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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港股强势上行 白酒股超跌反弹

Laozhou�talking
老周侃股

四季度宜轻大盘重个股
周科竞

股市震荡加剧，涨跌幅度
都很大，投资者难以把握股市
走势，但年报之前个股的预期
将会发生较大变化，投资者把
握个股机会的胜算更高。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选股
和选时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至
于哪个更重要，并没有统一的
观点，但在本栏看来，现在的
市况下，选时并不容易，影响
股市涨跌的因素太多，投资者
没办法判断股市处于牛市还
是熊市，但是选股却是有可能
的，所以本栏说，现在的市场，
选股更加重要，即投资者应该
轻大盘、重个股。

在四季度这个年报前夕
的时间段， 个股行情的高收
益预期值得期待。 业绩持续
增长的好公司， 在年报时段
或能给投资者带来足够充分
的投资收益， 但是同时也会
有爆雷股、 垃圾股的股价持
续下跌， 其他普通的上市公
司会依据业绩和成长性对估
值进行合理修复， 投资者的
最佳策略还是要通过精选个
股来获得年报业绩浪的满意
投资收益。

什么样的股票会有更好
的投资机会？一般相关上市公
司的价格恢复会领先于疫情
结束。本栏所说的疫情结束，
不仅仅指疫情被完全控制，
如果疫情的伤害能力出现大
幅下降， 使得相关行业获得
复苏的机会， 那么也可以视
为财经领域的疫情结束，而
目前有些因为疫情伤害严重
的上市公司已经出现了股价

复苏的走势， 其中有大资金
预期到未来疫情影响的减
弱，故提前低位吸筹，引发股
价上涨， 如果未来投资者认
为疫情结束的预期更强，那
么这些复苏股的股价仍有进
一步上涨的空间。

从人们对于疫情的担忧
来看，投资者主要担心上市公
司的业绩水平，大家已经习惯
了疫情防控措施，故投资者有
理由认为，即使疫情还要肆虐
一段时间，其对于经济的伤害
也不会更加严重。同样，对于
已经受损于疫情的上市公司
来说，年报业绩理论上也不会
更加糟糕，投资者已经有了足
够的思想准备。

这就是说，投资者选股并
不一定非要找已经被广大基
金经理充分挖掘的高价蓝筹
股，那些股价仍然处于长期底
部区域、公司业绩预期有较高
增长的公司或许安全性更好，
未来的上涨预期也更高。

不过，重个股也只是在目
前的特定时间段。 从长期看，
选股和选时都能有所建树，而
有的时候选股更加重要，有的
时候选时更加重要，目前股指
的波动难以把握，公司和板块
的差异越来越大，所以投资者
应该更加关注个股的机会。但
如果未来股指成功走出底部，
出现投资者期待的慢牛走势，
那时候投资者还是应该注重
选时，使用更多的杠杆投资于
广泛的蓝筹股，毕竟那时候高
杠杆比选个股能够产生更多
的额外收益。

欲救业绩 ST三盛跨界押注电解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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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A股、港股强势大反攻，当日午后三大股指、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纷纷发力上攻，截至当日A股收盘，上

证综指大涨2.62%，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纷纷涨超3%。个股方面，A股超4400股飘红，投资者赚钱氛围浓厚，其中白酒股表

现亮眼，贵州茅台（600519）罕见大涨8.3%，创下年内单日最大涨幅。港股市场方面，恒生指数盘中涨超6%，恒生科技指

数盘中涨超9%，腾讯控股、美团、阿里巴巴纷纷大涨。

A股、港股强势反攻

11月1日，A股、港股市场迎来强势大反攻。
交易行情显示，11月1日A股三大股指集

体高开，开盘后指数震荡上行，截至当日午间
收盘，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收
涨0.86%、1.21%、0.97%。午后开盘，三大股指
继续强势上攻，其中上证综指涨超2%，深证
成指、创业板指双双涨超3%。

截至当日收盘，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
业板指分别大涨2.62%、3.24%、3.2%，分别报
2969.2点、10734.25点、2337.65点。

成交金额方面，11月1日沪市成交金额

4310.16亿元， 深市成交金额5465.31亿元，两
市合计成交金额9775.47亿元。

三大股指大涨之下，外资也在11月1日午
后加速进场。数据显示，当日北向资金净买入
61.55亿元， 其中沪股通净买入34.93亿元，深
股通净买入26.62亿元。

盘面上，旅游酒店、在线旅游、航空机场、
酿酒行业、刀片电池等板块涨幅居前，全行业
中仅数字货币、航天航空板块飘绿。

个股方面，A股投资者赚钱氛围浓厚，当
日4448股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仅489股
飘绿。

