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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结构性行情给投资带来不小的难度。 然而，
公募基金凭借丰富而专业的经验，为投资者赚取了出色的
回报。 在此背景之下，诞生了一批业绩优异的基金经理，而
上投摩根李德辉就是其中的代表。 据悉，被誉为“成长中的
稳健派”的李德辉又一新作———上投摩根慧见两年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将于 9 月 3 日起正式发行，投资者可通过建
设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代销渠道、上投
摩根直销中心及官方网站进行认购。 （杨广）

受外围因素影响，8 月以来科技股出现回调。 针对调整，景
顺长城股票投资副总监杨锐文表示，科技股引领未来的趋势未
变，对于科技股的投资，要结合产业趋势去寻找投资机会。

对于科技股的未来，杨锐文表示仍然长期看好，而即将发
行的景顺长城电子信息产业基金，正是致力为投资者打造的投
资科技领域的工具产品。 该基金通过自下而上的专业化研究分
析，精选电子信息产业中的优质企业，分享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的科技创新的成长红利。 （杨广）

景顺长城杨锐文：
在产业趋势中寻找科技股投资机会

上投摩根慧见两年持有期
混合基金 9 月 3 日起正式发行

缺少空中运力的快递公司在上半
年受到的影响不小。 比如，申通成绩单
堪忧，半年报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7067.78� 万元 ， 同比下滑
91.51%。 申通快递表示，快递服务毛利
率比上年同期下降的原因是公司为维
持网络稳定、提升市场份额，加大了市
场政策扶持力度；同时，受疫情影响，为
最大化争取市场业务，公司推行航海政

策，加大了航海补贴力度等。
好消息是，2020上半年， 各大快递

公司业务量都有所增长。中通快递完成
了业务量69.7亿件，同比增长22.9%。圆
通业务完成量 49.36亿件 ， 同比增长
29.79%；韵达快递业务量56.29亿件，同
比增长29.88%， 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22.08%。 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约35.17
亿件，同比增长16.48%。

据记者统计，截至目前，白酒行业
上市公司中， 市值破千亿的企业共有
六家，分别是茅台 （2.26 万亿元 ）、五
粮液 （9169 亿元 ）、洋河股份 （2103 亿
元 ）、泸州老窖（2164 亿元 ）、山西汾酒
（1699 亿元 ）、古井贡酒 （1256 亿元 ）。
市值最低的则为 ST 皇台，仅为 13 亿
元。 今年以来， 股价涨幅最高的白酒

企业为酒鬼酒和山西汾酒， 股价分别
达到 160%和 121%。

除了业绩出现分化，和以往机构
统一看好的调子不同 ， 也有机构对
茅台的高估值发出了不同声音 。 在
茅台半年报出炉后 ， 中金公司将公
司目标价提升至 24 .6%至 2109 元
人民币 ， 各家券商也纷纷上调茅台

目标价。
而银河证券最新研报直指， 近期

食品饮料持续走强，白酒、调味品等行
业市盈率不断创近年新高， 尽管在过
去很长时间强烈推荐白酒调味品等消
费股， 但是不对当下创纪录的消费股
再唱赞歌， 因为创纪录估值意味着未
来投资回报率下降。

六大快递公司晒半年成绩单:“中通 + 圆通
+ 申通 + 百世 + 韵达”营收不及顺丰一家

有飞机的能“上天”
没飞机的利润大跌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实习生 李悦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
实习生李悦报道：2020上 半
年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 ，各大
快递公司均调整了单票快递
价格 ，也就是说打价格战 ，以
求市场增量 ， 就连行业龙头
顺丰也加入战局。

上半年 ，顺丰经济件 （电
商 件 ） 业 务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76.12%。 这是顺丰下调单票
业务价格 ，以价换量的结果 。
虽然业务量有上涨 ， 但利润
率下降了。 上半年，顺丰的净
利 润 增 长 由 去 年 同 期 的
40.35%下降至21.35%。 据7月
顺丰的数据显示 ， 其单票业
务 收 入 17.87元 ， 同 比 下 降
20.96%。

