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期复苏夏风暖 资金痛饮庆功酒

□本报记者 马爽 张利静

� “现在闭着眼投资白酒股都能带来非常不错的收益，更别提贵州茅台、五粮液这些大牛股了。 ”有投资者表示。

作为A股长青板块，白酒投资备受投资者关注。 特别是2016年以来随着行业复苏周期开启，现货市场炒酒产业链随之卷土重来。 总体来看，参与资金更加青睐大众白酒品牌，由于资金和资源优势，它们在炒酒产业链中具有较强话语权。

复苏周期开启

白酒行业具有较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 历史上，白酒行业主要经历过三次大的调整，分别是1989-1992年、1998-2003年和2012-2015年。 本轮白酒景气周期开启于2016年。

白酒是消耗品且其产品特点之一是能够长期储存不变质，不容易被淘汰，由此备受资金青睐，每当白酒产业复苏之际，资金便出没于各大酒厂和酒商之中。 但与大众印象有所不同的是，圈内人士透露，高端酒似乎并非这些资金的目标。

“很多人认为白酒炒的是高端酒和年份酒，其实不然。 这几年随着白酒产业复苏，大量资金涌入，大众品牌白酒反而被广泛炒作。 ”白酒经销商王先生表示，一些大众品牌销售渠道垂直，没有中间环节赚差价，价格接近生产成本，而一段时间过后，原材料、包装甚至是人力成本的涨价又很可能会推升这些大众酒的价格，增值确定性因此更为明显。

“30块钱的酒涨个2、3块，总比1000元的酒涨20块，利润来的多。 ”一位酒商告诉记者。

王先生表示，一些二线品牌酒前几年价格增长趋势显著，很受资金青睐。 “有人甚至几千件几千件地买入，待到合适的价格再抛售。 ”

“从上下游角度看，炒酒资金在整个链条中更具话语权，一方面他们拿货价格通常比市场价格要低，另一方面，囤货越多对他们（与酒厂博弈）越有利，可以随时抛货砸盘以占先手。 ”王先生表示，当炒作者选择大量抛货时，酒厂一般会出面交涉，采取回购或者用新酒交换的方式来维护品牌价值和价格体系。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在营的带有“白酒生产”的企业共有2994家，带有“白酒经销”字眼的在营企业共564家。

炒酒的套利法门

有经销商表示，受库存周期影响，酒厂有时也会一次出掉大量的便宜货源，但通常是找大资金合作，一般不会大量放到市场上降价散卖。

白酒行业对降价行为的容忍度较低。 “白酒这门生意不是靠降价来做的，即便在较为困难的时候酒厂也不会轻易降价，尤其是2016年开始的这一轮白酒景气复苏，企业更害怕品牌掉队。 ”安信证券首席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苏铖表示。

“有时候，投资者看到酒厂提价效率不及预期也会选择抛货，无形之中对酒厂增加了压力，经销商看到投资者不愿意继续接货，往往也会选择调整销售策略。”王先生表示，酒厂、经销商和投资者中间有一股无形的默契。“白酒产业链中，厂家、经销商和渠道之间存在着高度统一的利益关系。”

王先生介绍，目前个人投资白酒现货尚属于少数群体，更多是有实力的大资金在玩。他们资金充足，在上下游均拥有固定渠道，不愁卖不出去。“小资金个人投资者也有，主要是通过一些二手交易平台来出货，但运费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另外也有一些懂酒、爱酒的收藏人士，“这部分人比较青睐品牌的酱香酒，以及酒圈认可度较高的白酒。白酒收藏和炒作区别很大”。

资金介入成趋势

白酒投资风险几何？ 王先生不建议普通投资者参与。 他表示，很多酒企的发展与当地扶持政策高度相关，一旦政策改变，酒厂经营很可能面临巨大变化，更有可能带来市场震荡。“散户永远别想着挣资本的钱，到时候逃都来不及，只能被套牢。 ”

“实际上，那些大量炒作中低端品牌白酒的人，很少真正爱酒、懂酒。 但随着行业复苏，资本大量进入已成趋势。 ”

从A股投资角度看，7月1日白酒指数强势走高，领涨两市概念板块。 Wind数据显示，截至当日收盘，白酒指数涨6.95%，涨幅居行业指数之首。 17只成分股集体收涨，其中老白干酒、迎驾贡酒、酒鬼酒、泸州老窖、金种子酒涨停，舍得酒业、古井贡酒、今世缘涨幅分别为9.59%、8.63%、7.19%。

