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7家公司上半年净利达1483亿元

速食类消费、可穿戴设备及远程办公等领域表现亮眼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7日晚记者发稿时，427家A股公司披露了2020年半年报或业绩快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71万亿元，同比增长5.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为1483.05亿元，同比增长14.88%。 总体看，这些公司业绩增长良好。

248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增长

数据显示，239家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其中，159家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幅度超过10%，36家公司超过50%，国网信通、东方生物、达安基因、南卫股份、东方银星等15家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幅超过100%。

不少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净利润增长幅度较大。 以达安基因为例，半年度业绩快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29亿元，同比增长31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2亿元，同比增长1159.13%。 公司表示，核酸检测试剂盒及核酸检测仪器、相关耗材的需求量大幅度增长。 公司全力组织生产，充分保障市场供给，并对公司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

248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其中，197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90家公司同比增幅超过50%，49家公司同比增幅超过100%。 欧菲光、好想你、傲农生物、东方生物、惠伦晶体、达安基因6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10倍。

欧菲光净利润增幅超过20倍，暂列半年报净利润增速首位。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4.65亿元，同比下降0.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2亿元，同比增长2290.28%。 对于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欧菲光表示，部分大客户订单增加，光学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摄像头模组和光学镜头出货提升。 同时，受益于大客户平板电脑销量增长和触控业务结构优化，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看好消费与科技投资主线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执行总经理杨德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消费和科技仍然是两大主要投资方向。 消费板块业绩增长确定性强，仓位配置可以向消费倾斜。 同时，可以挖掘一些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科技股，例如5G、新能源汽车、芯片、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等。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受“宅经济”影响，速食类消费类、可穿戴设备类、电子类、远程办公类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

从半年报情况看，不少非科技类上市公司加码科技转型，取得较好效果。 部分上市公司在半年报中提到，下半年将持续加码科技智慧化转型。

上半年，厦门象屿实现营业收入1632亿元，同比增长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7亿元，同比增长18.11%。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强化网络化、国际化等建设，在多式联运全程服务、智慧供应链服务等领域积极探索。 对于下半年的经营计划，厦门象屿表示，将继续复制推广全程供应链管理服务模式、大型基建项目工程物资一体化供应模式，完善粮食全产业链服务模式；持续推动与外部优势物流企业的战略合作，持续加大数智化建设力度，加快项目落地。

以防疫物资为代表的医药行业、以生猪养殖为代表的畜牧业相关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均表现不俗。 不过，有的医药类上市公司称，疫情对公司负面影响较大。

部分医药类公司在发布半年报的同时，披露了重要股东减持计划。 以东诚药业为例，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46亿元，同比增长24.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23.05%。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原料药业务、制剂业务、核药业务。 原料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43亿元，同比增长78.19%。 制剂业务方面，国内医院门诊量和手术量受疫情影响较大，进而导致公司制剂产品销售受较大影响。 核药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旗下安迪科实现营业收入1.6亿元，同比下降4%；云克实现营业收入1.45亿，同比下降35%。

东诚药业同时发布了股东厦门鲁鼎思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减持计划。 该股东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不超过1001.42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25%。

部分公司三季度业绩预喜

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34家A股公司在半年报中披露三季度业绩预告，17家公司预喜。 其中，略增2家，扭亏3家，预增12家，预喜率达到50%。

在上述三季度业绩预喜的公司中，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30%的公司14家，预计增幅超过100%的公司10家。 好想你、*ST奋达、海欣食品、普利特、沃华医药5家公司预计2020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超过200%。

净利润规模方面，部分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预计净利润已经超过2019年全年。 股权出售获利较大、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加大财务费用管控力度，是这些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以好想你为例，公司预计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2.04亿元至22.73亿元，同比增长1588.03%至1640.87%。 主要原因系2020年6月公司完成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事项，获得了大量投资收益。

沃华医药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5亿元至1.61亿元，同比增长160%至210%。 对于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抓住慢性病医保药品“长处方”的政策机遇，实施“增量倍增”激励政策，集中优势资源推动四大独家医保支柱产品销售收入实现高速增长。 同时，公司继续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广泛应用线上推广等营销手段，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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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硅片企业新增产能释放