11月1日， 港股市场表现也不输A股，恒
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双双大涨。

交易行情显示， 恒生指数、 恒生科技指
数也均在11月1日午后发力上攻， 其中恒生
指数盘中涨超6%， 恒生科技指数盘中涨超
9%。截至收盘，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涨幅
分别为5.23%、7.8%， 分别报 15455.27点、
3075.16点。

个股方面，快手、美团、阿里巴巴、腾讯纷
纷大涨，其中腾讯涨超12%，重上230港元，创
近7日新高，成交逾130亿港元。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 四季度在国务院实施的一
揽子稳经济增长政策逐步落地之后， 经济面
有望迎来恢复性增长， 从而带动资本市场出
现回暖，有望为投资者带来年尾行情。

贵州茅台大涨8.3%

11月1日，A股市场的热门板块非白酒股
莫属，当日白酒股集体大涨，其中龙头贵州茅
台更是罕见大涨8.3%。

10月以来“跌跌不休”的白酒股迎来超级
大反弹，贵州茅台11月1日盘中最高涨近9%，
最终收涨8.3%，也创下了年内单日最高涨幅，
当日成交金额168.6亿元， 公司最新总市值
1.84万亿元。

经统计，在10月31日收盘，贵州茅台总市
值为1.7万亿元， 这也意味着仅一个交易日公
司总市值暴增1400亿元。

此外，顺鑫农业、酒鬼酒、海南椰岛、舍得
酒业、泸州老窖也纷纷大涨，其中顺鑫农业、
酒鬼酒涨停。

消息面上，10月31日，中国酒业协会官微
发文称，该协会联合贵州茅台、五粮液、洋河
股份、泸州老窖、山西汾酒、古井贡酒六大白
酒龙头发表署名文章《中国白酒产业是充分
市场化的长周期产业》。

文章中称，近段时间以来，在资本市场，白
酒板块出现了较大波动，呼吁广大投资者及消
费者，可以站在更长时间轴上，以历史的眼光
和产业发展长周期思维，理性看待资本市场变
化，客观分析产业发展态势，合理调整基本投
资策略，投资白酒板块，必须符合白酒的产业
规律，白酒板块是资本市场中的长线板块。

据中国酒业协会披露的数据， 截至2022
年10月30日， 从全部已披露业绩的A股上市
公司财报来看， 前三季度营收和净利润分别
同比增长11.4%和7.9%。 白酒产业19家上市
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营收和净利润分别同比
增长15.93%和21.18%，营收增速和净利增速
均处于市场前列。

贵州茅台、五粮液、洋河股份、泸州老窖、
山西汾酒和古井贡酒六大国内上市酒企在过
去五年里合计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复合增长
率分别为21%和24%。

另外，10月29日，中国酒业协会官微也曾
发布文章《从资本市场看中国白酒“价值论”》
称，10月以来，资本市场的白酒板块出现了大
幅度下跌行情，形成情绪化、恐慌式非理性调
整， 资本市场的股价和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
严重的“价值背离”。尽管当前白酒板块资本
市场波动较大， 但白酒行业发展稳中向好的
根本趋势没有改变。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今年9月底，林荣滨、程璇夫妇和戴德斌谈拢了
一笔大生意，戴德斌作为受让方，从林荣滨、程璇手
中接过了ST三盛（300282）控股权。也是从那时起，
65岁的退休人戴德斌有了第一个上市平台。 不过，
初入资本市场，戴德斌就面临着一道难题，如何带
领ST三盛摆脱业绩泥潭。让市场没有想到的是，戴
德斌“出手”速度如此之快。

11月1日，ST三盛披露了一则“签订股权收购
意向书公告”， 称公司拟购麻栗坡天雄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雄新材”）不低于51%的股权。北
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天雄新材是市场上知名的电解
锰企业，这也意味着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跨界
电解锰行业，这或许也是戴德斌下的第一步棋。

纵观我国电解锰行业的发展，近两年产业政策
上加大了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有利于规模型企
业的发展，收购头部企业天雄新材，看起来是门不
错的生意。不过，对于电解锰企业，电解锰的市场价
格也是决定公司经营状况的关键，去年11月电解锰
市场价格出现暴涨后今年大幅回落，天雄新材今年
业绩会否受此影响也将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出手”电解锰

深耕智慧教育行业的ST三盛， 准备新增一个
业务赛道，“押宝”电解锰。

11月1日，ST三盛披露公告称， 公司与湖南大
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书》，
公司拟采用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天雄新材不低于
51%的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资料显示， 标的天雄新材的主要产品为电解
锰。何为电解锰？据了解，电解锰是指用锰矿石经酸
浸出获得锰盐， 再送电解槽电解析出的单质金属，
外观似铁，呈不规则片状，质坚而脆，具有高纯度、
低杂质的特点。

