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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7月20日电 本周
首个交易日，A股高开高走、放量上
行。上证综指重返3300点整数位，
录得逾3%的较大涨幅。

当日上证综指以3243.91点高
开，全天都在红盘区域运行。早盘
沪指下探3220.68点后开始稳步走
高，午后重返3300点整数位上方。
尾盘沪指收报3314.15点，较前一
交易日涨100.02点，涨幅为3.11%。

深证成指收报13448.85点，涨
333.91点，涨幅为2.55%。

创业板指数涨势相对较弱，
2697.30点的收盘点位较前一交易
日涨 1.31%。中小板指数收报
8972.58点，涨幅为2.42%。

伴随股指上行，沪深两市个股
普涨。不计算ST个股，两市150多
只个股涨停。创业板新股N美瑞挂
牌上市，首日涨幅为44%。

科创板迎来两只新股加盟。N
寒武纪首日涨幅高达229.86%，N
艾迪首日涨幅也达到了121.02%。
其余个股大部分上涨，广大特材、睿
创微纳涨幅超过10%。山大地纬、
慧辰资讯跌逾一成。

除白酒板块逆势收跌外，其余
行业板块均录得不同涨幅。船舶、
航天国防、保险板块领涨。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5441亿元
和6490亿元，总量接近1.2万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有所放大。

本周首个交易日：

上证综指重返3300点2020年，考验着每一个餐饮人
的心脏。

疫情之下，中国餐饮业经历了
怎样的“至暗时刻”？又是如何奋力
挣扎、绝地求生？经历疫情洗牌的
餐饮业，未来将走向何方？

餐饮业坐上“过山车”

在手机上刷到“三文鱼案板检
测出新冠病毒”的新闻时，将太无二
执行总经理周振鹏有些不敢相信。
过去几个月，这家日料企业为了求
生存，不得不“断臂求生”关掉部分
门店，6月初企业经营已经明显好
转，可就在这个当口，新发地疫情突
然出现，且“矛头”直指海鲜。

“那感觉，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周振鹏说。

何强是中国饭店协会海鲜专业
委员会主席，也是清香阁清真海鲜
董事长。他告诉记者，6月门店营
业额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七八
成，新发地疫情出现第二天，营收断
崖式下跌到不足20%。

上周出炉的中国经济“半年报”
显示，上半年，我国餐饮收入同比下
降32.8%。

“活下去。”这是过去半年，餐饮
人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

时间回到2月。
今年春节早。元旦刚过，人们

已经开始忙着置办年货、订年夜
饭。餐饮业盼来了一年中最宝贵的

“黄金期”，不少饭店订单从大年三
十排到了正月十五。就在餐饮人摩
拳擦掌，准备在这个春节“甩开膀子
大干一场”的时候，疫情来了。

山东凯瑞商业集团董事长赵孝
国说，春节期间，集团旗下餐饮门店
预定的 1.6 万多桌几乎全部被退
订。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白森森告诉记者，集团所属餐饮
门店年夜饭包间退订率50%，大厅
退订七成以上。

几乎一夜之间，餐饮业跌入“至
暗时刻”。中国饭店协会研究院发
布报告显示，春节期间营收减少八
成以上的餐企占比88%，部分餐企
停业止损。

企业上演“绝地求生”

疫情冲击下，餐饮企业纷纷开
启“自救”模式。

北京华天旗下二友居、同春园等
门店发力线上外卖，利用微信群接

龙、拼团小程序面向周边社区和企事业
单位开展团购活动。疫情期间，门店累
计研发200余种半成品，通过线下外摆
销售。经过一系列动作调整，3月集团
直属餐饮企业实现整体盈利，6月初营
收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0%。

将太无二也第一时间调整产品结
构，推出若干款日式烧烤拼盘和外卖
特惠套餐。清香阁利用半成品门店外
摆等方式，有效填补部分亏损。

不少餐饮企业还尝试通过“直播
带货”扩大线上销售。在一场知名主
播参与的直播中，杏花楼10秒内售出
13万盒“咸蛋黄肉松青团”。线上成
功转型为这家老字号企业带来新机
遇，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5
个月，杏花楼整体营业额比去年同期
增长6000多万元。

减税降费、房租减免、优惠利率贷
款……国家也出台一系列政策，全力

支持餐饮企业渡过难关。以北京华
天为例，疫情发生以来，政府已为企
业减免税费数千万元。

一组宏观数据可以窥见餐饮业
复苏进程——

据商务部监测，截至 3 月 26
日，餐饮企业复工率达80%左右；
商务部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全国
餐饮消费规模恢复至去年同期七
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二季度餐
饮收入降幅比一季度收窄23个百
分点，餐饮收入连续三个月好转。

