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旱为中药材涨价再添一把火

价格传导受阻
，

中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冷暖不均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由于药材种植与产量直接受气候

影响，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旱情对湖

北、 江西、 安徽等地药材的种植将

产生不利影响。 对此， 业内专家表

示， 长江中下游的旱情刺激了中药

材行情的上涨， 干旱或引发又一轮

中药涨价潮。

中药材价格连涨四波

今年春季以来， 长江中下游地区

降水异常偏少， 平均降水量为

193.9

毫米， 较常年同期少

52.8%

。 而湖

南、 江西是栀子、 枳壳、 枳实等中药

材的主产区， 干旱将直接导致中药药

材产量下降。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信息中心副

主任蒋尔国表示， “目前中药材价格

正处于第四波涨潮， 长江中下游的旱

情又刺激了中药材行情的上涨。 干旱

对药材产量的影响， 最快到七八月份

就可体现出来。”

中药材价格近段时间一直上涨。

近日，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信息中心

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 该中心所监测

的包括中药材常用的大宗品种在内的

537

个药材品种中， 与去年同期相

比，

5

月份涨价的药材品种共有

371

个， 占总量约

69%

。

同时， 商务部发布的成都中药材

指数也显示， 日前该指数已经创下

1

年以来的新高， 达到

122.91

点， 而

在今年年初， 该指数还只有

111.43

点， 去年

10

月份更仅为

105.79

点。

东吴证券医药行业研究员徐青认

为， 中药材价格在去年年末小幅回落

后， 今年以来涨势延续， 干旱或引发

又一轮中药材涨价潮。

国都证券行业研究员潘蕾认为中药

材涨价主要有两大原因： 首先， 全国大

部分地区近期的干旱天气， 导致对中药

材产量下降预期； 由于中药材的道地性

与气候、 土壤等密切相关， 许多中药材

的种植区域性非常明显， 这在很大程度

上又限制了其产量的增长。 其次， 种植

以及收割的人工成本上涨和运输成本提

高导致中药材生产成本上涨。 此外， 人

们对中药需求的增长以及部分游资炒作

现象也助推了价格上涨。

关注产业链上游企业

由于中成药零售价属政府定价范

围， 企业不能自行调整， 因此中药材虽

价格普涨， 但以中药材为原料的中成药

涨幅并不显著， 中药材价格上涨给产业

链下游增加的生产成本只能靠企业内部

消化。 受年初以来中药材价格大幅上涨

影响， 大部分中药企业一季报业绩低于

预期， 毛利率普遍降低。 数据显示，

2010

年中药工业的总产值达到

3170

多

亿元， 但利润仅有

300

亿元左右， 整个

行业毛利率只有约

10%

。

徐青认为， 部分中药企业选择进入

新领域或开发新产品以抵御利润下滑。

一些缺乏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可能会随

着成本的日益上涨而退出市场竞争， 行

业洗牌加速。 因此， 从拥有定价权角度

看， 可适当关注中药独家品种和部分民

族中药。

潘蕾则表示， 在中药材价格上涨的

趋势下， 中药产业链上游企业或将显著

受益， 中药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中药材

种植和贸易、 中药饮片或中药配方颗

粒。 此外， 产品多元化、 对稀缺中药材

资源依赖性小的企业在此轮中药材涨价

中受影响较小。 产业链完善、 掌握上下

游资源的中药企业也可能有较好表现。

水利建设迎来黄金发展期 相关公司受益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当前， 我国部分省份遭遇

50

年

来罕见的旱情， 长江监利段水位降至

历史最低值， 其中， 湖北、 湖南等地

旱情较为严重， 对水利等相关设施需

求大增。 业内专家认为， 在旱情频发

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的背景下， 水利

建设将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 相关公

司有望受益。

据相关资料显示， 此次长江中下

游地区干旱， 湖北是重灾区， 受旱农

田面积

1664

万亩， 有

50.2

万人、

15.8

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目前， 湖北

1300

多座水库低于 “死水位” 运行，

只有在确实急需供水时， 才能靠泵站

抽提水； 三峡水库在上游来水少的情

况下， 下泄流量也被迫同步减少。

水利专家表示， 造成特大干旱的

原因有两方面，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

受大气环境的影响， 另一方面， 也与

人为管理的缺失以及农业基础设施老

化、 功能衰退等因素密切相关。

国泰君安行业研究员韩其成指

出， 湖北的旱灾再度暴露水利建设投入

不足。 “十一五” 期间， 湖北的水利投

资规模超过

500

亿元， 占全国水利建设

投资额的

7%

左右。 湖北粮食产区的农

业灌溉设施很多修于

1950

年至

1960

年

间， 水库与农村水利设施年久失修。

东海证券分析师鲍庆分析称， 从受

影响的程度来看， 水利工程建设板块将

是旱灾的最大受益者。 “在旱情频发和

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的背景下， 水利建设

将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 相关公司有望

受益。”