值得一提的是，酒鬼酒、泸州老窖、五粮液、贵州茅台等多只股票均创出股价历史新高。 盘中，五粮液、贵州茅台最高分别达到185.10元 /股、1506.10元/股。

粤开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刘萍表示，终端消费场景恢复，行业库存去化至合理水平，叠加中秋节、国庆节因素，下半年高端白酒涨价可能性较大，继续看好高端白酒消费复苏、提价预期带来的股价表现。

川财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欧阳宇剑表示，白酒行业逐步进入业绩兑现期，考虑到消费场景逐步恢复正常、主要酒企价格体系保持稳定、行业渠道库存维持健康水平，建议投资者关注确定性较强的高端酒，以及恢复较好的次高端、区域酒布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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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85.07 85.21 -0.13 -0.16

商品期货指数

1056.46 1060.82 1062.02 1055 1056.31 4.5 0.43

农产品期货指数

816.76 824.54 825.24 814.83 817.15 7.39 0.9

油脂期货指数

463.04 465.6 466.68 460.03 465.26 0.34 0.07

粮食期货指数

1310.41 1311.69 1316.59 1309.2 1310.41 1.28 0.1

软商品期货指数

669.28 671.42 672.3 667.61 668.55 2.87 0.43

工业品期货指数

1086.7 1088.71 1090.8 1083.38 1086.16 2.55 0.24

能化期货指数

510.25 512.74 513.25 509.61 510.5 2.23 0.44

钢铁期货指数

1576.44 1571.8 1581.87 1558.91 1576.39 -4.59 -0.29

建材期货指数

1174.55 1179 1180.4 1171.8 1174.29 4.7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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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64 863.7 855.11 862.84 4.77 860.42

易盛农基指数

1140.47 1148.78 1137.59 1147.67 14.68 1144.63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7月1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7月1日）

上半年险资调研A股公司超2000次

□本报记者 薛瑾 黄一灵

整个2020年上半年，保险公司及保险

资管公司在调研A股上市公司的道路上

步履不停。数据显示，121家保险公司及保

险资管公司通过现场会议、 视频会议、网

络会议等形式对424家上市公司进行调

研， 调研总次数达到2042次， 同比增长

173%。 其中医疗股、 科技股最受险资欢

迎，消费、制造行业也受到较多关注。

调研次数增长近两倍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121家保险

公司或保险资管公司累计参与A股上市

公司调研共计2042次。 而去年同期，103

家保险公司或保险资管公司参与A股上

市公司调研共计748次。 今年调研家数和

总调研次数同比大幅提高，其中调研次数

同比增长173%。

从各家险企调研情况来看， 国寿养

老、平安养老、长江养老调研“最勤奋” ，

半年内调研次数分别达到242次、166次、

143次。前海人寿、太平养老、国华人寿、中

国人寿、上海人寿、天安人寿、人保养老调

研次数也超50次，排名靠前。

上半年参与调研的险企几乎是“全谱

系”出动。 大型险企、中小型险企，交银康

联人寿、建信人寿、农银人寿等“银行系”

寿险公司，以及中英人寿、友邦保险、中荷

人寿等外资或合资险企均参与过调研。

医股科技股受青睐

从调研对象来看，上半年险资调研的A

股上市公司多集中于医疗医药领域、科技领

域以及消费领域。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

是险企关注的重点，科创板公司也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涉“医”股显著增加，侧面反映

