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饮料行业蓝筹股与“潜蓝筹”数据一览

代码 简称

２００９

归属

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

扣除

非经常损

益（同比

增长率）

２０１０

归属

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

扣除

非经常损

益（同比

增长率）

最近两年

平均净利

润增速

２００９

净资产

收益率

(ＲＯＥ,%)

２０１０

净资产

收益率

(ＲＯＥ,%)

最近

两年

平均

ＲＯＥ

市盈率

（

ＰＥ

，

ＴＴＭ

）

预测

ＰＥＧ

值

总市值

（亿元）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１２９．７１ ８．４７ ６９．０９ ２０．７８ ２０．２９ ２０．５４ ２０．４０ ０．１８ ３６９．１３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３．２９ １７．２３ １５．２６ ３３．５５ ３０．７４ ３２．１４ ２７．７４ ０．４１ ２０６５．２５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６７．８７ ７７．３６ ７２．６２ ３８．８３ ３６．７６ ３７．７９ ３５．３８ ０．４３ １４１８．５８

０００８５８

五粮液

７６．２９ ３７．５１ ５６．９０ ２５．３０ ２７．１５ ２６．２２ ２２．２０ ０．４８ １３７４．９０

００２４８１

双塔食品

２６．０６ ３１．９５ ２９．０１ ３５．２３ １２．０３ ２３．６３ ３４．６８ ０．５６ ２４．３６

００２４９５

佳隆股份

３７．２１ １６．１４ ２６．６８ ３７．２６ ９．５９ ２３．４３ ３４．８４ ０．６７ ２０．７０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３２．９５ ３１．５６ ３２．２６ ４３．３２ ４５．１６ ４４．２４ ２２．９９ ０．７０ ６０５．１０

００２５８２

好想你

４７．５０ ８４．５２ ６６．０１ ３１．５９ ３９．６９ ３５．６４ ２７．４０ ０．８０ ３２．１４

０００８６９

张裕

Ａ ２４．７３ ２４．２５ ２４．４９ ４０．３９ ４１．７０ ４１．０５ ２９．４９ ０．８１ ５３２．７６

００２６５０

加加食品

２８．０８ ３９．４２ ３３．７５ ４９．５５ ４８．２３ ４８．８９ ２２．８１ ０．９８ ３６．４５

２００５

年以来食品饮料行业相对全部

Ａ

股估值溢价

食品饮料行业与全部

Ａ

股最新估值对照

２００５

年以来食品饮料行业相对全部

Ａ

股估值溢价

食品饮料行业与全部

Ａ

股最新估值对照

买入金额最大的前5名

买入金额

（元）

卖出金额

（元）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

１６０８４９１５．４２ ０．００

机构专用

２７９０６１３．８１ ０．００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大路证券营业部

１８０５７４４．５０ ０．００

机构专用

１５７７２４２．１６ ０．０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黄河路证券营业部

１１２６８５４．００ ８０２１３７．００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5名

买入金额

（元）

卖出金额

（元）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水城南路证券营业部

０．００ ５５８０５４３．０５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南路证券营业部

５５８０．００ ２７９２０００．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太平南路证券营业部

５２３７７．００ １８１６８８７．２１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安仲容路证券营业部

