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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景生物股价还能嗨多久
周科竞

一季报业绩预增超1000倍，热
景生物股价5天狂飙近150%， 赚钱
效应让无数股民羡慕不已。 但是，
在股价狂涨过后，投资者还是要回
归理性，短期暴涨后的热景生物已
经有了较高的投资风险，毕竟业绩
高增长能否持续要打个问号，另外
大股东的减持压力以及可能面临
的停牌核查风险，都可能浇灭热景
生物的热情。

热景生物股价大涨的利好，来自
于公司的业绩预告， 预计2021年1-3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000万 -66000万 元 ， 同比 增加
109125.67% -128630.25% 。 增 长 超
1000倍的业绩，确实让投资者很是激
动，5.6亿元的利润对于热景生物来
说是什么概念？考虑到公司6220万股
的总股本， 相当于每股收益高达10
元，而截至2020年末，公司的每股净
资产只有11.93元， 相当于热景生物
2021年一季度又赚了一个公司出来。

同样的， 公司股价也出现了翻
倍的走势， 从涨停前的50元上方一
路上涨到最高168.75元， 即使股价
出现调整，目前依然高达128.88元，
较行情启动前涨幅超过100%。

然而， 热景生物的超级利润能
否持久是要打问号的，能否在二季
度乃至2021年全年保持这样的超高
利润，仍存不确定性。从投资者的
认知看， 这种暴利往往缺乏持久
性，公司的解释是因为公司的新冠
病毒检测产品符合德国标准，所以
有了巨大的订单，但是这种订单也
会随着疫情的发展而存在不确定

性， 所以投资者很难估计未来公司
的业绩是会继续保持如此高昂的状
态，还是会回归到平时的正常水平。

基于以上原因，热景生物的股价
暂不宜使用动态市盈率指标来衡量，
因为在2020年三季度之前，公司的业
绩水平并不算理想，2020年前三季度
的每股收益只有0.08元，这意味着，一
旦公司的超级利润消失，公司的正常
利润水平恐难支持目前高企的股价。

从另一个角度看， 公司的原始
股东减持进行得如火如荼。 大股东
们对于公司的了解显然要比普通投
资者更加清晰， 面对如此好的经营
业绩， 却选择在目前的位置减持股
份， 或许正表明他们对于公司未来
业绩持续保持超高水平也没有足够
的信心。

因此， 投资者还是把这次高利润
视为一次性的高收益更为妥当， 这笔
利润投资者可以作为参考短期收益的
估值模型，即一季度每股获利10元，即
使剩余的3个季度每个季度还能获利
10元， 那么股价上涨40元已经能够反
映出股东价值的增加， 目前股价上涨
已经超过了60元， 投资者还是应以注
意投资风险为主。

此外，在4月20日热景生物已经
出现了高位放量、高开低走的走势，
这样的走势可能意味着部分获利资
金选择出逃， 那么在股价已经不能
算是便宜的情况下， 热景生物股价
后续还能不能继续上扬， 完全要看
有没有新的大资金在高位接盘后继
续拉升股价， 这背后的投资风险要
比原来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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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IPO茶企大PK中茶股份毛利率垫底
IPO速度：中茶股份领先