重整行装再出发

疫情带来创伤，更带来变革。
过去半年，餐饮业数字化转型

突飞猛进。大厨们走进直播间，边
炒菜边“带货”；更多人习惯了在网
上购买半成品，轻松解决一日三餐；
餐厅里，无人收款台、机器人配送大

显身手……数字经济赋予餐饮业更
大的想象空间。

中国饭店协会预测，随着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
泛应用，餐饮业正从大家口中的“勤
行”，逐渐变成一个有相当技术含量
的行业，知识型和专业技能型人才
将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次疫情
加速了餐饮业洗牌。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表示，
未来行业将从过去的“野蛮生长”逐
渐转为“精耕细作”。品牌化、标准
化、绿色化、细分化将成为行业供给
侧改革的新方向。

2020年对餐饮业来说是一场
“硬仗”，中国餐饮人已经顽强地挺
过了上半场。下半场，相信他们也
一定“打”得精彩。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疫情考验着每一个餐饮人的心脏

餐饮业重整行装再出发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7月
17日，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珠海
华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
海华正”）以3042.24万元的价格竞
得珠海市富山工业园一宗二类工业
用地，将在珠海建设智能制造基地。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3年，是华立集团的控股
成员企业，也是国内最早从事研发
生产环氧树脂覆铜板的企业之一，
连续获得四届“中国印制电路行业

优秀民族品牌企业”称号。公司于
2017年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
上市。作为较早认定的“国家重点支
持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已获得了

“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企业
研发中心”“浙江省企业研究院”“浙江
省级博士后工作站”等称号。截至
2019年底，该公司拥有有效国家专利
148项，其中发明专利60项，实用新
型专利88项，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及
行业标准7项。

根据该公司发布的2019年年报

和2020年第一季季报显示，华正新
材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3 亿
元，同比增长18.2%，归母净利润
1.02亿元，同比增长40.4%，扣非后
归母净利润8877万元，同比增长
51.5%。该公司2020年一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4.1亿元，同比-6.8%，
归母净利润1763万元，同比增长
18.9%，扣非后归母净利润1565万
元，同比增长16.7%。

公告称，“珠海华正”参与了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的珠富土储工

2020-07号地块土地使用权的竞
拍，并以人民币30422433元竞得
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7月 15日，该公司与珠海市自然
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本次购买的土
地使用权，主要是作为该公司华
南区域珠海智能制造基地的建设
储备用地，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
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跨区
域产能的布局和扩建，增强了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

华正新材料落户富山工业园

在珠海建设智能制造基地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中国
人民银行20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
展了1000亿元的7天期限逆回购
操作。当日有500亿元逆回购到
期，央行实现净投放500亿元。

央行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
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日开展
1000 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为 7
天，中标利率为2.2%，与前次持平。

当日银行间市场各期限利率涨
跌互现。20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显示，隔夜
和 7 天 利 率 分 别 为 1.9565% 、
2.183%，较上一个交易日分别下行
37.15个和4.4个基点；14天利率为
2.306%，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11.7
个基点；一年期利率为2.671%，较
上一个交易日上行3.4个基点。

央行开展1000亿元逆回购操作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国
务院国资委 20 日对外公布了
2019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
业绩考核结果，招商局集团、中国
海油、保利集团等48家中央企业
在考核中获评A级，数量与上一
年度持平。

对中央企业负责人实施经营
业绩考核，是国资委依法履行出
资人职责的重要手段。国资委去
年修订印发的《中央企业负责人
经营业绩考核办法》，明确年度经
营业绩考核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
等级分为A、B、C、D四个级别，A
级企业根据考核得分，结合企业
国际对标行业对标情况综合确
定，数量从严控制。

根据考核办法，国资委依据
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对
企业负责人实施奖惩。经营业绩
考核结果作为企业负责人薪酬分
配的主要依据和职务任免的重要
依据。

据国资委新闻中心政务新媒
体“国资小新”梳理统计，自国资
委对中央企业实施经营业绩考核
以来，有8家企业连续16个年度
考核获评A级，分别是航天科
技、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电科、中
国海油、国家电网、中国移动、国
投集团和招商局集团。

2019年度央企
考核成绩单揭晓

48家企业
获评A级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新一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0日出炉，
1年期和5年期LPR均未调整，1年期
LPR仍为3.85%，已连续三期“按兵不
动”。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LPR
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
均较上一期保持不变。