０．００ １２７７０９８．０８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景山路证券营业部

０．００ １２７０９８１．８１

迪康药业（

６００４６６

）

偏离值：

＋１０．７７％

成交金额：

６９７３８．６０

万元

买入席位名称 合计金额（元）

光大证券 深圳深南大道

８２０４８６６４．３５

齐鲁证券 北京北四环西路

７７８３４３０７．９０

兴业证券 上海金陵东路

５６０１５６０２．６１

中信建投 上海控江路

１６７３６８９２．２６

万联证券 黄石天津路

１１９８３５１３．２３

卖出席位名称 合计金额（元）

国金证券 成都武成大街

２１８４８７５８．００

中信建投 上海控江路

１６１３８９０４．００

方正证券 上海延安西路

６４２４４１７．４８

长江证券 武汉武珞路

５１３４８７９．９９

方正证券 北京阜外大街

３７６５２９５．００

重庆啤酒（

６００１３２

）

偏离值：

－７．５０％

成交金额：

１４０４０７．９４

万元

买入席位名称 合计金额（元）

浙商证券 绍兴金柯桥大道

２７０５５７０１．９３

高华证券 广州华夏路

９６８８２５２．５０

国信证券 深圳泰然九路

９２２６３９９．００

国信证券 广州东风中路

７３０３３０６．９８

华泰证券 上海牡丹江路

７２４５３７５．７０

卖出席位名称 合计金额（元）

机构专用

２４２９５８９２．６２

申银万国 上海崇明

２１６５６４４８．８８

宏源证券 上海妙境路

１３０７６８５９．６０

机构专用

１０４２２０５６．８１

光大证券 北京丽泽路

９５９２２４７．９３

宁波建工（

６０１７８９

）

换手率：

３８．４４％

成交金额：

３６０９３．００

万元

买入席位名称 合计金额（元）

东方证券 上海新川路

４１４６４８７．８０

国海证券 南宁东葛路

２６０６８７３．００

广发证券 苏州干将东路

２５６７４７９．５０

安信证券 北京远大路

２３５１２９０．５２

华泰证券 徐州青年路

２３３６２９６．１０

卖出席位名称 合计金额（元）

广发证券 辽阳民主路

２３８２８２２６．２２

国泰君安证券 上海江苏路

１４４３１５２２．７１

财通证券 温岭东辉北路

９６６６６３１．２８

东方证券 上海新川路

６０８１５６９．２１

湘财证券 哈尔滨中山路

４７６２４６１．２９

胜利股份（

０００４０７

）

偏离值：

＋１０．８４％

成交金额：

３１７４０

万元

买入金额最大的前

５

名 买入金额（元） 卖出金额（元）

东方证券 深圳金田路

１６０８８９６２．７１ ５４４２４．００

光大证券 宁波解放南路

１４５０２６８２．６５ ４０５３．８１

同信证券 上海东方路

１１７６７６５３．４４ ４８１５５．００

华泰证券 杭州庆春路

９９０６３３１．４８ ３３４５０．００

五矿证券 深圳金田路

９５４０２６４．００ ０．００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

５

名 买入金额（元） 卖出金额（元）

兴业证券 武汉青年路

１８６６２６．００ １５８６４６９１．８０

招商证券 上海浦东大道

０．００ ７５９７５６４．００

国信证券 南海大沥

１８９０９．００ ７１６０９９６．５４

机构专用

０．００ ６９８５６５０．７０

国信证券 杭州体育场路

１５０３２２１．９８ ５５４３７９２．００

江钻股份（

０００８５２

）

偏离值：

＋１０．３７％

成交金额：

４２３５４

万元

买入金额最大的前

５

名 买入金额（元） 卖出金额（元）

光大证券 深圳金田路

１３７６９４１４．００ ２０４２５．００

光大证券 宁波孝闻街

１３７５３２４９．９１ ６８００．００

光大证券 奉化南山路

１２６０７０３９．２４ ０．００

银河证券 宁波翠柏路

１１００４５１７．００ １５８３８９．００

中投证券 无锡清扬路

９４２７６５３．００ ０．００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

５

名 买入金额（元） 卖出金额（元）

国元证券 深圳深南大道凤凰大厦

１７５３２０．００ ９５３９４３６．００

齐鲁证券 杭州求是路

０．００ ８８５７４９０．８５

广发证券 唐山友谊路

１３５２０．００ ５１４４３４０．００

银河证券 杭州解放路

６４６３８．００ ４６７９６７１．０２

东吴证券 苏州石路

６３３５９．００ ４５７３４２３．９２

青岛金王（

００２０９４

）

偏离值：

＋１０．５６％

成交金额：

７６４９５

万元

买入金额最大的前

５

名 买入金额（元） 卖出金额（元）

广发证券 温州欧洲城

６０７６６７８．００ ６０５２００．００

上海证券 乐清乐成镇乐怡路

６０７３０８０．６０ ５３６０９３８．２４

招商证券 北京东四十条

５２０９１６６．００ ５００７１３．２４

国信证券 深圳泰然九路

４７２１０８６．５６ １２８９８３５．００

华泰证券 上海国宾路

４５８８５１７．０８ １４１５８６４５７．７９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

５

名 买入金额（元） 卖出金额（元）

华泰证券 上海国宾路

４５８８５１７．０８ １４１５８６４５７．７９

东方证券 上海新川路

２６１４０．００ ３２４４９６８２．８９

上海证券 南京西路