出新冠疫情影响下， 险资尝试寻觅优质资

产。 Wind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生物医药

指数以71.75%的涨幅位居板块涨幅榜前

列，同期上证综指涨幅为-2.15%。

上半年，保险机构“扎堆”关注的个股

主要包括迈瑞医疗、海康威视、博雅生物、

利亚德、信维通信、周大生、南极电商、德赛

西威、永高股份、珠江啤酒，至少有20家保

险公司或保险资管公司参与了对上述个股

的调研。迈瑞医疗上半年股价表现不俗，截

至6月30日收盘，累计涨幅接近70%。

刚刚过去的6月， 最受险资调研欢迎

的当属海康威视， 其6月共获得了17家保

险公司和保险资管公司的关注，全月股价

累计涨幅也超过10%。

投资权益资产兴趣足

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险资新增持

股超过150只， 其中科技股和医药股占比

最高。 另据中保协披露信息显示，今年上

半年险资举牌次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举

牌保险公司既包括中国人寿、中国太保这

样的大型险企，也包括百年人寿、中信保

诚、安信农险等中小险企。

总部位于北京的某保险资管机构人

士表示，“权益类投资以绝对收益为导向，

坚持价值投资理念。 对于重点产业链进行

专题性、前瞻性研究，精选核心品种。 ” 据

透露，近段时间以来，随着国内新冠疫情

缓解和相关政策释放利好，权益市场出现

回暖，令险资重燃入市热情。

上半年券商IPO保荐收入整体翻番

数据显示， 上半年共有40

家券商IPO承销保荐入账66.6亿

元，承销规模合计1360.48亿元，

均较去年同期翻番。 从排名来

看，中信建投、中金公司位居前

二，头部券商地位依旧巩固，民

生证券、国金证券两家中小券商

强势入围前十。

中信建投、中金公司上半年

IPO承销保荐收入分别为7.71亿

元、7.01亿元，市场份额分别达到

11.57%和10.52%。 光大证券凭

借4.99亿元规模位居第三，市场

份额为7.49%。 收入排名居业内

前十的还有中信证券、 国金证

券、招商证券、民生证券、华泰联

合证券、 广发证券和海通证券，

上半年IPO承销保荐收入分别为

4.44亿元、3.99亿元、3.63亿元、

3.35亿元、3.25亿元、2.88亿元、

2.55亿元。 今年上半年IPO保荐

收入过亿元的券商共有17家

（去年10家）。

今年上半年为IPO企业提

供承销保荐服务最多的是中金

公司、 中信建投和光大证券，保

荐数量分别为13家、11家和10

家， 市场份额分别达到10.4%、

8.8%和8%。

兴业证券分析师许盈盈指

出， 监管层考虑在科创板引入

T+0交易、将科创板股票纳入沪

股通标的， 引入做市商制度；叠

加流动性宽松、 再融资落地、创

业板注册制推进，为券商降低成

本、 扩容业务提供有力环境，本

年度行业ROE有望继续小幅改

善。（胡雨）

浙江加快培育小微企业首贷户

浙江银保监局日前联合多

部门印发 《浙江省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首贷户培育工作方

案》，要求各银行机构建立差异

化的授信管理体系，为首贷户建

立专门审批通道。 与此同时，鼓

励银行机构加大首贷款户正向

考核激励，将首贷户拓展指标纳

入内部考核，并通过内部转移定

价优惠或经济利润补贴。细化完

善首贷户尽职免责机制，适度提

高普惠型小微企业首贷不良率

容忍度，充分调动基层行首贷户

拓展积极性。

《方案》针对首贷户风险相

对较大、 抵质押物相对缺乏的情

况，通过财政激励和风险补偿、担

保和保证保险增信等， 提高银行

放贷积极性和首贷户金融服务可

得性。 推动有条件地区对小微企

业贷款拓展建立分层递进式正向

激励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等。 指

导辖内银行机构通过金融科技赋

能，借助大数据分析，为小微企业

首次申请贷款提供便利等。

2020年1-5月， 浙江辖内

（不含宁波） 银行业新增首次贷

款企业约4万户，同比增加39.5%。

下一步， 浙江银保监局将加强辖

内银行业首贷户工作持续跟踪监

测分析和监管引导： 一是探索设

立科学的首贷户监测分析体系，

将首次获得个人经营性贷款的个

体工商户纳入监测范围， 全面反

映首贷户工作情况。 二是开展监

测通报， 各级监管部门将及时分

析各条线、 各地区首贷户拓展情

况，对工作进度落后的机构，加大

督导指导力度。 三是加大首贷户

工作成效的评价和运用。 将银行

机构首贷户情况纳入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监管评价，以及各地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评价。 四是