作为LPR报价的基础，本月中期

借贷便利（MLF）利率未做调整。
人民银行 15 日开展 4000 亿元
MLF操作，中标利率为2.95%，利
率与前次持平。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
彬认为，本月LPR报价不变符合市
场预期。一方面，近期央行开展逆
回购和MLF操作时，政策利率均
保持稳定；另一方面，近期资金利
率中枢上升，银行边际成本有所上

行，主动下调LPR报价加点的动力
不足。

去年 8 月 17 日央行宣布将
LPR作为各银行新发放贷款的主
要参考，并每月定期发布一次
LPR，至今已发布12次。目前，1
年期 LPR 较首期下调了 40 个基
点，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挂钩的5
年期以上 LPR 累计下调了 20 个
基点。

1年期LPR仍为3.85%

连续三期“按兵不动”

7 月 20 日，中铁二十
四局施工人员在平潭海峡
公铁大桥施工现场作业。

当日，中铁二十四局
施工人员在平潭海峡公铁
大桥进行最后一根铁路长
轨换铺。至此，平潭海峡
公铁大桥双线铁路长轨全
部换铺完成。

新华社发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长轨换铺完成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上周
A股主要股指出现明显回调。从
17日的盘面看，周期股及部分消费
股表现相对较好。

多家头部券商分析师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场估值
水平整体处于中等偏高位置，后续
市场仍可能继续调整，但多重因素
支撑市场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可
关注高景气度的科技股以及低估
值、盈利增长的蓝筹股。

止跌第一步可能已完成

Wind数据显示，上证综指上
周下跌5%。有券商认为，后续市
场仍可能继续调整。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李少君认为，一方面是上证综指
3500点阻力较大；另一方面是市场

“赚钱效应”暂时弱化，增量资金进
场放缓。未来一段时间，市场走势
以震荡为主。

从估值角度看，光大证券策略
首席分析师谢超表示，市场被明显
高估的情况已得到部分缓解，但目
前A股整体估值仍处于中等偏高水
平，因而市场存在继续调整的可能。

民生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解运
亮说，止跌第一步可能已完成，但情
绪面恢复仍需时间。经过调整，指
数短期横盘概率较大，市场将等待
基本面数据验证和全球疫情边际改
善信号。

市场风格转向精耕细作

目前，经济复苏带动企业盈利
上行，全球流动性宽松。多家券商
认为，A股市场长期向好趋势不变。

中信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秦培
景表示，前期波动并不改变A股中
期上行趋势。其原因，一是A股潜
在流入资金规模依然庞大；二是在
宽信用等政策背景下，A股整体盈
利增速逐季抬升趋势不变；三是在
A股本轮上行过程中杠杆资金占比
低，被动卖出风险小。在市场进入
平静期后，可开始积极寻找结构性
入场时机。在综合考虑业绩验证、
限售股解禁高峰等因素后，预计三

季度末启动的下一轮行情将更稳
健。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海通证券
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认为，国内
生产总值二季度同比增长3.2%，实
现强势“转正”。随着相关政策不断
落地，预计基本面数据将继续改善。

展望后市，安信证券首席策略
分析师陈果表示，本轮行情复苏的
核心驱动力是全球流动性泛滥，我
国经济复苏具相对优势，A股在全
球资产配置中具相对吸引力。市场
中期上行趋势并未改变，短期将先
稳住阵脚，徐徐展开结构性行情。
未来一个阶段，市场风格将转向精
耕细作。

“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改善才是
股市长牛的根基。从这一点来说，中
国股市是充满希望的。”海通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研究所副所长姜超强
调，数据显示，过去每一轮社会融资
规模增速回升都伴随着上市公司利
润增速回升。企业盈利改善，将成为
A股整体走牛的重要支撑。

周期股似有回归之势

今年以来，消费股和科技股成
为市场追捧热点。从上周市场表现
看，周期股似有回归之势。

姜超表示，经济复苏了，不用担
心牛市的终结，需要担心的是那些
存在估值泡沫的行业，而低估值又
有盈利增长的蓝筹价值行业反而迎
来投资机会。相比于科技、医药等
高估值成长股，更看好金融等传统
价值蓝筹行业。

陈果认为，高景气度科技股依
然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伴随着
经济的进一步回升，周期股的机会
会逐步增加，但当前阶段总需求未
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其中的
机会可能是结构性的，需要重点挖
掘供给偏紧的子行业，尤其是有中
期成长性逻辑的品种。

李少君认为，金融股和周期股
的机会将暂时告一段落，市场风格
将回归科技股和医药消费股。当前
的科技股行情将围绕龙头股展开，
行情的持续性有望提升。

头部券商把脉后市：

A股长期向好趋势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