０．００ ２８２１５７０３．９６

国开证券 上海龙华西路

８９２５０．００ １９５６４５０２．３７

安信证券 上海世纪大道中建大厦

３４３４１８５．００ １２２０５９４８．８８

代码 简称 持续天数

收盘价

（元）

涨幅

（

％

）

振幅

（

％

）

每股收益

（元）

３０００２６

红日药业

７ ２９．９０ ５．３６ ８．４６ ０．８１

６００２８０

南京中商

７ ３０．８８ ４．８２ ８．０８ ０．３４

００２２７６

万马电缆

７ １２．７９ １．６７ ６．６８ ０．２５

３０００３９

上海凯宝

７ ２０．９９ １．４０ ４．２５ ０．５０

００２５５２

宝鼎重工

７ １１．８０ １．２９ ６．１８ ０．３６

６００７７８

友好集团

７ １１．７７ １．２９ ５．５１ ０．２６

３０００６４

豫金刚石

７ １６．４６ ０．８０ ５．７６ ０．３６

０００４０７

胜利股份

６ ４．９９ ９．９１ １０．７９ ０．０１

６００１０１

明星电力

６ １３．７２ ７．７８ １０．８４ ０．６３

００２２１６

三全食品

６ ２９．６６ ６．５０ １０．７０ ０．４８

代码 简称 持续天数

收盘价

（元）

跌幅

（

％

）

振幅

（

％

）

每股收益

（元）

６００８８２

大成股份

６ １０．１８ －６．３５ ９．９４ －１．３５

６００４８３

福建南纺

６ ５．８０ －４．６１ ６．７４ ０．１１

６００５６５

迪马股份

６ ３．８１ －３．３０ ８．８８ ０．１０

０００６１３ ＳＴ

东海

Ａ ５ ３．７３ －５．０９ ４．３３ －０．０２

６００３９９

抚顺特钢

５ ５．２７ －４．０１ ５．６５ ０．０４

６００９８６

科达股份

５ ４．９１ －３．１６ ７．６９ ０．０７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５ ２．２０ －３．０８ ４．８５ ０．１２

６００２９０

华仪电气

５ ８．３４ －２．３４ ４．８０ ０．１２

６００７４２

一汽富维

５ ２２．８５ －２．０２ ５．２３ １．４５

６００１４６

大元股份

４ １２．２５ －７．３４ ８．２５ －０．１５

代码 名称

涨跌幅

（

％

）

大单买入

（手）

大单卖出

（手）

大单买入

－

大单卖出

（手）

买入净量

占流通盘

比例（

％

）

００２１５０

江苏通润

１０．００ ６６６３２．４９ ３１８７８．７４ ３４７５３．７５ ３．９０

３００１４９

量子高科

９．９９ ３３７３９．８４ ２０３２３．６０ １３４１６．２４ ３．３９

００２２８８

超华科技

１０．０１ ８７２８４．５７ ７２６１９．６３ １４６６４．９４ ３．０６

６００４６６

迪康药业

１０．０４ ３９０５３２．６６ ２８１１１２．３４ １０９４２０．３１ ２．４９

０００８５２

江钻股份

９．５３ １６３４７６．１４ １３９１７５．６４ ２４３００．５０ １．８７

００２３２９

皇氏乳业

１０．０３ ４７５６９．１７ ３５２７１．７３ １２２９７．４４ １．６１

００２５２４

光正钢构

１０．０４ ８１２７４．６４ ７０８５０．２８ １０４２４．３６ １．１７

０００４０７

胜利股份

９．９１ ３４３３５５．４７ ２６８４８８．５０ ７４８６６．９８ １．１６

３００２５６

星星科技

７．９３ １４８７３．０４ １２２７０．２６ ２６０２．７８ １．０４

６００７８１

上海辅仁

１０．０４ ３０６３８．５６ １９４７４．５１ １１１６４．０５ ０．９１

代码 名称

涨跌幅

（

％

）

大单买入

（手）

大单卖出

（手）

大单卖出

－

大单买入

（手）

卖出净量

占流通盘

比例（

％

）

００２０９４

青岛金王

１０．０１ ２９８３４４．１９ ３８５２７４．３１ ８６９３０．１５ ２．７０

３００２３９

东宝生物

２．３５ ３２７４６．８５ ３７６１４．６３ ４８６７．７８ ２．５６

６０１７８９

宁波建工

－１．５５ １２３４０６．８５ １４６０８９．０９ ２２６８２．２５ ２．２７

３００１３６

信维通信

－３．７５ ６１８１９．８７ ７３９５６．２８ １２１３６．４１ １．６２

６００２２９

青岛碱业

－０．８５ １６５８７３．０３ ２２６０５７．０６ ６０１８４．０４ １．６０

００２２３１

奥维通信

０．６７ ６１９９４．９７ ７２０９７．８５ １０１０２．８８ １．４３

６０１９２９

吉视传媒

－３．６５ １４３１５４．９８ １７１１５３．７５ ２７９９８．７７ １．２５

６００８４６

同济科技

－３．９８ １３４８７９．５５ ２０８０７８．６４ ７３１９９．０９ １．２５

６００５３２

华阳科技

－７．９２ ２４３０７．０４ ３６２７５．４８ １１９６８．４４ １．１８

００２５２８

英飞拓

－５．５０ １６１６７．１７ ２２６７６．７３ ６５０９．５６ １．１０

责编：申鹏 电话：010－63070553� � E-mail:zbs@z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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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力 增 减 仓主 力 增 减 仓