加大违规行为的处置力度。 同

时，加强首贷户拓展弄虚作假行

为的甄别和处置，采取必要的监

管措施， 切实提升首贷户金融服

务质效。（陈莹莹）

地产融资仍是监管整治重中之重

近期，银保监会印发《关于

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

治“回头看” 工作的通知》（简

称《通知》）。 从内容看，房地

产、影子银行等仍是监管的重中

之重。 与往年相比，此次“回头

看” 政策涉及房地产融资的内

容更多更细致。 业内人士表示，

过去两年，涉及房地产的融资始

终处于监管高压之下，今年融资

环境整体较为宽松，涉房业务又

是金融机构利润较为丰厚的部

分，预计银行、信托资金将愈加

向大中型房企倾斜。未来房企融

资环境预计持续两极分化。

涉房业务成重点

此次《通知》检查内容涵盖

从宏观政策执行到创新业务等

几大领域， 涉及银行、 保险、信

托、金融资产管理和金融租赁等

五类金融机构。

针对银行系统，政策继续明

确“房住不炒”内容，将重点严查

几类违规操作： 表内外资金直接

或变相用于土地出让金或土地储

备融资； 未严格审查房地产开发

企业资质，违规向“四证”不全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融资； 个人

综合消费贷款、经营性贷款、信用

卡透支等资金挪用于购房； 流动

性贷款、并购贷款、经营性物业贷

款等资金被挪用于房地产开发；

代销违反房地产融资政策及规定

的信托产品等资管产品。

对保险机构， 此次政策明

确，将重点监管以下行为：通过

股权投资、不动产投资等方式违

规向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房地产

公司、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

对信托机构，此次政策明确，

要重点监管以下行为： 未严格执

行房地产信托贷款监管政策，向

不满足“四三二” 要求的房地产

开发项目提供贷款； 直接或变相

为房地产企业提供土地储备贷款

或流动资金贷款； 以向开发商上

下游企业、 关联方或施工方发放

贷款等名义将资金实际用于房地

产开发， 规避房地产信托贷款相

关监管要求； 对委托方信托目的

合法合规性审核不严， 为各类资

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提供便

利；人为调整房地产业务分类、规

避合规要求或规模管控要求。

向大中型房企倾斜

对金融机构而言，涉房业务

风险小、利润较为丰厚，各家机

构在合规前提下都非常重视，预

计未来业务会愈加倾向大中型

房企。 专家表示，银行仍是房地

产企业和购房者获得资金的主

要渠道。 对银行而言，不少银行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执行开发贷

白名单制度，只与排名居前的房

企开展相关业务。

信托业面临的挑战主要来

自三个方面：第一是规模红线无

法撼动。目前房地产信托处于严

格监管中， 按照监管部门的要

求，各家房地产信托额度务必不

能超过2019年底。 这意味着总

量“天花板”始终存在。

第二是信托渠道吸引力在

部分丧失。 今年以来，大型房企

债券融资成本一低再低，个别已

经低至3%以下。 面对如此低成

本的资金，一些大型房企有底气

对融资渠道“挑三拣四” 。

此外，《信托公司资金信托

管理暂行办法》 正在向社会征

求意见中。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尽管资金信托新规并未明确限

制房地产信托，但对非标债权集

中度、投资非标债权资产比例做

出限制，扼住了非标的“喉咙” 。

一旦新规落地实施，预计通过信

托融资压缩的房地产资金量将

达到万亿级。 （张玉洁）

重庆三峡银行上市获批

A股首家“信托系” 银行有望诞生

□本报记者 戴安琪 黄一灵

近日，重庆三峡银行上市申请获银保

监会批准。 根据证监会官网显示，三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材料已于6月22日被接收，6月