物流行业专家杨达卿分
析称 ， 开拓电商对顺丰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前电商
快 递 已 经 成 为 业 务 流 主 渠
道 ， 失去这个主渠道的占有
率会影响未来的布局发展 。
而要打开电商件 ， 顺丰需要
在价格策略上以退为进 ，以
价换量。 ”

报告期内 ， 韵达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1亿元 ，同比下降 47.47% ，
其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 润 5.59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52.87%。 有分析称，这就是韵
达降价抢量导致业绩下滑的
结果。 数据显示，上半年韵达
的 快 递 产 品 单 票 利 润 仅 为

0.18元。
报告期内 ， 韵达的单票

快递业务收入 2.36元 ， 同比
下降0.94元/票。 而这个数据
还在下降 。 7月份的数据显
示 ， 韵达快递服务单票收入
2.01元，同比下滑36.19%。 同
样下调价格的还有百世 、圆
通和中通。 2020年上半年，百
世单票均价同比下降20.7％；
6月份 ，圆通快递产品单票收
入2.16元，同比下滑28.28%。

中通第二季度单票收入
1.29元 ，同比下降 20.9% 。 中
通快递在财报中表示 ， 单票
收入的下降主要由于市场竞
争以及为缓解网络合作伙伴
的竞争压力而加大补贴力度
所致 ，而2020年获取市场份
额将是公司战略重中之重。

快递物流行业权威机构
罗 戈 网 CEO郭 红 霞 对 羊 城
晚报记者表示 ，各家快递巨
头 的 快 递 业 务 量 从 今 年 第
二 季 度 开 始 分 别 都 有 所 增
长 ， 从 目 前 公 布 的 数 据 来
看 ，7月 顺 丰 快 递 业 务 量 同
比增长最多为72.36%。 但是
包 括 顺 丰 在 内 的 快 递 公 司
单票收入依旧不断下滑 ，部
分 头 部 快 递 公 司 通 过 低 价
换取市场 ， 可以预见的是 ，
今 年 的 快 递 市 场 价 格 战 会
继续打下去 。 目前 ，通达系
快 递 单 票 收 入 均 接 近 2元 ，
剔除跨境业务收入后 ，部分
单票收入接近1元 。

近日， 六大快递公
司（顺丰、中通、圆通、
申通、韵达、百世）悉数
交出2020年年中成绩
单。 羊城晚报记者统计
各家财报发现，数据显
示，2020年上半年六家
快递巨头合计业务量
约282.97亿件，营收约
1334.89亿元。

按照国家邮政局发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邮政快递业
逐渐摆脱疫情影响逆
势上扬，主要经济指标
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月至6月， 快递业务量
完成338.8亿件， 增长
22.05%， 超过2016年
全年；快递业务收入完
成3823.8亿元， 增长
12.57%。 由此可以算
出，六家快递巨头占据
快递市场的业务量份
额已达到83.5%，占据
快递市场的业务收入
份额达到35%。 不过，
在上半年的疫情期间，
其中几家快递公司的
业务也受到了很大的
影响，各家之间的差距
十分明显。

数据显示，顺丰2020年上半年实现
营 业 收 入 711.2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2.05%， 仍占据行业龙头地位。 上半
年，其总营业收入高于12.6%的行业增
长率，速运物流业务件量36.55亿票，同
比增长81.3%， 遥遥领先于22.1%的行
业增长率。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7.62 亿元，同比增长 21.35%；扣非后
净利润达到 34.45 亿元 ， 同比增长
47.82%。 财报发出后的第二天，股价一
字涨停，顺丰市值冲击4000亿元。

上半年营收同样见涨的还有圆通
和中通， 圆通实现营业收入145.81亿

元， 同比增长4.5%， 实现归母净利润
9.71 亿元，同比增长 12.55%；中通实现
营业收入103.2亿元，同比增长3.2%。

而营收缩水的有申通、百世和韵达。
申通上半年营业收入为92.58亿元，同比
下滑6.21%。 百世上半年营收为138.83
亿元，同比下跌11.3%。 虽然百世总营收
见跌，但其国际业务收入为1.93亿元，同
比增长近两倍。韵达方面，上半年营业收
入为143.18亿元，同比下降7.95%
� � � � 羊城晚报记者发现， 以营收计算，