深交所官网显示，4月15日深交所受理了

八马茶叶的IPO申请。随着八马茶叶的加入，

冲击A股的茶企进一步扩充。

据证监会官网显示，2020年6月18日，中

茶股份向证监会报送IPO申报稿，冲击A股。

与中茶股份不谋而合的是，澜沧古茶也计划

在A股上市。证监会官网消息显示，澜沧古茶

于2020年6月22日向证监会报送了申报稿。

中茶股份、澜沧古茶的IPO进展情况备受

关注。就目前情况来看，中茶股份的IPO速度

暂时领先。2020年11月27日证监会披露了对

中茶股份的首发反馈意见，澜沧古茶则于

2020年12月4日收到首发反馈意见。针对公

司的IPO进展情况，北京商报记者多次致电

中茶股份进行采访，但对方的电话一直未有

人接听。

对于茶企相继IPO，山西证券南宁营业部

投研总监谭富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茶企冲击A股背后主要的动力在于想整

合整个茶叶市场，通过上市进行融资后，提高

它在市场上的占有率。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小罐

茶的横空出世对中国的茶叶产业起到倒逼作

用，促进了茶企做资本运营。目前中国茶叶市

场化运营程度并不高，需要在这个节点进行

资本布局。

营收规模：中茶股份居首

除了资本的上市速度外，八马茶叶、中茶

股份、澜沧古茶3家茶企本身质地情况也受到

关注。

由于中茶股份、澜沧古茶目前未有公开

的2020年相关财务数据，北京商报记者以

2019年的相关财务指标进行对比，其中中茶

股份的营业收入规模最大。

从中茶股份披露的招股书数据来看，公

司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呈现逐年增长的态

势。数据显示，2017年、2018年中茶股份实现

的营业收入分别约12.29亿元、14.9亿元。到了

2019年，中茶股份的营业收入规模增至约

16.28亿元。

相比之下，澜沧古茶的营业收入规模与

中茶股份存在较大差距。据招股书，2019年澜

沧古茶实现的营业收入约3.8亿元。而澜沧古

茶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也呈增长态势。澜沧

古茶2017年、2018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

2.5亿元、2.99亿元。

经计算，澜沧古茶2017-2019年累计实

现的营业收入约9.29亿元，三年的营收之和比

不上中茶股份2019年一年的营业收入。

八马茶叶的收入规模则位列3家企业中

的第二。据八马茶叶的招股书，公司2019年实

现的营业收入约10.23亿元。

从归属净利润指标看，中茶股份同样排

名居前。数据显示，2019年中茶股份的归属净

利润约1.66亿元。澜沧古茶、八马茶叶2019

年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约0.81亿元、0.92

亿元。

主营业务毛利率：澜沧古茶最高

虽说营收规模上澜沧古茶不及中茶股份

和八马茶叶，但从主营业务毛利率指标看，澜

沧古茶则实现逆袭。

招股书显示，2019年澜沧古茶的主营业

务毛利率为61.89%。从单类产品来看，澜沧古

茶熟茶产品的毛利率相对较高，2019年澜沧

古茶熟茶产品的毛利率为73.98%。2019年澜

沧古茶的生茶产品以及调味茶产品的毛利率

分别为50.47%、66.95%。

而中茶股份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在3家

茶企中“垫底”。数据显示，中茶股份2019年主

营业务的毛利率为40.58%。八马茶叶2019年

主营业务的毛利率为53.31%。

在谈及公司毛利率高于中茶股份、八马

茶叶这两家企业的原因时，澜沧古茶证券部

在回复北京商报记者的采访函中表示，澜沧

古茶报告期产品主要通过自主生产所得，销

售模式以经销为主、直销为辅。而根据中茶股

份、八马茶业招股书显示，中茶股份分为品牌

茶叶和原料茶叶两块业务，原料茶业务为向

统一、农夫山泉、三得利和今麦郎等饮料企业

销售原料茶，加之中茶股份绿茶、花茶和红茶

几个品类毛利率相对较低。八马茶业近50%

采购为定制成品茶，且产品线与公司差异较

大。这些原因导致了这两家公司毛利率低于

澜沧古茶。

澜沧古茶证券部在回复采访函中进而表

示，2017-2020年上半年，公司综合毛利率维

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公司各主要系列产品毛

利率基本稳定。由于主营产品、销售模式、业

务规模等的差异，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毛利率

水平有一定的差异。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

率略高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但不存在较

大差异。

研发费用率：八马茶叶最低

在谭富文看来，茶行业涉及的茶叶品类

众多，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市场竞争较为

激烈。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品牌意识不断增

强，茶企之间的竞争进一步体现为以品牌、

商业模式、营销渠道和质量为核心的综合实

力竞争，茶叶行业市场份额正逐步向具有品

牌优势、渠道优势、产品优势的品牌茶叶企业

聚集。

朱丹蓬谈到，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规

模化将是整个茶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

国茶企要进行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规模

化的运营，需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认为，对于茶企而言，

无论是加高竞争壁垒还是谋求更大的市场空

间，这一切都离不开品牌层面的支持，而推出

非常有竞争力的新品是茶企竞争的核心。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八马茶叶、

澜沧古茶还是中茶股份的招股书中，研发二

字均成为高频词汇。不过，从披露的数据来

看，八马茶叶、澜沧古茶、中茶股份3家茶企在

研发上的投入存在一些差距。

数据显示，中茶股份2019年的研发费用

为2249.79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38%。澜沧古茶2019年的研发费用为301.08

万元，当期的研发费用占比为0.79%。而八马

茶叶2019年的研发费用为570.22万元，占当

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0.56%。可以看出，八马

茶叶2019年的研发费用率低于中茶股份、澜

沧古茶。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3个月后回复互动易 同有科技股价大涨吃关注函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一则互动

