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德露露逆袭饮料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靳书阳

饮料业历来属于竞争激烈的红海

市场， 但是承德露露所处的植物蛋白

饮料市场， 却成为国内外饮料巨头忽

视的一小片蓝海， 这也成就了承德露

露作为该细分领域唯一上市公司近期

的业绩飙升。

事实上，在国内加多宝、康师傅与

国外饮料巨头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激

战正酣之时， 承德露露所处的细分领

域恰恰是一个未被战火波及的安逸港

湾。在国内植物蛋白饮料市场，只有椰

风集团的椰汁产品可以算是与承德露

露直接竞争的产品。

由于植物蛋白类饮料口感的独特

性， 这为承德露露营造了一个较高的

消费者选择壁垒， 使得以茶饮料为主

的康师傅， 以碳酸饮料为主的可口可

乐， 以及近年来强势崛起的以加多宝

为龙头的凉茶饮料， 都不是承德露露

直接的竞争对手。 这一块说大不大说

小不小的市场， 真可谓红海里衍生的

一片“小蓝海”。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碳酸饮料行

业的行业集中度已达到

85%

以上，瓶

装水行业的集中度达到

39.33%

，茶饮

料行业的类似指标达到

87%

，就连果

菜汁饮料行业的行业集中度也已达到

55.5%

。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植物蛋白

饮料行业的行业集中度仅达到

15%

左右。 随着该细分行业集中度的进一

步提高， 承德露露未来还有相当大的

行业整合空间。

承德露露

2013

年一季报披露，前

三月公司实现净利润

1.85

亿元，同比

增长

75.65%

；实现营业收入

12.82

亿

元，同比增长

39.16%

；净利润增速远

超营业收入增速。而公司

2012

年实现营

业收入

21.38

亿元，同比增长

10.35%

，净

利润

2.22

亿元，同比增长

15%

。 也就是

说， 承德露露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已达

到去年全年净利润的

83%

。

国信证券研究员黄茂分析， 承德露

露

2012

年四季度和

2013

年一季度毛利

率均超过

41%

， 是公司上市来的最高水

平。 其中，主打产品杏仁露

2012

年的毛

利率大幅提升了

5

个百分点， 主要是

2012

年

4

月产品提价

8%

和杏仁成本下

降

4%

合力促成， 并在

2012

年第四季度

起开始反映出来。

银河证券研究员周颖透露，目前，承

德露露郑州新厂已基本投产，估计

2013

年产能增量达到

20%

以上。 目前公司原

有产能在

30

万吨以上，郑州新厂的投产

相当于产能增量达到

20%

以上， 保守预

计，新增产能也可在

1~2

年内基本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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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产业竞争发现A股中的蓝海公司

机器人

2014年对接全球最大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郑昱

四川芦山 “

4.20

”

7.0

级强烈地

震， 上市公司机器人的控股股东中

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派出的

三款救援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 在

机器人革命山雨欲来， 救援机器人

开始“实地作战”的同时，早已登台

亮相的工业机器人已经迎来发展的

新一轮机遇期。

据了解，在我国当前的工业机

器人市场，瑞典

ABB

、日本发那科、

日本安川电机、德国库卡等外资企

业占据大半江山，国内相关主要厂

商包括上市公司中的 “独苗”———

机器人，以及广州数控、昆山华恒

等，规模企业并不多。

与一般机械制造企业相比，工

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技术行业门

槛较高、风险相对分散，符合产业

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向，体现出一定

的抗周期特性。

据日本发那科公司测算， 一台工

业机器人可以完成

6~8

个工人的工作

量，通常

2

年左右可收回投资，使用机

器人有助于提高制造业产业附加值、

提高产品品质和保证质量统一。 国际

机器人联合会（

IFR

）预测，

2014

年中

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在国内资本市场， 工业机器人及

相关的自动化装备公司近年来整体保

持了业绩的稳步增长。

即便在宏观经济环境不利的背景

下， 政策扶持仍然对机器人产业的发

展形成支撑。

2012

年

8

月，财政部公

示

2012

年智能制造装备项目拟支持

单位名单，共有

64

个项目入围，其中

相关的上市公司项目达到

9

个。

“国内劳动力成本保持较快增长，

而工业机器人价格呈现下降趋势，机

器人应用的经济性逐步显现。”东北证

券分析师黎焜说。

华测检测从10%市场空间突围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目前国内唯一的一家第三方检测