“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韵达”五家合
计营收为 623.6 亿元，不及顺丰一家。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由于
受到疫情影响，有些道路不通畅，客机
出现大面积停摆导致传统的客机腹舱
运输受阻，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快递
公司能“上天”的能力了，货机的运送需
求逆势上涨。

此时， 顺丰的飞机派上了大用场。
顺丰全货机目前拥有59架自营飞机、14
架外部包机。 2020年上半年顺丰航班总
数达到 2.4万次 ， 而 2019年同期则为
1.76万次； 发货总量从2019年同期的
25.5万吨快速增长至40.78万吨， 几乎
翻倍。 此外，2020年6月，顺丰《无人机
物流配送运行规范》标准项目及顺丰参

与的《快递无人机联合监管信息共享交
换规范》项目被交通运输部纳入2020年
交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第一批）。

另外， 圆通快递由于深化国际与航
空网络布局， 极大提升了海外业务的收
入。 值得注意的是圆通在国际航线方面
的布局。 1-6月，圆通开通定期、不定期
国内、 国际航线近40条， 实现外部销售
收入近5亿元， 运行效率和日利用率提
升，对公司利润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
圆通控股子公司圆通速递国际也在营收
方格做出了突出贡献， 上半年实现主要
业务收入220130万港元， 归母净利润
9546万港元，同比增长逾1700%。

工信部近日就《通信短信息
和语音呼叫服务管理规定（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
见稿提出，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
用户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发
送商业性短信息或拨打商业性
电话。 用户未明确同意的，视为
拒绝。 用户同意后又明确表示拒
绝接收的，应当停止。

众所周知，电话号码既是个
通道，也是个屏障。 其背后的私
人信息空间是应该得到法律法
规保护的，不能因为谁掌握了私
人号码， 就能借助这个通道，穿
越用户屏障，把骚扰信息夹带进
私人空间中。

尽管经过了近 20 年的努
力，但是至今骚扰短信和电话依
然没有退出市场。 不但如此，在
难以获得用户微信账户的情况
下，借助大数据技术的日益精准
和数据库的地下买卖， 把信息
和呼叫与个人需求匹配甚至成
为了可能。 骚扰市场因此从未断
绝。 类似于只要买过一次保险，
你的身家信息就被这个行业掌
握“共享”，并成为日后年复一年
骚扰的来源。

面对这种暴露于一个甚至多
个行业面前的信息赤裸， 作为受
害者的普通公民是很难抵御的。
因为整体而言， 核心问题不在于
如何拦截，而在于事先保护。

登记信息的时候，往往需要
实名且全盘相信这个服务提供
方。 如果提供方是官方或半官方
机构，又或者通过严苛条件限制
你只能使用真实信息，只能通过
验证确认手机号码，那么就等于
把信息使用权完全上交了。 上交
之后，是有限的利用，还是广泛
共享甚至违规使用，就不得而知
了。 如此一来，“监管靠自律，泄
露无从知”，日后即使被骚扰，也
未必知道是哪个环节放了水。

从工信部门来看，希望通过
杜绝骚扰短信来保护用户利益，
可前提的前提恰恰是个人号码
已经不再是隐私，这一点却不是
工信部的单方面职能所在。 如果
从技术上、法规上对“群发 + 商
业性”进行遏制，那么首先应该

有高度智慧的分辨手段。 比如同
一条短信里，上半截是属于管理
提醒类的，下半截随手推个套餐
和 APP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而我们的生活中，恰恰有很大比
例的骚扰短信，就是来自于这种
看似公共提醒实质商业的做法。
这让用户如何去事先统一拒绝？

要遏制骚扰电话和短信，首
先就要遏制来自运营商本身的
商业冲动。 因为恰恰是他们掌握
了最全面的动辄亿计的用户信
息，包括身份、地址、定位、消费
水平等内容。 由运营商本身发短
信，又能假业务管理之名，这才
是最让用户防不胜防。 运营商来
的电话能不接吗？ 一次不接，难
道次次都不接？ 且运营商再被投
诉，他们的运营号码都不会被标
注“骚扰电话”。

