中国石油集团：

不失时机深化改革

□本报记者 刘杨

4月20日，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党组召开

会议提出，低油价使公司大而不强矛盾凸显，

“水落石出” ，要按照中央要求，不失时机地

推进深化改革。 要想方设法把提质增效具体

措施落到实处，动员全体干部员工，结合各企

业实际情况，真正落实“战严冬、转观念、勇

担当、上台阶” 。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用“钉

钉子” 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共克时艰，为

公司渡过难关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当前的挑战前所未有，要充分

估计困难、 风险和不确定性， 切实增强紧迫

感，扎实推进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当前要认真

贯彻落实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切实担负起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主力军的职责。 研判当前困

难局面会持续多长时间， 把困难和挑战估计

得更充分一些， 把应对措施考虑得更周全一

些，保证公司平稳运转。 同时，助力打好“三

大攻坚战” ， 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

有挑战的情况下，慎之又慎，防范企业重大风

险。认真落实“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

线” 要求，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保证队伍

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贡献。

会议强调，要切实用好财务决算成果。要

进一步归纳总结， 针对各业务板块做深入细

致分析，并做好分析成果应用，提升关键经济

指标。 要把对标过程中发现的好经验好做法

进行总结推广，把问题和不足分析透，利用财

务数据分析成果更好地指导和改进工作。 要

坚持开源节流并重，以超常规思维、革命性措

施，渡过难关。要聚焦“两利三率”指标体系，

经营上灵活应对， 努力把疫情和油价影响控

制在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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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一季度

销售收入1822亿元

□本报记者 张兴旺

4月21日，华为发布2020年一季度经营业

绩。 2020年一季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822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净利润率为7.3%。

华为表示，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形

势下，公司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员工身体健康，

并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

同克服高难度生产挑战，及时有序复工复产。

华为各项业务开展正常， 整体经营结果符合

预期。

任正非称，“我们有信心实现今年的销

售和利润目标。 ”

研发经费或超200亿美元

早在3月25日， 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

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这次疫情对华为的生

产、销售、交付有一定影响。 预测一季度收入目

标有适当下降，估计对年度计划不会有影响。

任正非称， 华为手机现在中国市场的销

量每天大概在45万部左右， 国际市场有衰

退。 4月后开始增长，每个月的销售量预计大

概是2000多万部。 不过，由于这次疫情出现，

华为的平板、 电脑……有关产品的销售量是

5-6倍的增长， 这些平板已经预装了华为

HMS操作系统。

任正非表示， 华为今年研发经费可能超

过200亿美元。“我们克服困难的能力越来越

强，面对的困难和遇到的挑战会越来越少，我

们有信心实现今年的销售和利润目标。 ”