通威股份：高纯晶硅价格上扬

□本报记者 康曦

通威股份8月7日晚披露半年报。 上半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187.39亿元，同比增长16.2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亿元，

同比下降30.35%。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形成高

纯晶硅产能8万吨，太阳能电池产能27.5GW。其

中，高效单晶电池24.5GW。

通威股份透露， 随着下游硅片企业新增产

能释放， 高纯晶硅供应愈发紧张， 价格明显上

扬。目前公司高纯晶硅月产量已超过8000吨，产

能持续提升。

终端需求延迟释放

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光伏行业面临复产用

工紧缺、物流效率低下、原辅材料供应紧张等压

力和挑战。 由于光伏终端需求延迟，导致产业链

企业库存有所积压。 落后产能加速出清，行业集

中度进一步提高。 据PVInfoLink数据统计，截

至6月底，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主流产品价格较年

初下跌15%-20%。

上半年， 通威股份高纯晶硅持续满负荷生

产，产能利用率达116%，单晶料占比达90.86%，

平均生产成本为3.95万元/吨。其中，新产能平均

生产成本为3.65万元/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高

纯晶硅销量4.5万吨，同比增长97.04%。 在单晶

料和多晶料均价同比分别下降14.4%和41.2%

的情况下， 公司高纯晶硅产品平均毛利率达到

27.7%，保持较强竞争力。

近期，随着下游硅片企业新增产能释放，高

纯晶硅供应愈发紧张，价格明显上扬。 通威股份

表示，将顺应市场需求，继续保持满负荷生产。

公司在建的乐山二期和保山一期项目合计超过

8万吨产能预计将于2021年建成投产，将进一步

扩大公司高纯晶硅的竞争优势。

根据通威股份 《高纯晶硅和太阳能电池业

务2020年-2023年发展规划》，公司计划高纯晶

硅业务2020年实现累计产能8万吨，2021年为

11.5万吨-15万吨，2022年为15万吨-22万吨，

2023年为22万吨-29万吨。

电池片提价

上半年， 受疫情影响光伏终端需求延迟释

放，太阳能电池市场价格同比下降30%左右。 报

告期内， 公司太阳能电池及组件业务实现销量

7.75GW，同比增长33.75%，实现销售收入58.43

亿元，同比增长0.22%。公司表示，随着行业需求

逐步回暖， 目前太阳能电池主流产品价格已较

上半年低点提升10%以上。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通威股份旗下通

威太阳能发布的8月电池片定价公告显示，多晶

电池和单晶PERC电池全面提价。 其中，多晶电

池（金刚线157）提价至0.54元/瓦，与7月价格

相比上涨 8% ； 单晶 PERC电池 （单 /双面

156.75）提价至0.87元/瓦，与7月价格相比上涨

11.54%。单晶PERC电池（单/双面158.75）和单

晶PERC电池（单/双面166）提价至0.89元/瓦，

与7月价格相比均上涨11.25%。

报告期内， 公司眉山一期7.5GW高效太阳

能电池项目已投产， 可兼容生产21X及以下所

有尺寸电池产品，目前正在产能爬坡中。 同时，

公司启动了眉山二期7.5GW及金堂一期7.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项目，预计2021年内投产。届时

公司太阳能电池产能规模将超过40GW。

光伏发电业务方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

在江苏泗洪、江苏如东、江苏扬中等地开发建设

了“渔光一体” 基地，共计建成以“渔光一体”