■

多维标准寻找“蓝筹血统”之食品饮料篇

调整空间有限 弱势震荡或延续

□

华融证券 周隆斌

市场连续两天的下跌在一定

程度上挫伤了市场做多的信心，

不过沪综指昨日在半年线附近仍

然得到了较为有力的支撑， 表明

目前多空分歧仍然较大。 周三沪

深两市合计成交

3276

亿元， 几乎

是前一段时间平均交易量的两

倍，周四成交量虽然有所萎缩，但

仍然维持在

2000

亿元水平以上。

从昨日盘中下跌放量、 上涨无量

的市场表现来看， 市场整体仍然

处于弱势。 不过结合近期国内外

经济环境来看， 短期内虽然存在

跌破半年线的可能， 但后市调整

空间或较为有限。

市场关注重心

或回归经济基本面

市场近期的下跌，一方面源

于前期个股积累了一定的涨幅，

存在较大的获利回吐压力；另一

方面则主要受近期管理层对房

地产调控政策不放松的表态。 这

使得市场对国内经济增速进一

步下行的预期再次升温。 在货币

政策不会超预期放松的背景下，

市场的关注点回归到了经济基

本面上。

近期来自高层的表态引发了

市场更多的思考， 特别是政府对

地产调控政策的坚定态度， 引发

了市场对政策难以如预期放松的

担忧。回到经济层面，在终端需求

上， 市场也许还有人期待地产回

暖。但我们对此保持高度谨慎，只

有看到具体数据后才能下决心，

否则“不见兔子不撒鹰”。

经济数据依旧不乐观。

2

月份

的宏观数据偏弱， 尤其是外贸数

据下滑太快， 新增信贷规模上不

来。

3

月份，新增信贷数据依旧不

乐观， 而且流动性放松的影响边

际递减；诸如

QFII

等增量资金，也

只是杯水车薪。

3

月份全社会用电

量同比增长只有

6.66%

，而去年同

期为

12.32%

。其中，轻工业用电量

累计同比为

-3.85%

， 重工业为

6.64%

，相应的去年同期数据则分

别为

6.01%

和

12.46%

。

总之，市场需要等待。如果只

有“政策底”，没有“经济底”，那么

市场反弹的性质就不会改变。 除

非，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 “经济筑

底”的过程而不自知。

调整幅度不会太深

大跌破坏技术形态，后市继

续调整， 建议半年线之上减仓。

重挫之下，谨慎心态弥漫，市场

形成“双头”，正式进入调整期。

至于调整幅度，或最多跌至

2300

点附近。 技术面上，这是布林线

下轨，也是

60

日均线附近，具有

强支撑的意义。 同时，经济层面

上的向好迹象也逐渐增多，外围

环境持续回暖，市场不具备大幅

调整的条件。

后市的逻辑。判断后市，要先

看两种重要的观点： 一是基于传

统框架，也是我们坚持的逻辑，即

基本面没好转，市场上涨不牢靠；

二是近期兴起的制度改革红利。

在市场越来越强的情况下， 放弃

第一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

结合近期国内外经济状况，

重新审视第一种观点我们发现：

虽然经济未见明显的好转迹象，

市场上涨根基依然不牢， 但美国

经济持续向好、 欧债问题也得以

解决， 发达经济体似乎逐渐远离

衰退的可能， 这种国际背景可能

使中国经济的底部提前到来。 因

此， 市场已不具备大幅下跌的经

济基础。

对于第二种观点， 制度红利

的确是支撑近期市场强势的主要

因素，新的证监会主席上任后，释

放了一系列资本市场改革的信

号，“两会” 期间来自管理层的表

态则使这些预期走向深化。

制度变革对市场影响深远，

但其在资本市场上的反应可能

也有阶段性。 自上而下推动的制

度变化，初期是政策制定者提出

口号 （“两会” 期间得以集中体

现）、制订一系列远景规划（未来

1-2

年缓慢落地），“两会”则提供

了强化市场对制度变革预期的

时间窗口。 此时，资本市场反应

较为强烈，但“两会”后这一因素

对市场的推升作用存在减弱的

可能。

综合这两种主流观点的市场

走势判断：短期内，近期占上风的

第二种观点消退， 导致市场继续

下行 （沪指可能跌破半年线），随

后第二种观点逐渐浮出水面，对

市场构成支撑。

沪深交易所公开交易信息

(2012

年

3

月

15

日

)

A 股 连 续 涨 跌A 股 连 续 涨 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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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十 大 营 业 部 交 易 明 细前 十 大 营 业 部 交 易 明 细