28日三峡银行获受理通知。此举被业内解

读为，A股有望迎来首家信托系商业银

行。而目前，A股正在排队IPO的银行数量

达19家。

分析人士称，银行股权是信托公司实

现固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较好渠道。 此外，

信托公司与银行之间能形成业务协同，存

在巨大合作空间。这些都是信托公司积极

布局银行股权投资的重要因素。

股东显著受益

三峡银行是一家中小银行，其欲上市

补充资本金并不意外。 不过，三峡银行最

大看点是由重庆国际信托控股。 数据显

示，三峡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重庆国际信

托，持有股份数量为16.16亿股，持股比例

近29%。

这意味着三峡银行一旦成功上市，将

成为首家信托控股上市银行，重庆国际信托

业绩助推和业务协同效应也将进一步强化。

受益于控股股东为信托公司，三峡银

行获得较多信托产品代销资格，联合资信

在 《重庆三峡银行2019年跟踪信用评级

报告》中提到，2018年以来，三峡银行主

动调整投资策略和业务结构，压缩信托产

品及资产管理计划等投资规模，增加债务

融资工具投资力度，但其持有的信托产品

及资产管理计划规模仍较大。

截至2019年末，三峡银行资产总额为

2083.85亿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4.92

亿元，同比增长18.94%；实现净利润16.05

亿元，同比增长25.42%。

银行股权受青睐

近年来信托公司积极转型，股权投资

成为重要方向之一。 安信信托董事长王少

钦日前透露， 在主动管理的投资布局上，

安信信托已经涉足生物医药、 光伏新能

源、仓储物流、养老等领域，以后还会继续

向股权投资方面转型。

由江苏信托牵头的课题组研究指出，

从固有业务行业配置情况看，信托公司对

金融行业配置比例越来越高，近半数固有

资金都配置在该领域，其中主要是金融股

权投资、金融产品投资等。 信托公司股权

投资方面，吉林信托、山西信托、华润信托

长期股权投资占比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 分别为84.66%、81.49%和67.52%，主

要以银行、基金公司、券商等优质金融股

权为主。

缘何信托公司对银行股权的兴趣越

来越浓厚？

某信托人士表示，首先，银行股权是

实现固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较好渠道；其

次， 信托公司与银行之间能形成业务协

同，比如资金供给、投贷联动、家族信托

等；第三，部分信托公司致力于金融控股

集团发展目标，就投资标的来看，信托自

有资金只能投资金融机构股权，而小银行

价格合适，业绩也相对稳定。

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亦认为，信托

公司入股银行的一大原因是银行和信托

合作空间较大，不论是在项目资源还是在

客户资源上，协同效应较突出。

合作空间巨大

“信托是最懂银行的资管机构。 一方

面，信托的传统信托贷款业务与银行的信

贷业务有很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在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信托和银行是合作最

密切的金融机构，在资产、资金和产品上

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合作基础。 ” 平安信托

固定收益部董事总经理陈勇表示。

不过，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成立，也让

不少信托公司“捏了把汗” 。

有研究人士指出，在银行理财子公司

成立之前，银行理财和信托公司之间合作

关系大于竞争关系，彼此的客户群体有显

著差别。 但随着双方投资范围趋同，之前

的合作模式会受到冲击，一方面是客户层

面的竞争会加剧，另一方面，之前的代销

模式也会受到冲击。

但交银国际信托则认为，二者仍有很

多合作机会。 从中期来看，作为资管行业

的两大类重要持牌金融机构，信托公司与

理财子公司将在资产拓展、 资金募集、系

统建设等方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合作。 例

如产品配置上，理财资金可以投资信托产

品。 聚焦某一类产品类型或策略的精品型

理财子公司需与其他资管机构合作，丰富

产品类别，信托能够弥补对高净值客户服

务的空白；而信托公司也可以通过配置银

行理财产品，满足部分对于流动性资产占

比要求较高的家族信托客户。 此外，在产

品认购方面，信托与银行理财子公司存在

交叉合作，银行系信托公司与集团内理财

子公司的合作较为紧密，产品丰富、体系

完整的机构将更具竞争优势。

□本报记者 马爽 张利静

复苏周期开启

白酒行业具有较明显的周期性和季

节性。 历史上，白酒行业主要经历过三次

大 的 调 整 ， 分 别 是 1989-1992 年 、

1998-2003年和2012-2015年。 本轮白酒

景气周期开启于2016年。

白酒是消耗品且其产品特点之一是

能够长期储存不变质， 不容易被淘汰，由

此备受资金青睐， 每当白酒产业复苏之

际， 资金便出没于各大酒厂和酒商之中。

但与大众印象有所不同的是，圈内人士透

露，高端酒似乎并非这些资金的目标。

“很多人认为白酒炒的是高端酒和年

份酒，其实不然。 这几年随着白酒产业复

苏，大量资金涌入，大众品牌白酒反而被

广泛炒作。 ” 白酒经销商王先生表示，一

些大众品牌销售渠道垂直，没有中间环节

赚差价，价格接近生产成本，而一段时间

过后，原材料、包装甚至是人力成本的涨

价又很可能会推升这些大众酒的价格，增

值确定性因此更为明显。

“30块钱的酒涨个2、3块， 总比1000

元的酒涨20块，利润来的多。 ” 一位酒商

告诉记者。

王先生表示，一些二线品牌酒前几年

价格增长趋势显著，很受资金青睐。“有人

甚至几千件几千件地买入，待到合适的价

格再抛售。 ”