同时， 政策支持的力度也在不断加

大，

5

月

23

日， 水利部会议强调落实

中央一号文精神， 确保今后

10

年年均

投资比

2010

年高出一倍， “十二五”

水利投资将达

2

万亿元。 据规划，

2010

年我国水利投资是

2000

亿元，

2011

年

投资规模预计在

4000

亿元， 高出去年

一倍， 未来

10

年的水利投资将达到

4

万亿元。

韩其成认为， 政府将持续重视水利

建设投入， 这对水利建设公司的未来业

绩有正面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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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重创淡水养殖业 海鲜价格跟涨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旱正在重创水

产养殖行业， 很多渔民养殖的鱼类、

蟹类已经绝收， 加上沿海各地伏季休

渔陆续开始， 国内各大水产市场上，

鱼虾等水产海鲜价格出现大幅上涨。

通常，

5

月份就是淡水鱼供应的

淡季， 这时候很多淡水鱼都处于投

苗期或产卵期， 养殖户要么无鱼可

卖， 要么舍不得卖， 导致市场上供

应量有限。 今年的情况更糟糕， 因为

湖北等淡水鱼主产区已经持续干旱了

数月。

记者近期连日去北京农贸市场调

查， 虽然目前老百姓对淡水鱼的需求

量和春节相比少了很多， 但是由于持

续干旱导致淡水鱼上市量严重不足，

最近几个月， 白鲢、 花鲢、 草鱼、 鲫

鱼等常规淡水鱼价格已经出现不同程

度上涨， 其中鲫鱼的涨幅最大， 平均

有将近

1.5

元， 涨幅超过

30%

。

而据商务部近日的最新统计显示，

受干旱以及南海伏季休渔影响， 水产品

上市量减少，

8

种水产品平均批发价格

上涨

1.2%

， 其中大黄花鱼、 小带鱼、

小黄花鱼分别上涨

1.7%

、

1.7%

和

1.4%

。

由于供应量严重短缺， 而且买家

偏少， 一些鱼贩干脆停止营业， 转行

卖菜。 毕竟长江中下游地区各省养殖

的淡水水产产量占到全国的一半左右。

如果

6

月份长江沿线降水量仍然没有

明显增加的话， 淡水产品价格全年都

将处于上涨态势。

不仅仅是淡水产品价格上涨， 记

者在菜市场中调查还发现， 海鲜行情

也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海鲜水产品

的身价普遍上涨， 其中鲳鱼从每斤

20

元涨到

30

元。

“赶紧买吧， 价格还要继续涨。”

一位卖鱼的摊贩说。 见记者疑惑的表

情， 他开玩笑说： “海洋没有大旱，

但是有禁渔期啊， 这叫水涨船高。”

据了解， 自

6

月

1

日开始， 东海

海域进入

3

个半月的禁渔期， 一直持

续到

9

月

16

日。 禁渔期海鲜的最大来

源是冷冻水产品。 根据往年情况来看，

海鲜的批发价可能会上涨两成以上。

往年都是等冰冻海鲜和人工养殖海鲜

陆续投放市场， 价格才不会有太大波

动。 但是， 今年由于人工养殖的价格

都在上涨， 后期价格难下来。

干旱加剧通胀预期 提升农业板块估值

证券时报记者 岩雪

连日来， 长江中下游的湖南、 湖

北等

5

省部分地区遭受建国以来最为

严重的旱情， 过亿亩耕地处于干旱状

态。 对此， 业内人士认为， 旱情可能

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推动农产品价格

上涨， 但进入汛期后， 当地的旱情有

望得到缓解。 同时， 农业板块中的养

殖、 种子、 饲料行业可关注。

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统计显示， 截至

5

月

29

日， 全国耕地

受旱面积

1.044

亿亩。 长江中下游地区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江苏

5

省

旱情较为严重。 耕地受旱面积为

4535

万亩， 占全国受旱面积的

43.4%

。

申银万国预计， 就目前形势看，

受旱的早稻对全年粮食影响幅度大约

为

2.07%

。 若旱情及时缓解， 则夏粮

仍有望丰产； 但如果后期降水持续偏

少， 出现 “春旱” 连 “伏旱”， 进而对

秋粮生产也产生负面影响， 届时粮食

价格有可能出现大幅上涨。

中信证券研究所行业分析师毛长

青指出， 从当前

1.044

亿亩左右的干

旱面积来看， 全国农作物受干旱灾害

并不比过去几年严重。 但与往年不同

的是，

2011

年的干旱主要集中在夏粮

集中种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尤其以

湖南、 湖北、 江西这

3

个主产水稻的

省份最为严重。 因此， 今年这种结构

性灾情对全国夏粮生产的负面影响较

大。 此外， 目前极端天气没有改变的

趋势， 持续干旱还可能对秋粮造成一

定的影响。

“短期来看， 当前的干旱可能会加

剧市场对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预期。

这种既定的减产与产量的不确定性担

忧， 存在被进一步放大的可能性， 进

而对粮食价格上涨形成更强有力的推

动。” 毛长青补充道。

此外， 气候干旱异常影响农产品

价格上涨， 农业板块将因此受益 。

毛长青表示， 干旱或加剧通胀预期，

提升农业行业估值。 “在农产品价

格上涨的预期下， 农业类上市公司由

于数量较少， 掌握如土地、 水面、 林

地、 特许经营权等较大规模的农业生

产资源， 预期会表现出明显的估值

溢价。”