3月15日大宗交易频现机构身影

□

本报记者 申鹏

昨日沪深大宗交易平台共发

生

29

笔交易，涉及

19

只个股，共成

交了

8064.27

万股，总成交金额为

6.87

亿元， 按相关个股当日的收

盘价计算， 昨日大宗交易的平均

折价率为

6.65%

。 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的大宗交易参与者中有不少

机构身影。

华丽家族是昨日大宗交易中

成交额最大的股票， 共成交了

5695.38

万股，成交金额

3.99

亿元，

占全部成交额的

58.08%

。 卖出该

股最多的席位来自中信证券总

部，共计卖出

4856.59

万股，涉及

金额

3.40

亿元。 而在接盘的席位

中， 华泰证券总部买走了

2578.5

万股，涉及金额

1.8

亿元。 该笔交

易的折价率为

5.91%

。

中信证券总部以每股

30.10

元的价格从国泰君安总部手中买

了

30

万股国电南瑞，成交额

903

万

元， 相对该股昨日收盘价的折价

率为

6.46%

。

较为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太

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大宗交易平台上买入了中国

水电， 该笔交易为平价交易，成

交

50

万股，价值

211.5

万元。此外，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以

相同的价格买入了

75

万股中国

水电，涉及金额

31.25

万元。 而这

两笔交易的卖出方均为海通证

券公司投资部。

西王食品走强 机构资金参与

□

本报实习记者 王朱莹

受政策面利好、 通胀率回落

及避险心态等因素刺激， 食品饮

料等防御性板块在近两日沪深股

市的下跌中逆市上涨。深市

A

股中

的西王食品受板块带动而大幅攀

升，日涨幅

7.13%

。

月初至今， 西王食品累计涨

幅达

17.68%

。本周一，西王食品跳

空高开，以长上影线收盘；周二低

开高走，维持涨势，到周三伴随大

盘跳水顺势下跌。 昨日则低开高

走，震荡走强，收于

28.68

元。

3

月

15

日是消费者权益日，过

去几年食品安全问题都是消费者

权益保障的重点关注对象， 而今

年食品问题却未成为

3

·

15

的焦

点。 这无疑从侧面增添了投资者

对食品饮料板块的投资信心。 再

加上扩大内需的政策定调、 通胀

率回落、居民购买力提升等因素，

食品、 白酒等消费概念板块自然

而然成为了近期投资热点。

此外， 西王食品本身的产品

质量和业绩发展也成为吸引投资

者目光的重要因素。昨日，西王食

品召开了 “第二届西王集团品牌

推广大会”，提出了“科技强企”的

战略构想， 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

作， 先后投资数亿元严把产品质

量关， 为其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从深交所公开交易信息看，

西王食品昨日成交额为

7934

万

元， 其中国信证券深圳红岭中路

证券营业部以

1608.49

万元的买

入金额高居买入前五席位榜首，

成为该股上攻的主要动力， 同时

还有两个机构席位合计买入

436.79

万元助推该股上涨。

公开资料显示， 西王食品于

去年

2

月借壳金德发展上市，主营

利润来源于小包装玉米油， 是国

内玉米油龙头企业。 中国粮油商

务网的研究数据显示， 玉米油在

中国植物油产量中的占比仅为

1%

，行业前景广阔。 根据西王食

品

2011

年业绩快报， 公司

2011

年

年度净利润为

1.11

亿元， 较上年

增长

32.41%

。

大智慧

1

大智慧

2

龙虎榜数据头条图表

“合理高估” 者或可“细品”

□

本报记者 孙见友 申鹏

食品饮料类股票历来以业绩

稳健增长而著称。 也正是因为这

一原因，不少食品饮料类

A

股估值

普遍高企。因此，食品饮料类股票

要想成为未来的潜力蓝筹， 必须

要求其业绩增长能否消弭高估值

的负面效应。分析人士认为，业绩

稳健较快增长和估值层面 “性价

比”较高，无疑可以作为投资者挖

掘食品饮料行业中蓝筹股的良好

线索。

高估值环境下 还看“性价比”