为主的光伏电站44座， 累计装机并网规模

2127MW，上半年累计实现发电9.71亿度。 目前

公司在建光伏项目的综合成本已下降至3.5元

/W以内。 随着设计方案的进一步优化和技术进

步，公司成本将进一步下降。

农业业务板块方面， 上半年公司实现饲料

及相关业务收入84.87亿元， 同比增长19.25%，

实现饲料销量233.29万吨，同比增长14.95%。

市值突破千亿大关

近期通威股份股价大幅上涨， 市值一举突

破千亿元大关。

国泰君安指出， 硅料环节涨价预期开启，通

威股份作为全球龙头将充分受益。 硅料环节自

2017年12月以来价格连降10个季度， 价格长期

低于高成本产能的现金成本，导致高成本产能清

退，最典型为韩国OCI产能关停、德国瓦克降负

荷生产。 今年6月以来，随着高成本产能的清退，

硅料供给逐渐紧张，硅料新建低成本产能已经投

放完毕，未来新产能释放要等到2022年初，未来

18个月硅料环节无新增供给，硅料价格持续上涨

趋势明显。 通威股份作为全球领军的硅料企业，

年产有望达到9万吨，将充分受益硅料景气上行。

国泰君安认为，电池片环节技术迭代，大硅

片电池可享受超额收益。 大尺寸电池成本更低，

封装功率更高，能够给电站带来更高收益。 通威

股份在大电池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成都四

期、眉山一期均生产166等大尺寸电池，预计产

能达8GW-9GW，将显著增厚公司盈利能力。

东吴证券同样看好通威股份的成长性，并

指出公司单晶料比例高达95%以上， 处于行业

绝对领先地位。未来电池技术变革或引发N型渗

透率加速提升，稳定并高比例供应N型料的硅料

厂家将收获超额收益。 预计2020年末公司将实

现43%的N型料供应能力。 随着新产能逐步爬

坡，N型料比例逐步提升， 预计在2021年达到

80%。 此外，公司向电子级多晶硅进军。

投资机构

掘金高景气行业

□本报记者 王辉

A

股公司将迎来半年报密集披露期。

综合多家券商和买方机构的最新分析研

判， 各方对上市公司半年报关注焦点主要

集中在业绩预期的兑现以及行业景气度的

持续性等，并从中把握下半年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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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指出， 从已经披露业绩预告

的部分

A

股公司情况看， 二季度疫情等影

响因素逐步消散， 单季归母净利润环比增

长居前的行业有汽车、计算机、机械设备和

建筑材料等，但行业呈现分化态势。

对于

A

股公司半年报预计大体呈现的趋

势，东兴证券分析师杨若木表示，预警多于

预喜，但二季度已明显改善。 上市公司盈利

增速已走出疫情影响，龙头企业继续占优。

畅力资产董事长宝晓辉表示， 单季业

绩递增居前的行业， 预计包括汽车及汽车

零配件、食品饮料与烟草和能源等；消费服

务、零售和运输行业盈利预计将下滑显著。

在疫情等影响因素逐步消散的情况下，券

商、军工和有色等行业触底回升。 银行、保

险、房地产、公用事业、电信和能源等板块

处于估值底部，这些行业具备性价比，下半

年可能迎来较好的投资机会。

丹羿投资执行合伙人、 投资总监朱亮

表示，重点在消费、科技、医药行业中寻找

业绩能够长期成长、 具备差异化竞争手段

的优质公司。 综合东兴证券等多家券商机

构的策略研究看， 可继续关注一致预期出

现大幅上调的行业、 半年报业绩预告高增

长的板块以及整体景气度继续向上的公

司。 建材、机械、军工、家电、乘用车、农业、

半导体、 消费电子等一二级行业值得重点

关注。

中芯国际管理层：

芯片市场需求强劲

□本报记者 吴科任

8月7日，中芯国际迎来科创板上市后的

首次季度业绩电话会议。公司管理层认为，尽

管全球经济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在诸多新应

用的驱动下，芯片市场需求依然强劲，半导体

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维持高位。 中芯国际二季

度收入和净利润均创单季新高。

“公司有信心继续做好自己的事，不断

丰富供应组合和产品平台， 不断拓展海内

外市场，不断提升客户服务水平，有节奏地

规划资本支出和产能建设， 把募集资金用

好，以持续的创新，驱动公司业绩增长。 ”