上市公司依然是华测检测。 尽管留给

民营第三方检测企业的市场空间只有

10%

， 但抢占外资及国资检测市场无

疑是华测检测的利润蓝海。

据了解， 目前与华测检测形成业

务碰撞的公司主要有通用公证行

（

SGS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BV

）、深圳

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等。 其中前两

家公司涵盖了绝大部分检测领域。 相

比之下，华测检测在电力、汽车、钢铁

等领域均未大规模涉足。

对于华测检测而言， 不断进军未

知领域将是公司培育利润增长点的重

要方式， 尤其是当前民营检测企业竞

争并不激烈及去行政化愈演愈烈的背

景下， 抢占外资及国资检测市场无疑

是华测检测的利润蓝海。

2012

年

12

月份， 突然爆发的白

酒塑化剂问题让第三方检测行业再次

进入公众视野。不过，正如华测检测在

三年前筹备上市的时候所述， 国内检

测行业九成份额被国有检测机构和外

资检测机构所垄断， 留下的市场空间

只有

10%

。

然而经过三年多的发展， 华测检

测已经成为民营检测魁首， 特别是在

贸易保障检测方面， 华测检测品牌影

响力和检测公信力不断提升。 相比于

众多上市公司， 华测检测产品并不具

有大众消费属性， 也有一定程度的虚

拟性， 不过华测检测通过横向发展已

成功切入多个领域，如能源检测、船舶

石棉检测等。

而在既有的四大板块检测领域，

华测检测继续维持了

20%

以上的营

收增速， 例如贸易保障检测去年规模超

过

2

亿元， 约为公司上市之初各项业务

收入之和。 此外，华测检测在消费品、工

业品及生命科学检测方面也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

由于华测检测产品形式主要是检测

服务，因此公司以轻资产形式运营，其固

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仅为年收入的

50%

左

右， 此外华测检测不存在存货， 因此在

2010

年以来上市公司大规模的去库存

运动中， 华测检测能够吸纳不少增量业

务， 这也是基于产品特性而产生的特殊

经营方式。

东方证券的研究指出， 检测行业去

行政化是大势所趋，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

的认可度将进一步提升。 事实上，在去年

爆发的白酒塑化剂危机中，华测检测一度

获得资金热捧，众多投资者已将华测检测

作为白酒塑化剂检测的潜在机构。

格林美瞄准超千亿报废汽车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冯尧

以钴镍粉体起家的格林美正在打

造一条新的“城市矿山”产业链。 根据

格林美方面规划，这一“城市矿山”产

业链包括三大体系： 钴镍钨稀有金属

资源、报废电子电器资源、报废汽车综

合利用。

格林美去年先后在江西宜春、湖

北武汉及仙桃等地建立汽车精细拆解

基地，正在完成汽车拆解布局。 有业内

人士预计，报废汽车产业链

2014-2015

年将成为该公司业绩主要增长点。

近两年， 电子废弃物是格林美新

增长点之一。去年，格林美电子废弃物

创造的营收从

2011

年的

6075

万元爆

发 增 长 至

1.89

亿 元 ， 增 幅 达

211.24%

。

两年前的布局已经产生果实，而

格林美现在又开始了新的布局， 就是

汽车拆解业。 东兴证券一份研报分析

指出， 报废汽车中含有

72%

的钢铁、

11%

的塑料、

8%

的橡胶和

6%

的有色

金属， 基本上可以全部回收利用。 而

2015

年，国内将迎来第一次汽车报废

高峰， 预计年报废汽车量将首次超

1000

万辆。

据了解，按照

1000

万辆报废汽车

计算， 这些汽车中含有的钢铁综合相当

于宝钢

2011

年全年粗钢产量的

25%

，含

有的橡胶相当于

2011

年全国进口天胶

的

57%

。 到

2020

年，国内汽车年报废量

将达到

1500

万辆，以此计算整个市场价

值将达到千亿元。

目前， 国内已经有少数上市公司进

入该市场，包括天奇股份、华宏科技、怡