按照申万分类标准，目前

A

股

食品饮料成份股共有

58

只。 尽管

数量不多， 但其总市值差异却十

分悬殊。 其中，贵州茅台、洋河股

份和五粮液最新总市值分别高达

2065

亿元、

1418

亿元和

1374

亿元，

成为目前仅有的总市值超千亿的

食品饮料类

A

股。 与其相比，

*ST

通葡、 兰州黄河和南方食品目前

总市值却只有区区

11

亿元、

12

亿

元和

14

亿元， 连贵州茅台的零头

都不到。

公司规模层面的巨大差异，

决定了在食品饮料股中寻找蓝筹

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虽然如

此，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依

然为我们挖掘其中的潜力蓝筹提

供了一些蛛丝马迹。

毋庸置疑， 食品饮料行业稳

健增长特征十分明显， 这从过去

几年业绩的增速就可以窥见一丝

端倪。

2009-2010

年申万食品饮料

行业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91.19%

和

35.74%

， 而同期全部

A

股的业

绩 增 速 则 分 别 为

28.75%

和

38.77%

。 因此，就历史数据而言，

食品饮料具有业绩增速超越其他

行业的良好履历， 这使该行业中

许多成份股都具备成为潜力蓝筹

的必要条件。

不过， 业绩持续增长并不能

让食品饮料股顺理成章地晋升为

潜力蓝筹， 因为并没有考虑高估

值压力。 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

食品饮料整体估值高企就一直为

投资者所担心。

2005

年以来，全部

A

股市盈率（

TTM

）均值仅为

27.42

倍， 而申万食品饮料行业市盈率

（

TTM

）均值则为

54.45

倍，相差十

分悬殊。另外，

2005

年至今的绝大

部分时间里， 申万食品饮料行业

相对全部

A

股的估值溢价很少会

低于

50%

。 基于以上分析，成为潜

力蓝筹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相对全

部

A

股估值相对较低的股票。

综合来看， 如果将

PEG

小于

1

、 近两年平均

ROE

大于

20%

、市

盈率相对全部

A

股溢价不超过

300%

以及市值超过

100

亿元作为

筛选蓝筹的标准， 可以发现目前

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食品饮料蓝

筹股仅有

6

只， 分别是伊利股份、

贵州茅台、洋河股份、五粮液、泸

州老窖和张裕

A

。 若放宽市值要

求，则佳隆股份、双塔食品、好想

你以及加加食品也可以作为潜在

的蓝筹品种。

关注三线白酒和乳品细分行业

有分析师指出， 随着前期一

线白酒不断提价和消费升级持

续，三线白酒或迎来爆发期，在大

本营市场逐渐稳固之后， 三线白

酒将加快全国战略的步伐， 由于

其收入基数较低， 届时收入和利

润将迎来高速增长。二线白酒中，

全国化进程稳步推进的公司也值

得关注。同时，行业集中度逐渐提

高、 提价能力逐渐增强的啤酒行

业优质龙头也可适当关注。

此外，大众食品中，乳制品行

业有待持续关注。 国内乳品行业

经过

2000

年以来的快速成长期以

及三聚氰胺事件带来的倒退及恢

复期， 行业基本已经进入稳定增

长期。 目前城镇居民对鲜奶人均

消费达到

14

千克， 处于阶段性饱

和。 对酸奶等营养附加值较高的

奶品需求快速上升， 产品结构需

求的提升将带来乳品消费量的增

长。 另外，农村居民

2009

年人均奶

制品消费量仅有

3.60

千克，与城镇

居民仍有较大差距， 其提升将是

乳品行业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

分析师认为， 预计未来乳品

行业在行业需求稳定增长、 原料

供应价格稳定趋降以及产品结构

和集中度提升的推动下， 业绩将

进入持续稳定的提升阶段， 因此

长期看好乳品行业的投资价值。

食品饮料行业蓝筹股与“潜蓝筹”数据一览

调整空间有限 弱势震荡或延续

□

华融证券 周隆斌

市场连续两天的下跌在一定

程度上挫伤了市场做多的信心，

不过沪综指昨日在半年线附近仍

然得到了较为有力的支撑， 表明

目前多空分歧仍然较大。 周三沪

深两市合计成交

3276

亿元， 几乎

是前一段时间平均交易量的两

倍，周四成交量虽然有所萎缩，但

仍然维持在

2000

亿元水平以上。

从昨日盘中下跌放量、 上涨无量

的市场表现来看， 市场整体仍然

处于弱势。 不过结合近期国内外

经济环境来看， 短期内虽然存在

跌破半年线的可能， 但后市调整

空间或较为有限。

市场关注重心

或回归经济基本面

市场近期的下跌，一方面源

于前期个股积累了一定的涨幅，

存在较大的获利回吐压力；另一

方面则主要受近期管理层对房

地产调控政策不放松的表态。 这

使得市场对国内经济增速进一

步下行的预期再次升温。 在货币

政策不会超预期放松的背景下，

市场的关注点回归到了经济基

本面上。

近期来自高层的表态引发了

市场更多的思考， 特别是政府对

地产调控政策的坚定态度， 引发

了市场对政策难以如预期放松的

担忧。回到经济层面，在终端需求

上， 市场也许还有人期待地产回

暖。但我们对此保持高度谨慎，只

有看到具体数据后才能下决心，

否则“不见兔子不撒鹰”。

经济数据依旧不乐观。

2

月份

的宏观数据偏弱， 尤其是外贸数

据下滑太快， 新增信贷规模上不

来。

3

月份，新增信贷数据依旧不

乐观， 而且流动性放松的影响边

际递减；诸如

QFII

等增量资金，也

只是杯水车薪。

3

月份全社会用电

量同比增长只有

6.66%

，而去年同

期为

12.32%

。其中，轻工业用电量

累计同比为

-3.85%

， 重工业为

6.64%

，相应的去年同期数据则分

别为

6.01%

和

12.46%

。