中芯国际董事长周子学说。

第三方市调机构HIS� Markit预测，全球

晶圆代工市场规模将从2020年的585亿美元

增至2025年的861亿美元。 其中，先进工艺占

比从 2020年的 36%上升至 2025年的超过

50%。有分析人士表示，中芯国际作为内地唯

一一家掌握先进工艺的晶圆代工厂， 承担着

核心环节自主可控的重任。 公司正加快设备

采购节奏，同时N+1/N+2工艺研发进程稳步

推进。随着先进工艺的顺利研发量产，公司将

推动半导体国产化加快。

晶圆价格上涨

“5G的相关应用上来后，0.18微米和

0.15微米这两个成熟工艺的需求缺口特别

大，且客户在市场上的盈利很高，所以8英寸

晶圆的平均售价会上涨。 ” 中芯国际联合首

席执行官赵海军表示。

有研究报告指出， 中芯国际二季度等效

8英寸晶圆的平均售价达到654美元/片，环

比增长2%。 其中，14纳米先进制程的12英寸

晶圆单价较高， 拉动整体晶圆单价上升。 此

外，8英寸晶圆价格也在上涨。

赵海军指出，在成熟工艺市场，去年以来

电源管理、射频、低功耗、可穿戴、特殊存储器

等方面的需求一直很强劲。 公司二季度相关

晶圆业务的收入环比增长7%， 同比增长

25%，带动消费电子类业务收入增长。从终端

应用情况看， 公司二季度消费电子类业务收

入环比增长8%，同比增长41%。

赵海军表示：“目前中芯国际的产能利

用接近满载。公司通过对产品组合的改善，进

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公司继续改进成熟

工艺节点平台的解决方案， 以提高公司的市

场竞争力。 ” 财报显示，中芯国际二季度产能

利用率达到98.6%，环比提高0.1个百分点，同

比增加7.5个百分点。

赵海军重申，“为缓解产能供不应求的

状况， 今年年底前公司8英寸的月产能会增

加3万片，12英寸的月产能会增加2万片。 尽

管疫情给设备运输和装配带来诸多困难，但

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

决，我们有信心按期达成。 ” 折合成8英寸计

算， 中芯国际二季度月产能为48.02万片，环

比增加4150片/月。

积极应对挑战

“公司不针对特定客户进行评论。” 中芯

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表示，“有信心

填满先进工艺产能，很多客户准备使用。同时

也会寻找替代方案。总体而言，我们能够克服

目前的这些挑战， 对先进工艺的开发和需求

表示乐观。 ”

财报显示，中芯国际先进工艺（28纳米

及以下）业务收入占比进一步提高。 自去年

四季度14纳米开始量产，中芯国际就分列14

纳米与28纳米的收入占比，但此次季报将其

合在一起进行披露。数据显示，公司先进制程

收入占比达到9.1%，环比提高1.3个百分点。

梁孟松介绍， 中芯国际持续与国内外客

户开展新项目的合作，14纳米的应用已由4G

拓展到消费和媒体相关领域，如人工智能、射

频、物联网、汽车等应用平台，居家办公的普

及也带动了一些应用平台的需求。他强调，中

芯国际下一代先进工艺进展平稳， 目前处于

客户产品验证阶段。

梁孟松表示：“在先进工艺产能方面，公

司遵循审慎规划的原则， 以客户需求为基

础，综合考虑全盘投资和成本，稳步上量。 在

研发方面， 为了能与客户共同成长壮大，我

们持续研发先进工艺项目，同时继续开发成

熟工艺的关键和战略技术平台，并为客户提

高完整的解决方案。 总体而言，公司已经迈

进成长期，抓住先进工艺和成熟工艺快速成

长的红利。 ”

427家公司上半年净利达1483亿元

速食类消费、可穿戴设备及远程办公等领域表现突出

□本报记者 董添

� 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7日晚记者发稿时，

427家A股公司披露了2020年半年报或业绩快

报， 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71万亿元， 同比增长

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为

1483.05亿元，同比增长14.88%。总体看，这些公

司业绩增长良好。

248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增长

数据显示，239家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其中，159家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幅度超过10%，36家公司超过50%， 国网信

通、东方生物、达安基因、南卫股份、东方银星

等15家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幅超过

100%。

不少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净利

润增长幅度较大。 以达安基因为例，半年度业

绩快报显示，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29

亿元，同比增长31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7.62亿元，同比增长1159.13%。

