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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中芯国际
近年来风波不断，已有包括蒋
尚义、梁孟松及吴金刚在内的
多名高管或核心技术人员离
职，每一次人事变动都引起市
场关注。

2019 年 6 月，中芯国际公
告称，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蒋尚
义因个人原因和其他工作承
诺，将不再连任。2020年12月
15日，蒋尚义重回中芯国际。

2020年 12月，中芯国际公
告，有媒体报道公司执行董事
及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拟辞
任公司职务的消息，并且公司
已知悉梁孟松有条件辞任的意
愿。虽然最终通过赠房、提薪
等成功挽留梁孟松，但在消息
公开前后两天，公司A股股价
下跌10%左右。

今年7月，中芯国际公告，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吴金刚因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相关职务并办
理完成离职手续。离职后，吴
金刚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招股书显示，吴金刚是中芯国
际五位核心技术人员之一，任
职期间负责参与公司 FinFET
先进工艺技术研发及管理工
作。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股票
激励计划，吴金刚原本将获得
16 万股限制性股票。根据股
权激励计划规定，此次离职，吴
金刚将自动放弃该部分市值近
千万元的限制性股票。

与此同时，中芯国际还面
临着研发人才流失的问题。截
至今年 6 月底，中芯国际共有
1785 名研发人员，相比去年同
期减少 634 人，技术研发人员
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11.2%。对
此，中芯国际表示，本期研发人

员数量较上期减少，主要因部
分研究相关人员转入生产运营
岗 位 ，以 及 出 售 子 公 司 SJ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影响所致。但公司研发人员的
数量近年来确实呈现下滑趋
势 ，2019 年 年 底 ，公 司 尚 有
2530名技术研发人员，占公司
员工总数的16%。

中芯国际在 2020 年年报
和2021年半年报中坦言，近年
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集成电路企业数量高速增长，
行业优秀技术人才的供给出现
了较大缺口，人才争夺日益激
烈。如果公司优秀的技术研发
人才离职，而公司无法在短期
内招聘到经验丰富的技术人
才，可能影响到公司的工艺研
发和技术突破，对公司的持续
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优秀的投资人往往能忽略短期事
件的扰动，挖掘具备长期成长性的优
质企业。招商基金医药科技投资专家
李佳存就是这样一位投资人，通过长
期持股追求赚取企业确定性的业绩增

长收益。
李佳存自产品成立日2015年 1月

30日开始管理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
基金，截至今年6月30日，该产品成立
以来累计回报为 253.90%。据悉，拟

由李佳存担纲管理的招商品质成长混
合于9月 6日至 9月 17日在光大银行
等渠道正式开售。该基金聚焦医疗、
科技等长坡厚雪赛道，值得关注。

（杨广）

9月6日，沪深两市全天走出单边
上涨行情，沪指收盘上涨1.12%，再度
站上3600点关口，创业板权重股大幅
走高，宁德时代、迈瑞医疗、爱尔眼科
等大幅上涨带动创业板强势反弹收涨
4.06%，两市超过3000只个股上涨，两
市合计成交14261.48亿元, 较上一交
易日减少1469.69亿元。至此，从7月
21日以来，两市成交量持续放大，已经
连续34个交易日成交额超1万亿元。

北上资金持续净流入

A股节节攀升的成交额已经成为
市场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今年7月
21日，两市合计成交金额为1.21万亿
元，这是继7月20日两市成交额跌破万
亿元大关后，再度升破万亿元大关。
而7月1日以来，除了7月20日两市成
交额未破万亿元外，其余时间成交额
均保持在万亿元以上。这意味着，7月
21日至今，两市已经连续34个交易日
成交额超万亿元，仅7月20日成交额未
破万亿元。

不仅如此，进入9月以来，两市成
交额更持续在1.5万亿元高位徘徊。9
月1日，两市成交额高达1.71万亿元，
再创年内新高。此后三个交易日，两
市成交额分别是1.43万亿元、1.57万亿
元、1.43万亿元。如此火爆的市场情
绪已经成为过去两个月A股的常态，
这也是自2015年大牛市以来的首次。

从行业分布上看，上周（8月30日
—9月5日）涨幅前三的行业分别为采
掘、公用事业、建筑装饰。跌幅前三
的行业分别为电子、有色金属、综
合。上周成交额前三的行业分别为
化工、有色金属、电气设备。成交额
后三的行业分别为综合、休闲服务、
纺织服装。

在A股交投持续火爆的背景下，外
资无疑成为其中一股重要力量。数据
显示，北上资金近期加仓意愿较为明
显，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北上资金
已经连续11个交易日呈连续净买入状

态，8月27日当周，北上资金净买入
179.97亿元，9月3日当周，北上资金净
买入279.27亿元，为近14周以来最高
水平，超过8月全月北上资金净流入
269.05亿元。