总之，市场需要等待。如果只

有“政策底”，没有“经济底”，那么

市场反弹的性质就不会改变。 除

非，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 “经济筑

底”的过程而不自知。

调整幅度不会太深

大跌破坏技术形态，后市继

续调整， 建议半年线之上减仓。

重挫之下，谨慎心态弥漫，市场

形成“双头”，正式进入调整期。

至于调整幅度，或最多跌至

2300

点附近。 技术面上，这是布林线

下轨，也是

60

日均线附近，具有

强支撑的意义。 同时，经济层面

上的向好迹象也逐渐增多，外围

环境持续回暖，市场不具备大幅

调整的条件。

后市的逻辑。判断后市，要先

看两种重要的观点： 一是基于传

统框架，也是我们坚持的逻辑，即

基本面没好转，市场上涨不牢靠；

二是近期兴起的制度改革红利。

在市场越来越强的情况下， 放弃

第一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

结合近期国内外经济状况，

重新审视第一种观点我们发现：

虽然经济未见明显的好转迹象，

市场上涨根基依然不牢， 但美国

经济持续向好、 欧债问题也得以

解决， 发达经济体似乎逐渐远离

衰退的可能， 这种国际背景可能

使中国经济的底部提前到来。 因

此， 市场已不具备大幅下跌的经

济基础。

对于第二种观点， 制度红利

的确是支撑近期市场强势的主要

因素，新的证监会主席上任后，释

放了一系列资本市场改革的信

号，“两会” 期间来自管理层的表

态则使这些预期走向深化。

制度变革对市场影响深远，

但其在资本市场上的反应可能

也有阶段性。 自上而下推动的制

度变化，初期是政策制定者提出

口号 （“两会” 期间得以集中体

现）、制订一系列远景规划（未来

1-2

年缓慢落地），“两会”则提供

了强化市场对制度变革预期的

时间窗口。 此时，资本市场反应

较为强烈，但“两会”后这一因素

对市场的推升作用存在减弱的

可能。

综合这两种主流观点的市场

走势判断：短期内，近期占上风的

第二种观点消退， 导致市场继续

下行 （沪指可能跌破半年线），随

后第二种观点逐渐浮出水面，对

市场构成支撑。

3月15日大宗交易频现机构身影

□

本报记者 申鹏

昨日沪深大宗交易平台共发

生

29

笔交易，涉及

19

只个股，共成

交了

8064.27

万股，总成交金额为

6.87

亿元， 按相关个股当日的收

盘价计算， 昨日大宗交易的平均

折价率为

6.65%

。 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的大宗交易参与者中有不少

机构身影。

华丽家族是昨日大宗交易中

成交额最大的股票， 共成交了

5695.38

万股，成交金额

3.99

亿元，

占全部成交额的

58.08%

。 卖出该

股最多的席位来自中信证券总

部，共计卖出

4856.59

万股，涉及

金额

3.40

亿元。 而在接盘的席位

中， 华泰证券总部买走了

2578.5

万股，涉及金额

1.8

亿元。 该笔交

易的折价率为

5.91%

。

中信证券总部以每股

30.10

元的价格从国泰君安总部手中买

了

30

万股国电南瑞，成交额

903

万

元， 相对该股昨日收盘价的折价

率为

6.46%

。

较为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太

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大宗交易平台上买入了中国

水电， 该笔交易为平价交易，成

交

50

万股，价值

211.5

万元。此外，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以

相同的价格买入了

75

万股中国

水电，涉及金额

31.25

万元。 而这

两笔交易的卖出方均为海通证

券公司投资部。

西王食品走强 机构资金参与

□

本报实习记者 王朱莹

受政策面利好、 通胀率回落

及避险心态等因素刺激， 食品饮

料等防御性板块在近两日沪深股

市的下跌中逆市上涨。深市

A

股中

的西王食品受板块带动而大幅攀

升，日涨幅

7.13%

。

月初至今， 西王食品累计涨

幅达

17.68%

。本周一，西王食品跳

空高开，以长上影线收盘；周二低

开高走，维持涨势，到周三伴随大

盘跳水顺势下跌。 昨日则低开高

走，震荡走强，收于

28.68

元。

3

月

15

日是消费者权益日，过

去几年食品安全问题都是消费者

权益保障的重点关注对象， 而今

年食品问题却未成为

3

·

15

的焦

点。 这无疑从侧面增添了投资者

对食品饮料板块的投资信心。 再

加上扩大内需的政策定调、 通胀

率回落、居民购买力提升等因素，

食品、 白酒等消费概念板块自然

而然成为了近期投资热点。

此外， 西王食品本身的产品

质量和业绩发展也成为吸引投资

者目光的重要因素。昨日，西王食

品召开了 “第二届西王集团品牌

推广大会”，提出了“科技强企”的

战略构想， 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

作， 先后投资数亿元严把产品质

量关， 为其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从深交所公开交易信息看，

西王食品昨日成交额为

7934

万

元， 其中国信证券深圳红岭中路

证券营业部以

1608.49

万元的买

入金额高居买入前五席位榜首，

成为该股上攻的主要动力， 同时

还有两个机构席位合计买入

436.79

万元助推该股上涨。

公开资料显示， 西王食品于

去年

2

月借壳金德发展上市，主营

利润来源于小包装玉米油， 是国

内玉米油龙头企业。 中国粮油商

务网的研究数据显示， 玉米油在

中国植物油产量中的占比仅为

1%

，行业前景广阔。 根据西王食

品

2011

年业绩快报， 公司

2011

年

年度净利润为

1.11

亿元， 较上年

增长

32.41%

。

“合理高估” 者或可“细品”