公司表示， 核酸检测试剂盒及核酸检测仪器、

相关耗材的需求量大幅度增长。公司全力组织

生产，充分保障市场供给，并对公司业绩产生

了积极影响。

248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其中，197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90

家公司同比增幅超过50%，49家公司同比增幅

超过100%。 欧菲光、好想你、傲农生物、东方生

物、惠伦晶体、达安基因6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

增长幅度超过10倍。

欧菲光净利润增幅超过20倍， 暂列半年

报净利润增速首位。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234 . 65亿元，同比下降0 . 53%；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 . 02亿元， 同比增长

2290 . 28%。 对于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欧

菲光表示，部分大客户订单增加，光学业务继

续保持快速增长， 摄像头模组和光学镜头出

货提升。同时，受益于大客户平板电脑销量增

长和触控业务结构优化， 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持续改善。

看好消费与科技投资主线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执行总经理

杨德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消费和科技仍

然是两大主要投资方向。 消费板块业绩增长确

定性强，仓位配置可以向消费倾斜。 同时，可以

挖掘一些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科技股， 例如

5G、新能源汽车、芯片、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

互联网等。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受“宅经济” 影

响，速食类消费类、可穿戴设备类、电子类、远程

办公类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

从半年报情况看， 不少非科技类上市公司

加码科技转型，取得较好效果。部分上市公司在

半年报中提到， 下半年将持续加码科技智慧化

转型。

上半年， 厦门象屿实现营业收入1632亿

元，同比增长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67亿元，同比增长18.11%。 报告期内，

公司积极强化网络化、国际化等建设，在多式联

运全程服务、智慧供应链服务等领域积极探索。

对于下半年的经营计划，厦门象屿表示，将继续

复制推广全程供应链管理服务模式、 大型基建

项目工程物资一体化供应模式， 完善粮食全产

业链服务模式； 持续推动与外部优势物流企业

的战略合作，持续加大数智化建设力度，加快项

目落地。

以防疫物资为代表的医药行业、 以生猪养

殖为代表的畜牧业相关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均

表现不俗。 不过，有的医药类上市公司称，疫情

对公司负面影响较大。

部分医药类公司在发布半年报的同时，披

露了重要股东减持计划。 以东诚药业为例，上

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46亿元， 同比增长

24.0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23.05%。 公司主要业

务包括原料药业务、制剂业务、核药业务。原料

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43亿元， 同比增长

78.19%。 制剂业务方面，国内医院门诊量和手

术量受疫情影响较大，进而导致公司制剂产品

销售受较大影响。核药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

司旗下安迪科实现营业收入1.6亿元， 同比下

降4%； 云克实现营业收入1.45亿， 同比下降

35%。

东诚药业同时发布了股东厦门鲁鼎思诚股

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减持计划。

该股东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不超过1001.42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25%。

部分公司三季度业绩预喜

Wind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34家A股公

司在半年报中披露三季度业绩预告，17家公

司预喜。 其中，略增2家，扭亏3家，预增12家，

预喜率达到50%。

在上述三季度业绩预喜的公司中， 预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30%

的公司14家，预计增幅超过100%的公司10家。

好想你、*ST奋达、海欣食品、普利特、沃华医药

5家公司预计2020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增幅超过200%。

净利润规模方面，部分公司2020年前三季

度预计净利润已经超过2019年全年。 股权出售

获利较大、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加大财务费用

管控力度， 是这些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的重要

原因。

以好想你为例，公司预计2020年前三季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2.04

亿元至 22.73亿元 ， 同比增长 1588.03%至

1640.87%。 主要原因系2020年6月公司完成杭

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事项，

获得了大量投资收益。

沃华医药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5亿元至1.61亿元， 同比

增长160%至210%。对于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公司表示，抓住慢性病医保药品“长处方” 的政

策机遇，实施“增量倍增” 激励政策，集中优势

资源推动四大独家医保支柱产品销售收入实现

高速增长。 同时， 公司继续深入推进精细化管

理，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广泛应用线上推广等

营销手段，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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