电解锰可广泛运用于钢铁冶炼、 有色冶金、电
子技术、化学工业、环境保护、食品卫生、电焊条业、
新能源动力电池、航天工业等各个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电解锰市场，天雄新材也较
为知名。截至目前，我国电解锰行业在产企业数50
左右， 行业产能靠前的企业主要有宁夏天元锰业、
南方锰业集团、天雄新材、科邦锰业、武陵锰业、金
龙锰业等。

而在筹划此次收购之前，ST三盛则主要从事
智能教育装备、 智慧教育服务和国际教育服务业
务，与电解锰并不协同，这也意味着此次收购将构
成跨界。

ST三盛也表示，公司现有业务面临发展瓶颈，
公司谋求拓宽业务方向，开展具有增长潜力的新业
务，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构建新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科技产业投资分会副会长
兼战略投资智库执行主任布娜新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相对于产业并购，跨界并购的难度更大。“跨界并
购不只是收购一家公司， 如何做好企业整合， 实现
1+1＞2的效应，是个很大的难题。”布娜新如是说。

易主后首个资本动作

拟购天雄新材控股权也是ST三盛易主后的首
个资本动作。

今年9月底，ST三盛原控股股东卓丰投资与太
力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交
易完成后，太力科可支配上市公司19.8%的表决权，
戴德斌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从戴德斌履历来看， 未曾有过资本运作经历，
出生于1957年3月，1982年2月本科毕业后分配到
黑龙江省地矿局工作。

1982-1985年， 戴德斌在黑龙江省地矿局第二
区调大队（正处级）任地质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地质
填图组长；1985-2017年先后任大庆油田公司地球
物理勘探公司地质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地震大队副
大队长、技术监督处处长、地震采集技术中心党委书
记等职务。2017年3月，戴德斌退休。

不过， 退休之后的戴德斌没有进入养老模式，
而是在2020年创立了太力科，开始在资本世界里寻
找自己的“第二春”。

被戴德斌相中的ST三盛也并为优质标的， 公司
2019-2021年连续三年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为负
值，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净利润、扣非后归属净利
润分别约为-1.44亿元、-1.41亿元。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入主ST三盛，戴德斌心中
可能早有想法。如今，仅上任一个月，戴德斌就开始
带领ST三盛跨界谋救。

另外，11月1日，ST三盛还披露了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预案，发行对象是太力科，发行完成后，太力科
合计可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比例将提升至

38.31%，戴德斌将进一步稳定控制权。针对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ST三盛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对
方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电解锰会是“良药”吗

“被戴德斌看中的电解锰会是公司业绩的救命
稻草吗？”这成为了ST三盛投资者心中的疑问。

对于天雄新材的经营情况，ST三盛在公告中并
未披露。不过，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电解锰企业的主营经营情况和电解锰的市场
价格、销量直接相关。

某不愿具名的电解锰行业人士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2015年以来， 我国电解锰市场价格总体平
稳， 以1.5万元/吨为中枢上下波动，2020年疫情因
素导致宏观景气下行， 电解锰市场价格下行至约1
万元/吨。2021年随着疫情逐渐消退，电解锰市场价
格逐步回升，尤其在2021年11月，随着下游需求恢
复叠加环保督查、限电限产等因素的影响，电解锰
市场价格最高暴涨到4.4万元/吨。

“今年来看，随着疫情、限电等外部因素的逐步
消退，电解锰均价又出现大幅回落，目前价格在1.8
万-1.9万元/吨之间。”该人士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涉及电解锰业务的
上市公司还有三峡水利、湘潭电化、西部黄金，其中
西部黄金在今年通过收购科邦锰业开始涉猎电解
锰。而电解锰今年价格的下滑就反映在了上市公司
业绩上。

据三峡水利披露的2022年三季报，公司前三季
度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 4.48亿元， 同比下降
44.77%。三峡水利表示，公司报告期净利同比减少
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电解锰市场价格和销量同比下
降，使该板块利润同比减少。

电解锰市场价格下滑，天雄新材业绩会否受此
影响，这也将引发ST三盛投资者关注。

不过，从整个行业来看，电解锰市场的竞争格
局持续向好，我国在产业政策上也加大了对落后产
能的淘汰力度， 其中“电解金属锰生产总规模为
30000吨/年以下的企业”等均属于限制类产业。上
述不愿具名的电解锰行业人士亦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能耗过高、生产效率低的电解锰生产企
业正在被国家政策所限制， 这也有利于规模型企
业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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