□

本报记者 孙见友 申鹏

食品饮料类股票历来以业绩

稳健增长而著称。 也正是因为这

一原因，不少食品饮料类

A

股估值

普遍高企。因此，食品饮料类股票

要想成为未来的潜力蓝筹， 必须

要求其业绩增长能否消弭高估值

的负面效应。分析人士认为，业绩

稳健较快增长和估值层面 “性价

比”较高，无疑可以作为投资者挖

掘食品饮料行业中蓝筹股的良好

线索。

高估值环境下 还看“性价比”

按照申万分类标准，目前

A

股

食品饮料成份股共有

58

只。 尽管

数量不多， 但其总市值差异却十

分悬殊。 其中，贵州茅台、洋河股

份和五粮液最新总市值分别高达

2065

亿元、

1418

亿元和

1374

亿元，

成为目前仅有的总市值超千亿的

食品饮料类

A

股。 与其相比，

*ST

通葡、 兰州黄河和南方食品目前

总市值却只有区区

11

亿元、

12

亿

元和

14

亿元， 连贵州茅台的零头

都不到。

公司规模层面的巨大差异，

决定了在食品饮料股中寻找蓝筹

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虽然如

此，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依

然为我们挖掘其中的潜力蓝筹提

供了一些蛛丝马迹。

毋庸置疑， 食品饮料行业稳

健增长特征十分明显， 这从过去

几年业绩的增速就可以窥见一丝

端倪。

2009-2010

年申万食品饮料

行业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91.19%

和

35.74%

， 而同期全部

A

股的业

绩 增 速 则 分 别 为

28.75%

和

38.77%

。 因此，就历史数据而言，

食品饮料具有业绩增速超越其他

行业的良好履历， 这使该行业中

许多成份股都具备成为潜力蓝筹

的必要条件。

不过， 业绩持续增长并不能

让食品饮料股顺理成章地晋升为

潜力蓝筹， 因为并没有考虑高估

值压力。 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

食品饮料整体估值高企就一直为

投资者所担心。

2005

年以来，全部

A

股市盈率（

TTM

）均值仅为

27.42

倍， 而申万食品饮料行业市盈率

（

TTM

）均值则为

54.45

倍，相差十

分悬殊。另外，

2005

年至今的绝大

部分时间里， 申万食品饮料行业

相对全部

A

股的估值溢价很少会

低于

50%

。 基于以上分析，成为潜

力蓝筹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相对全

部

A

股估值相对较低的股票。

综合来看， 如果将

PEG

小于

1

、 近两年平均

ROE

大于

20%

、市

盈率相对全部

A

股溢价不超过

300%

以及市值超过

100

亿元作为

筛选蓝筹的标准， 可以发现目前

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食品饮料蓝

筹股仅有

6

只， 分别是伊利股份、

贵州茅台、洋河股份、五粮液、泸

州老窖和张裕

A

。 若放宽市值要

求，则佳隆股份、双塔食品、好想

你以及加加食品也可以作为潜在

的蓝筹品种。

关注三线白酒和乳品细分行业

有分析师指出， 随着前期一

线白酒不断提价和消费升级持

续，三线白酒或迎来爆发期，在大

本营市场逐渐稳固之后， 三线白

酒将加快全国战略的步伐， 由于

其收入基数较低， 届时收入和利

润将迎来高速增长。二线白酒中，

全国化进程稳步推进的公司也值

得关注。同时，行业集中度逐渐提

高、 提价能力逐渐增强的啤酒行

业优质龙头也可适当关注。

此外，大众食品中，乳制品行

业有待持续关注。 国内乳品行业

经过

2000

年以来的快速成长期以

及三聚氰胺事件带来的倒退及恢

复期， 行业基本已经进入稳定增

长期。 目前城镇居民对鲜奶人均

消费达到

14

千克， 处于阶段性饱

和。 对酸奶等营养附加值较高的

奶品需求快速上升， 产品结构需

求的提升将带来乳品消费量的增

长。 另外，农村居民

2009

年人均奶

制品消费量仅有

3.60

千克，与城镇

居民仍有较大差距， 其提升将是

乳品行业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

分析师认为， 预计未来乳品

行业在行业需求稳定增长、 原料

供应价格稳定趋降以及产品结构

和集中度提升的推动下， 业绩将

进入持续稳定的提升阶段， 因此

长期看好乳品行业的投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