数据显示，北上资金连续6个交易
日净流入，上周一至上周五分别净流
入18.87亿元、61.47亿元、76.88亿元、
51.37亿元、70.68亿元，合计净流入
279.27亿元；本周一，北上资金净流入
76.03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25.36
亿元，深股通净流入50.67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9月6日，北上资金
持仓市值为2.50万亿元，上周北上资金
累计净买入286.40亿元，持仓市值增加
171亿元。从行业板块分布看，上周共
有22个行业获北上资金加仓，加仓幅度
居前的有通信、房地产、农林牧渔行业；
周期行业上周遭北上资金减仓，钢铁、
国防军工分别减仓6.41%、3.38%。

分析师看好本周反弹

市场成交额持续破万亿元，是否意
味着后续市场将迎来更大的上升空
间？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
认为，最近A股已经连续34个交易日成
交额破万亿元，最近一周成交额均值达
到1.5万亿元，而前28个交易日均值为
1.3万亿元，可见近期市场成交额开始
放大。这是市场向上突破的特征之一。

荀玉根表示，市场结构分化的背后

是公募基金和外资逐步完成调仓。“7月
1日以来我们观察到市场结构分化更加
明显，前期基金重仓的‘茅指数’相关行
业（大消费等）深度调整，而以‘宁组合’
相关行业（新能源产业链头部公司等）
表现亮眼，同时煤炭、钢铁、化工、有色
等周期股涨幅也较大，在这过程中公募
基金和外资逐步调仓。”

中信证券策略团队则认为，市场
交易量近期的持续放大，主要是由机
构调仓和散户频繁交易共同驱动而
成。一方面，板块风格快速轮动并在
过去两周进一步加剧，显示存量资金
在不同板块之内频繁调仓和交易；另
一方面，中小市值公司及热门赛道板
块成交更为活跃，散户数量明显增加。

“金九银十”即将到来，投资者是
否有望迎来A股反弹？华鑫证券分析
师严凯文就认为，创业板上周五最低
已跌到3088点，目前需要重点关注下
方3050点区域的跳空缺口，目前对于
上证指数而言仍保有较强的上行动
能，对于投资者而言，周初指数可能存
在有振荡调整，但不管是主板抑或是
创业板市场都存在有继续反弹的动
能，所以看好本周市场的反弹。

浦银安盛基金投研团队认为，A股
延续的“重成长、关注行业景气度”的
投资逻辑也没有改变，因此将继续追
踪高成长、景气度向上的板块。后市
以新能源车、光伏、医药等为代表的高
景气成长赛道或仍是主要布局方向。

招商品质成长9月6日发行

两市成交量连续34天逾万亿元
分析师认为，这是市场向上突破特征之一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实习生 肖霞洁

中芯国际再度换帅存隐忧
近年来已有多名高管或核心技术人员离职

羊城晚报记者 丁玲

A股芯片巨头中芯国际（688981）再迎重大人事变动。中芯国际发布公
告称，公司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周子学因个人身体原因，辞任董事长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公司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兼公司秘书高永岗获委
任为中芯国际代理董事长，履行董事长职责，并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

董事长因身体原因辞职

公开资料显示，周子学于
2015年3月6日获委任为中芯
国际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时年
58岁，至今已经履职6年半。
在出任上述职务之前，周子学
在工信部工作，历任总经济师、
财务司司长等职务，在工业和
信息化领域有逾三十年的经济
运行调节、管理工作经验。同
时，周子学拥有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学硕士学位及华中师范大
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其任期内，中芯国际成
功登陆科创板，并创下科创板
最快申报纪录，业绩也实现跨
越式发展。2015年至2020年期
间，中芯国际的营收从147亿元

增长到275亿元，净利润则从16
亿元增长至43亿元。今年上半
年，受益于半导体行业高度景
气，中芯国际实现净利润52.41
亿元，同比增长了278%，净利
润规模超过2020年全年。

根据公告，在周子学辞去
董事长职务后，中芯国际执行
董事、首席财务官兼公司秘书
高永岗博士，获委任为公司代
理董事长，履行董事长职责，并
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
即日生效。

资料显示，高永岗为南开
大学管理学博士，已加入中芯
国际12年，曾担任电信科学技
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

集团）总会计师、大唐电信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高永岗拥有逾30年企业管理经
验，曾担任过多个企业或机构
的财务或企业负责人。此外，
高永岗还是中国会计学会常务
理事、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委员会委员，亦是香港独
立非执行董事协会创会理事、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副会
长等。

年报数据显示，2020年周子
学的总薪酬为693.3万元（税前），
高永岗的总薪酬为671.7万元（税
前），而公司薪酬最高的是联合首
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梁孟松，年
薪为2881.1万元（税前）。

公司研发人才流失不断

社区团购重挫调味品行业？
相关头部企业半年报业绩集体下滑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志文 实习生 张松