“从上下游角度看， 炒酒资金在整个

链条中更具话语权，一方面他们拿货价格

通常比市场价格要低，另一方面，囤货越

多对他们（与酒厂博弈）越有利，可以随

时抛货砸盘以占先手。”王先生表示，当炒

作者选择大量抛货时，酒厂一般会出面交

涉，采取回购或者用新酒交换的方式来维

护品牌价值和价格体系。

天眼查数据显示， 目前在营的带有

“白酒生产” 的企业共有2994家， 带有

“白酒经销”字眼的在营企业共564家。

炒酒的套利法门

有经销商表示， 受库存周期影响，酒

厂有时也会一次出掉大量的便宜货源，但

通常是找大资金合作，一般不会大量放到

市场上降价散卖。

白酒行业对降价行为的容忍度较低。

“白酒这门生意不是靠降价来做的， 即便

在较为困难的时候酒厂也不会轻易降价，

尤其是2016年开始的这一轮白酒景气复

苏，企业更害怕品牌掉队。 ” 安信证券首

席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苏铖表示。

“有时候，投资者看到酒厂提价效率不

及预期也会选择抛货，无形之中对酒厂增加

了压力， 经销商看到投资者不愿意继续接

货，往往也会选择调整销售策略。 ”王先生

表示，酒厂、经销商和投资者中间有一股无

形的默契。“白酒产业链中，厂家、经销商和

渠道之间存在着高度统一的利益关系。 ”

王先生介绍， 目前个人投资白酒现货

尚属于少数群体，更多是有实力的大资金在

玩。 他们资金充足，在上下游均拥有固定渠

道，不愁卖不出去。“小资金个人投资者也

有， 主要是通过一些二手交易平台来出货，

但运费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另外也

有一些懂酒、 爱酒的收藏人士，“这部分人

比较青睐品牌的酱香酒，以及酒圈认可度较

高的白酒。 白酒收藏和炒作区别很大” 。

资金介入成趋势

白酒投资风险几何？ 王先生不建议普

通投资者参与。他表示，很多酒企的发展与

当地扶持政策高度相关，一旦政策改变，酒

厂经营很可能面临巨大变化， 更有可能带

来市场震荡。“散户永远别想着挣资本的

钱，到时候逃都来不及，只能被套牢。 ”

“实际上， 那些大量炒作中低端品牌

白酒的人，很少真正爱酒、懂酒。 但随着行

业复苏，资本大量进入已成趋势。 ”

从A股投资角度看，7月1日白酒指数

强势走高，领涨两市概念板块。 Wind数据

显示，截至当日收盘，白酒指数涨6.95%，涨

幅居行业指数之首。17只成分股集体收涨，

其中老白干酒、迎驾贡酒、酒鬼酒、泸州老

窖、金种子酒涨停，舍得酒业、古井贡酒、今

世缘涨幅分别为9.59%、8.63%、7.19%。

值得一提的是，酒鬼酒、泸州老窖、五

粮液、贵州茅台等多只股票均创出股价历

史新高。 盘中，五粮液、贵州茅台最高分别

达到185.10元/股、1506.10元/股。

粤开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刘萍

表示，终端消费场景恢复，行业库存去化

至合理水平，叠加中秋节、国庆节因素，下

半年高端白酒涨价可能性较大，继续看好

高端白酒消费复苏、提价预期带来的股价

表现。

川财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欧阳宇

剑表示， 白酒行业逐步进入业绩兑现期，考

虑到消费场景逐步恢复正常、主要酒企价格

体系保持稳定、 行业渠道库存维持健康水

平， 建议投资者关注确定性较强的高端酒，

以及恢复较好的次高端、区域酒布局机会。

周期复苏夏风暖 资金痛饮庆功酒

� “现在闭着眼投资白酒股都能带

来非常不错的收益， 更别提贵州茅

台、五粮液这些大牛股了。 ” 有投资者

表示。

作为A股长青板块， 白酒投资备

受投资者关注。特别是2016年以来随

着行业复苏周期开启，现货市场炒酒

产业链随之卷土重来。 总体来看，参

与资金更加青睐大众白酒品牌，由于

资金和资源优势，它们在炒酒产业链

中具有较强话语权。

新华社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