任正非直言，“我们投入了这么多研发经

费，也收缩了一些不够健康的产品线，把那些

减下来的优秀工程师调到主产品线上来，我们

今年会把产品和服务做得更好。 财务成绩还是

取决于产品的质量、服务的优良以及客户的信

任，从这点来说，华为全体员工都奋起努力去

实现目标，我们相信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

发挥特长携手抗击疫情

华为表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网络就是

生命线，保障通信网络的正常运行尤为重要。华

为全力协助全球运营商保障疫情期间网络稳

定、安全地运行，满足人们在社交隔离期间在线

办公、在线教育和在线购买生活物资的需求。

华为称， 公司与合作伙伴一起快速上线

多种5G和AI医疗应用，为抗击疫情、拯救生

命发挥通信人的专业所长。AI辅助新冠CT诊

断，将CT看片时间从12分钟缩短到2分钟，帮

助医生提高诊断效率；5G远程视频会诊，弥

补一线专家资源不足， 提高重症患者诊疗效

率；AI热成像人体测温，提升了公共场所疫情

防控效率。同时，华为力所能及向一些国家和

组织捐赠口罩、测试试纸等紧缺防护物资。

疫情之下，华为如何在全球市场开展竞争

以及对公司管理有何影响？任正非表示，管理公

司就像现在远程采访一样， 工作也可以采用远

程办公、 远程会议的方式。 华为减少员工的流

动，本地员工在本地流动，跨境流动减少。 现在

一部分国际合同都是扩容项目，在机房完成，通

过软件提升来实现， 并不需要在野外作业。 所

以，现在华为的合同销售还可以继续增长。

□本报记者 潘宇静

全球酒业第一

2019年度，公司完成茅台酒及系列酒基酒

产量7.5万吨，同比增长6.88%。 茅台酒单品销

售额、盈利能力，持续稳居国内酒业、全球酒业

第一。

分产品看， 茅台酒的营业收入为758.02亿

元，同比增长14.97%，毛利率为93.78%；其他

系列酒的营业收入为95.42亿元， 同比增长

18.14%，毛利率为72.20%。 其中，茅台王子酒

完成销售收入37.80亿元， 继续保持公司产品

第二大单品地位，赖茅酒、汉酱酒成为10亿元

级单品。

国内市场营业收入依旧稳步攀升，2019年

实现收入824.24亿元，同比增长15.53%；国外业

务有所下滑，2019年营业收入为29.20亿元，同

比下降11.19%。为进一步优化营销网络布局，提

升经销商整体实力， 公司对部分酱香系列酒经

销商进行了清理和淘汰，2019年内减少酱香系

列酒经销商503家。

贵州茅台称：“白酒行业加速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随着去产能和调结构的逐步深化，行

业总体呈现产出规模稳中有降、 产出效益逐步

提升的新特征，具有品牌、品质、渠道等优势的

酒企，处于竞争上游。 ”

截至4月21日收盘， 贵州茅台股价报1200

元/股，市值为1.51万亿元。

每股拟分红额居首

2019年的贵州茅台， 经历了营销改革和

“国酒” 商标迭代升级等热点事件，圆满完成了

年度工作计划，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势头，实现了“股票上千元、市值过万亿” 的历

史性突破。

现金流充裕的贵州茅台分起红来不手软。

公司2019年利润分配预案是，以2019年年末总

股本12.56亿股为基数，对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170.25元 （含税）， 共分配利润

213.87亿元。

贵州茅台表示：“公司坚持每年进行现金分

红，截至2019年底，公司现金分红总额达757.32

亿元，为上市募资金额的37.9倍，切实让股东分

享到公司发展的红利。 ”

截至目前， 已有逾千家上市公司披露2019

年分红预案， 贵州茅台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70.25元，每股拟分红金额位居各公司之首。

险资退出前十大股东

贵州茅台股东总户数仍处于减少趋势中，

股东结构呈现长期化的特征。截至2019年底，贵

州茅台的股东人数为9.67万人， 相较于2018年

度的10.77万人，股东人数进一步下降。

多个基金对贵州茅台的仓位有所变动。 中

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减持143.89万股。 深圳市瑞丰汇邦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瑞丰汇邦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增持6.61万股。

“国家队” 中，证金、汇金保持对贵州茅台

的持股不变，分别为803.95万股和1078.73万股。

同时， 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新

晋前十大股东，接受茅台集团划转的5024万股。

在前十大流通股东中，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有增持的动作， 报告期内共增加持股

240.84万股，持股比例达到8.15%。

值得一提的是，对比2019年的三季度披露的

数据，险资退出了贵州茅台的前十大股东行列。

提高市场调控能力

2020年，对茅台而言，是强基固本、再启征

程的起步之年。 公司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以“找问题、找措施、找目

标” 为抓手，谋划好新时期、新阶段茅台高质量

发展的起跑线。 破除机制弊端，补齐发展短板，

为推进茅台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大踏步前进

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贵州茅台2020年的经营目标有三： 一是实

现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度增长10%左右；二是完成

基本建设投资53.71亿元；三是安全生产实现“双

百双零三低” ，环境保护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贵州茅台提出：“坚持以市场为中心， 不断

完善市场工作机制， 着力提高市场服务能力和

水平，做精做优市场服务质量；持续完善营销体

制改革， 优化直营渠道建设， 提高市场调控能

力。 此外，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开工建

设坛厂片区8万吨系列酒包装车间、仁怀市有机

高粱基地示范点等项目。 ”

增长17% 贵州茅台去年实现净利412亿元

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0.25元

� 贵州茅台4月21日晚披露2019年年报。 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4.3亿元，同比增

长1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12.06亿元，同比增长17.05%；基本每股收

益32.80元。公司拟拿出213.87亿元利润进行

现金分红，对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70.25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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