平台贷款占比未超地方贷款余额

30%

央行表示
，

将认真研究论证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的筹资方式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的 《

2010

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披露的数据

显示， 根据调查，

2010

年年末， 各地

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

贷款余额的比例基本不超过

30%

， 国

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成为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贷款的供给主力， 政策性银行

是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主

要提供方。

据中国人民银行对

2008

年以来全

国各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情况的专项

调查显示， 截至

2010

年年末， 全国

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1

万余家， 较

2008

年年末增长

25%

以上， 其中，

县级 （含县级市） 约占

70%

。

报告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个数

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通

常地方经济发展程度越高， 则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个数越多。 东部地区

经济发达，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个数

占全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总数的比重

接近

50%

。

虽然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融资

平台数量相对较少， 但县级平台占

比较高。 中部地区的湖南、 江西两省

县级平台占比均超过

70%

， 西部地区

的四川、 云南两省的县级平台占比

近

80%

。

与上年末相比，

2010

年年末多个

省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增速回落明

显， 由

50%

以上降至

20%

以下。 按照

国务院文件规定， 依靠财政性资金偿债

的公益性项目融资平台公司得到重点清

理规范， 贷款平稳收缩。

央行的调查结果表明， 当前对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发放的贷款以抵押、 质

押方式为主， 采取信用方式发放的贷

款占比有所下降。 重庆市

60%

平台贷

款的贷款方式为抵押、 质押担保， 其

中， 土地使用权抵押的贷款占比超过

20%

。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期限较

长，

5

年期以上的贷款比重超过

50%

，

这主要是因为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 完工及运营后还款所需要的

融资期限相对较长。

央行在报告中指出， “十二五”

期间， 我国将继续同步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公共事业资金

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与各地方政府财力

相对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 从保持

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大局考虑，

应按照疏堵结合的原则解决上述矛盾，

既要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

清理规范， 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更

要疏导地方建设资金需求， 积极探索

地方政府以市场化方式融资加强债务

管理的制度安排。 认真研究论证地方

政府发行市政债券的筹资方式， 改变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银行贷款为主的

融资格局， 有效发挥市场对地方政府

举债的监督约束， 促进提高地方预算

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最大限度降

低地方政府融资风险。

发改委重点关注查处

经营者价格垄断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昨日

说， 从当前发展改革委执法的实际

情况看， 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

的行为， 是我国需要重点关注和查

处的对象。

彭森在发改委与欧盟在北京联

合举办的反价格垄断国际研讨会上

说， 价格垄断协议对自由、 公平、

有序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最为明显，

是各国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 经营

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的行为是我国

需要重点关注和查处的对象。

他说， 中国 《反垄断法》实施近

三年来， 发改委反价格垄断立法和执

法工作取得长足进步， 在维护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旱情持续发酵 多个行业盼“及时雨”

� � � �全国旱情持续发酵
，

多个行业受到影响
。

栀子
、

枳壳
、

枳实等中药材主产区受到干旱影响
，

产量下降
，

价格出现上涨
。

很多渔民养殖的鱼类
、

蟹类由于大旱已经绝收
，

加上沿海各地伏季休渔陆续开始
，

国内各大水产市场上
，

鱼虾等水产海鲜
价格出现大幅上涨

。

水利行业则迎来利好
，

相关设施需求大增
。

随着旱情的发展
，

市场关于
“

粮食减产
、

粮价攀升
、

通胀继续冲高
”

的预期越来越强
。

对此
，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
的专家表示

，

按照惯例
，

旱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食品价格上涨
，

但进入汛期后
，

当地的旱情有望得到缓解
，

整体来看
，

旱情对物价影响有限
。

农业银行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
，

南方旱灾不会对粮价和下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CPI

）

走势产生明显影响
。

报告认
为

，

虽然长江中下游
6

省为粮食主产区
，

但从我国粮食生产结构上看
，

江西
、

安徽等南方
6

省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
的比重并不大

，

约为
27%

，

稻谷产量比重为
18%

，

且
6

省内部受灾程度不一
，

早稻产区未受过大影响
。

长江中下游的湖南、 湖北等省部分地区遭受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旱情， 过亿

亩耕地处于干旱状态。

CPF/

供图

旱情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

CPF/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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