这种利用市场垄断地位实施
的骚扰行为， 恰恰也是不公平竞
争的体现。因为运营商再限制，也
只会限制别人的发送行为， 而很
难全方位限制自己。 对于需要花
费成本才能发送商业信息， 甚至
随时会被封住发送口的企业来
说，可谓既眼红又无奈。

这次管理规定也提出： 采取
便捷有效的方式登记用户关于商
业性电话的接收意愿， 并依据用
户意愿提供防侵扰服务。 但这其
实也表明，所谓商业和非商业，二
者之间的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
没有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比如书
展活动、博物馆活动、义诊活动、
招生咨询是不是商业？ 如果由企
业发出是商业， 那么内容由政府
机构发出是否就能避免嫌疑？ 这
一次发送接受了， 下一次是不是
就会汹涌而来不受限制？

我们每个人都泡在商业社
会里，没有人能敢说自己完全不需
要商业信息。 规定重心在于构筑拦
网与自主选择的功能， 实际上，根
本之道还是在于构筑对公民信息
严格保护这个核心问题上。 对广大
公共机构和官方机构而言，在掌握
信息和利用信息之间，是不是有严
格的监督机制和防火墙，是不是说
一套做一套，这才是考验信息保护
能否起效的关键所在。

顺丰也加入
快递公司价格战愈演愈烈

缺少空中运力 申通净利降九成

货运需求上涨 快递巨头“上天能力”凸显重要性

“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韵达”不及顺丰一家

评 羊城晚报财经评论员 戚耀琪
财经 辣

工信部出规定治理骚扰电话
破解核心问题是关键

股价冲上 1800 元，茅台还会继续涨吗？

股王价格又涨。 在
8 月 31 日 盘 中 突 破
1800 元重要关口之后，
9 月 1 日， 贵州茅台收
盘站稳 1800 元之上，
当日最高点冲上 1802
元， 最终以 1801.98 元
收盘， 微涨 0.87%，总
市值为 2.26 万亿元。

羊城晚报记者 程行欢

作为大消费板块 ， 食品饮料今
年走势凶猛， 年初至今累计涨幅已
达 62%， 白酒板块更是让大小股东
笑开了花。 从业绩上来看，行业龙头
茅台与五粮液也不负众望， 在疫情
影响下， 即便失去了年初春节销售
旺季的业绩支撑， 上半年的营收和
利润都获得了双位数增长， 不能不
说是一个奇迹。

贵州茅台在 7 月 29 日就公布了
中报，其营业收入 456 亿元，同比增
长 1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6 亿元，同比增长 13.29%。
而五粮液的业绩也相当漂亮， 上半年
营收同比增 13.32%至 307.68 亿元，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16.28%至 108.55 亿元， 扣非净利润
同比增 15.63%至 108.63 亿元。

资本市场也对两大龙头的业绩给
予肯定。 数据显示，贵州茅台、五粮液仍
是机构首选。 今年二季度末，六大主力
机构合计持有贵州茅台流通股市值 866
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了 35%；合计持
有五粮液流通股市值 586 亿元，较一季
度末增加了 72%。 机构增持下，二季度
以来，贵州茅台和五粮液均大幅上涨。

茅台五粮液业绩亮丽

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在白酒行业
中也开始出现， 强势品牌和头部企业
的市场与利润开始出现了分化。 根据
申万宏源的最新研报，2020 年白酒行
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264.79 亿
元， 同比增长 1.27%， 净利润 480.46�

亿元，同比增长 7.88%。
分价位段看， 高端酒实现营业收

入823.55亿元， 同比增长10.32%， 净
利润366.77亿元， 同比增长 14.49%；
次高端白酒实现营业收入 257.93亿
元，同比下 降11.28%，净利润84.77亿

元，同比下降0.75%；中端酒实现营业
收入114.55亿元，同 比下降18.2%，净
利润22.28亿元， 同比下降28.56%；大
众酒实现营业收入68.76亿元， 同比
下降4.03%，净利润6.64亿元，同比下
降21.11%。

行业业绩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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