大型商超没有明显价格优势

作为白马股聚集地的调味品
行业要“变天”了吗？

近段时间以来，调味品行业
几家头部上市企业的半年报均
已陆续出炉，记者梳理发现，这
些企业上半年的业绩表现都难
言 好 看 。 其 中 ，千 禾 味 业
（603027）营收为8.86亿元，虽然
同比增长10.82%，但公司净利润
却 为 6581.28 万 元 ，同 比 骤 降
58.09%。半年报公布第二天，千
禾味业股价开盘即一字跌停，报
22.23元，之后三个交易日累计跌
近25%。

除了千禾味业，调味品行业
其他几家上市公司的业绩也表
现不佳，中炬高新（600872）、颐
海 国 际（01579）、恒 顺 醋 业
（600305）上半年的净利润均有
所下滑，海天味业业绩增速则不
及预期。记者研究发现，原材料
成本上涨和社区团购的兴起是
调味品行业大幅受挫的重要原
因。

多家调味品公司业绩下滑

千禾味业不仅上半年公司净
利润出现同比大幅下降，而且今
年 以 来 股 价 也 已 经 下 跌 超 过
40%。与今年2月盘中历史最高
点相比，千禾味业如今市值蒸发
约200亿元。

除千禾味业外，其他几家调
味品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也均
有所下滑。羊城晚报记者通过
梳理各企业半年报发现，今年上
半年，颐海国际净利润为 3.488
亿元，同比减少12.6%；恒顺醋业
实现净利润 1.27 亿，同比下滑
14.62%；中炬高新净利润 2.8 亿
元，同比下降38.51%。海天味业
上半年虽然实现了营收和净利
双增，但其上半年净利润增速仅
为3%，创上市以来新低；分季度
看，其二季度营收和净利润分别
同比下降 9.39%和 14.68%，这也
是海天味业首次出现单季度业

绩下滑的情况。
千禾味业上半年财报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促销宣传及广告
费用增加导致销售费达到 2.34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38.35％ 。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注 意
到，这些销售费占当期总营收的
比重为 26％，其中，千禾味业单
在江苏卫视的投放广告就耗费
了9800万元。

然而，营销是一把双刃剑，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正是其上半
年业绩爆雷的重要原因。中国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千
禾味业此次投放广告，针对的主
要是新生代消费群体，但从效果
来看，上述投放转化率并不高，
因此造成了销售成本过高进而

“吞噬”利润的问题。

双重夹击影响行业业绩

从千禾味业、海天味业、中
炬高新等行业龙头的半年报中
可以看到，原材料成本上涨和社
区团购的兴起是影响公司业绩
的共同原因。

据千禾味业半年报，由于原
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导致营业
成本同比增长27.39%；海天味业
则在财报中指出，受大豆等原材
料上涨等影响，其毛利率同比下
降了4.11%。据中国科学院预测
科学研究中心预测，作为调味品
企业主要原料的大豆等农产品
价格在维持去年高位的基础上，
今年或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

另外，近年来，拼多多、美团
等互联网巨头着力发展社区团
购业务，巨头们依靠引流、补贴
团长、仓储、物流、供应链等各方
面手段，迅速渗透调味品行业销
售渠道。社区团购的兴起，不仅
导致传统零售渠道动销变慢，使
库存出现积压，而且还会冲击现
有渠道形成的价格体系。

在在线买菜平台出现之前，
消费者普遍认为大型商超出售

的产品会较为实惠。但记者走
访调查后发现，对比在线买菜平
台，大型商超其实并没有很明显
的价格优势。相反，在线买菜平
台上的某些特惠产品，甚至会比
大型商超卖得便宜，如海天金标
生抽酱油（500ml/瓶）这款产品，
在广州天河某大型商超里卖 8.4
元/瓶，在某在线买菜平台上却仅
为6.5元/瓶。

消费升级或带来新机遇

虽然今年上半年调味品行业
现有头部玩家交出的“答卷”不
怎么亮眼，但这并不妨碍众多新
玩家涌入该赛道。天眼查显示，
今年以来，涉及调味品业务的企
业注册数量达到近3万家。其中
不乏许多消费者熟知的品牌：肉
制品巨头双汇和龙大肉食近日
接连宣布加码调味品行业；金龙
鱼近日则在线上平台回复消费
者称，公司设立了专门的调味品

事业部进行调味品业务的管理。
艾媒咨询发布的报告预计今

年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将突破
4000亿元，且随着中国家庭人口
结构的变化和观念的发展，中国
调味品行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

高禾投资研究中心发布的行
业分析报告也指出，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升将推动调味品产品结
构持续升级，调味品的行业发展
机遇将更多出现在由于消费升
级推动的对于复合调味料及小
品类调味品的需求上。

根据中国调味品协会资料显
示，传统的单味调味品（基础调
味品）虽然仍占据调味品市场的
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但增长趋势
在放缓，而以复合调味料、火锅
调味料等为代表的复合调味品
虽然占据调味品市场较小的市
场份额，但增长趋势较快。

不过，这能否成为调味品行
业新的角逐筹码，目前还有待观
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