易回复成功引爆了同有科技（300302）股价，公

司股价在4月20日盘中冲上涨停板，当日最终

大幅收涨19.91%。但在当日晚间，该事项引来

了深交所的追问，深交所向同有科技下发关注

函，要求公司就互动易回复内容进行详细说明，

此外公司部分股东股份解限承诺将于4月30日

到期，深交所也要求同有科技说明是否存在炒

作股价、配合相关股东减持的情形。

交易行情显示，同有科技4月20日小幅低

开0.87%，开盘后公司股价开始不断上行，并在

早盘阶段触及涨停板，截至当日午间收盘，公

司股价涨幅高达18.82%。午后开盘，伴随着一

笔大额买单进入，同有科技股价迅速封至涨

停。截至4月20日收盘，同有科技股价报11.02

元/ 股，涨幅达19.91%，成交金额5.72亿元，较

前几日出现明显放量，换手率为15.86%，总市

值达52.88亿元。

导致公司股价放量大涨的原因，源于同有

科技4月19日的一则互动易回复。

具体来看，2020年12月28日有投资者在互

动易上提问同有科技，询问公司在信创业务上

有没有新的进展，未来的前景如何。4月19日，

同有科技方面回复称，公司在包括国家级、省部

级、地级市在内的信创市场占有率保持前列、与

国内十大集成商建立合作关系、与腾讯云等多

家厂商达成合作关系。

不难看出，同有科技此次互动易回复时间

跨度较大。对此，深交所在4月20日下发的关注

函中要求同有科技结合前述回复，说明公司互

动易回复不及时的原因、是否存在选择性回复

的情况，说明公司是否严格遵守《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对

互动易的回复内容是否谨慎、客观。

另外，深交所对同有科技的回复内容也

提出了质疑，要求公司结合第三方数据有关

我国信创市场的市场规模，公司相关产品销

售情况、金额、市场占有率具体数据等，说明

“信创市场占有率保持前列”有关表述的具体

依据。

深交所还要求同有科技列示互动易所述

“国内十大集成商”“腾讯云”等厂商的名称，与

前述厂商建立合作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合作内容、合同金额、收入确认金额、占公司营

业收入比例。同时，结合在手订单、合同签订情

况说明对公司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资料显示，同有科技2012年3月登陆A股市

场，主要从事数据存储、闪存存储、容灾等技术

的研究、开发和应用。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致电同有科技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但电

话始终未有人接听。

商誉绞杀业绩 永鼎股份现上市后首亏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亮 马换换）作为1997

年登陆A股的老牌企业，永鼎股份（600105）出

现了上市后首次亏损，2020年公司实现净利约

为-5.77亿元，而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则与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有关。利空消息影响下，永鼎股

份4月20日股价不断震荡走低，当日收跌

5.13%，报3.33元/股。

交易行情显示，永鼎股份4月20日低开

0.28%，开盘后在一笔大额卖单下，公司股价

迅速走低，之后呈现低位震荡态势，当日最终

收跌5.13%，股价报3.33元/股，总市值为45.98

亿元。

消息面上，永鼎股份4月19日晚间对外披

露了2020年成绩单，但并不理想，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收、净利双降。其中，2020年永鼎股份

实现营业收入约为32.85亿元，同比下降2.54%，

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5.77亿元，同比大幅

下滑819.87%。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这也是永

鼎股份上市后的首次亏损。

资料显示，永鼎股份是A股市场的老牌企

业，早在1997年便登陆上交所，自上市后公司

未曾出现过亏损，公司2017年净利达到峰值，

当年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2.88亿元。但这一情

况在2020年被打破，且公司亏损额近6亿元。

造成永鼎股份2020年亏损的原因，包括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以及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据永鼎股份披露公告显示，2020年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北京永鼎致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导致公司2020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降低1.37亿元；此外，公司对合并

范围内截至2020年12月31日存在减值迹象的

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85.28万元，导致公司2020年合并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685.28万元。

实际上，2019年永鼎股份业绩就已现疲

软，当年公司虽然实现归属净利润为盈利状

态，但公司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为负值，约

为-2211万元。

披露2020年年报的同时，永鼎股份也对外

透露了公司2021年一季度业绩预告情况，公司

预计报告期内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1.2亿元左

右，其中资产处置等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影响金

额为1.14亿元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在2020年年报披露之前，

永鼎股份控股股东在4月17日抛出了减持计

划。因自身资金需求，永鼎股份控股股东永鼎

集团计划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761.74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

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永鼎股

份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未有人

接听。

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茶股份”）、普洱澜沧古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澜沧古茶”）、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马茶叶”）相继递交

招股书后，A股茶企第一股花落谁家尚有悬念。不过，相比起谁能成功上市，中茶股

份、澜沧古茶、八马茶叶3家拟IPO茶企的质地究竟如何更值得关注。由于中茶股

份、澜沧古茶尚未有2020年的公开数据，因此北京商报记者以2019年的相关指标

为标准，从营收规模、主营业务毛利率、研发费用率等几个维度，对上述3家茶企进

行了对比。其中IPO速度靠前的中茶股份在营收规模上排名第一，而营收规模“垫

底”的澜沧古茶主营业务毛利率水平却最高，八马茶叶研发费用率最低。

3家拟IPO茶企2019年相关财务指标一览

中茶股份 16.28亿元 40.58% 1.38%

澜沧古茶 3.8亿元 61.89% 0.79%

八马茶叶 10.23亿元 53.31%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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