球资源和江苏三友。

而格林美已经准备分食这块 “大蛋

糕”， 投资建设了多个相关基地及产业

园。 “

2015

年国内汽车拆解进入高峰期

后， 该业务有望成为格林美业绩增长的

主要来源。 ”一位券商分析人士称。

光线华谊双巨头

领衔国产电影

证券时报记者 张奇

去年底，《泰囧》

VS

《西游降魔篇》

两部电影的巅峰对决， 成为国产电影

票房史上一段史诗般的转折， 最后两

部电影国内票房收入都超过

12

亿元，

树立了华语影坛的新标杆。

这背后则是光线传媒和华谊兄弟

两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暗自较劲，体

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其各自年报和一季

报的巨额增幅。

一季度电影市场尤其是国产电影

的火爆，坚定了业内关于“

2013

国产

电影拐点年”的判断。 业内人士分析，

国产电影市场份额将重回至

50%

以

上，并至少持续

5

年。

随着影院的增加， 中国每年的电

影观影人次从

2006

年的

0.89

亿人次

大幅增加到

2012

年的

4.67

亿人次，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6.5%

， 成为票房

的主要推动力。

如果未来中国内地城镇人均电影

消费达到

16

美元

~28

美元，假设

50%

的票房来自国产影片， 则未来国产影

片的年票房将达到

352

亿元到

616

亿

元人民币， 相比

2012

年

83

亿元的国

产影片总票房， 将是当前市场规模的

4.2

倍到

7.4

倍。 除了票房收入，电影

版权和广告收入也同样处于快速增长

通道中。

在中国电影发行市场上， 中影和

华夏是目前进口分账大片的指定发行

方。 而国产电影的发行是市场化竞争

的格局， 华谊和光线是国产电影发行

的前两位，

2012

年这两家公司的电影

票房分别为

21

亿元和

16.1

亿元，分

别占国产影片总票房的

25.4%

和

19.5%

。 光线和华谊的未来双巨头组

合可以作为长期投资中国电影行业高

速发展的投资组合。

在电影业务之外， 华谊兄弟的电

视剧、艺人经纪、品牌授权等业务具有

长期深厚的基础。 产业上、中、下游的

拓展也是公司竞争力的一大体现。

安洁科技竞争力：持续拓展客户

见习记者 杨苏

安洁科技专注于平板和笔记本、

手机的功能件业务，这是一块并不为

大众所熟知的市场。 尽管国内零散的

功能件厂商多如牛毛，但能“

hold

住”

大客户的屈指可数。

上市之初，第一大客户苹果贡献的

收入占安洁科技总收入约

55%

。 该公

司最大的风险， 无疑是苹果订单释放

的波动。 但安洁科技没有安逸于苹果

的高毛利订单， 一直在不断拓展非苹

果用户， 发展其他智能终端公司的供

应体系，成果显著。 同时，在苹果

iPad

mini

的推动下，其订单不减反升。

微软、联想、

LG

、魅族手机和小米

等公司都是安洁科技的客户和合作

伙伴。 此前，安洁科技客户为华硕、惠

普等，在智能手机领域还包括摩托罗

拉手机等。

安洁科技强劲的现金流印证了公

司的市场地位， 并且也暗示着公司的

发展。

2012

年安洁科技经营活动现金

流净额为

1.36

亿元，同比大增

207%

。

而最新的一期数据显示，

2013

年一季

度该数据为

6205

万元， 继续保持增

长。 这与许多收入突进但是现金净流

出的“高成长”公司，有着天壤之别。

在上市的首两个月，身披“苹果”

光环的安洁科技股价却差点破发。 但

自

2012

年

1

月

20

日起， 安洁科技股

价从几近破发的

23.25

元一路上行，

近期最高曾达

77.65

元。

国金证券预计， 联想可以在

2013

年带来

5000

万到

1

亿的收入。

同时，如果安洁科技与联想、英特尔

等新客户合作， 今年苹果所占权重

或将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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