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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的首周，青岛啤酒、
海尔智家、青岛港分列青岛上市
公司一周热度榜前三位。青岛57
家A股上市公司中，近6成股价实
现上涨。北京冬奥会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从赞助商到赛事保障，
青岛啤酒、澳柯玛、英派斯、海尔
生物等多家上市青企将“青岛制
造”带进了冬奥赛场，展现了青岛
企业先进的工业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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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青企近6成股价实现上涨

上周，各大指数出现两极分化。其中上证指

数上涨3.02%，深证成指下跌0.78%，创业板指下跌

5.59%，科创板指数下跌4.02%。沪深港股通资金

总体呈现净买入，北上净买入107.44亿元，南下净

买入50.94亿港元。涨幅前五名的板块为煤炭开

采加工、景点及旅游、酒店及餐饮、建筑装饰、油气

开采及服务，跌幅前五名的板块为医疗服务、自动

化设备、电力设备、半导体及元件、非金属材料。

消息面上，国家发改委就价格过快上涨，接连约谈

铁矿石资讯企业和煤炭企业。财通证券指出，建

议重点关注银行、煤炭、钢铁、地产等高股息行业

标的，这些行业兼具高股息率与低估值特征，在

“稳增长”政策持续催化的市场环境下，体现出防

御与进攻兼备的属性，具有较高的配置价值。

青岛57家A股上市公司中，近6成股价实现

上涨。其中，涨幅领先的是海联金汇、德才股份、

汇金通、澳柯玛，分别上涨17.62%、17.55%、14.93%、

14.10%，跌幅较大的是高测股份、青达环保、海泰新

光，分别下跌17.66%、12.00%、11.09%。近日，中国

人民银行等部委印发了《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

展规划》，规划中提及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标准

研制；综合考量安全可信基础设施、发行系统与存

储系统、登记中心、支付交易通信模块、终端应用

等，探索建立完善法定数字货币基础架构标准，A

股数字货币概念板块再次走热。受此影响，数字
货币概念股海联金汇收获1个涨停。近日，海联金
汇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在央行和数研所的
领导下，公司的数字人民币业务正在稳步推进，已
在线上和线下零售消费场景测试运行，并积累了
一定的技术储备。目前在数字货币领域尚处于小
场景试验应用阶段。此前，海联金汇全资控股的
联动优势电子商务违法被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
部罚没608万元。截至目前，陆股通持有海联金
汇 1658.54 万股，占流通股 1.41%，累计持股成本
5.40元，持股盈利68.68%。数据显示，年初至今，
海联金汇股价上涨 26.90%，去年股价则微跌
3.53%。

同花顺显示，截至2月11日，青岛境内58家上
市公司市值合计8151亿元，较1月28日收盘8227
亿元略减76亿元。市值前十名为分别为海尔智
家、青岛啤酒、青岛港、赛轮轮胎、青岛银行、海尔
生物、青农商行、特锐德、森麒麟、海信视像。市值
涨幅靠前的是青岛银行、青岛港、海联金汇、分别

增长30.42亿元、25.32亿元、15.85亿元。市值跌幅

最大的是海尔智家、青岛啤酒、高测股份，分别减

少103.88亿元、30.02亿元、19.36亿元。

青岛境内58家上市公司成交量总额为340.39

亿元。其中，周交易额超过10亿元有8家，分别为

海联金汇、海尔智家、青岛啤酒、赛轮轮胎、新华

锦、天能重工、汇金通、高测股份，成交额分别为

58.71亿元、46.23亿元、24.02亿元、20.20亿元、15.14

亿元、14.24亿元、12.44亿元、11.69亿元。周换手率

超过50%的公司有2家，分别是德才股份和海联

金汇。此外，城市传媒连续5天跑赢大盘，上涨态

势较好。同花顺智能分析认为，目前城市传媒正

处于反弹阶段，已发现中线买入信号，投资者可适

当关注。

“青岛制造黑科技”冬奥显身手

上周，北京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从

赞助商到赛事保障，冬奥赛场上很多地方都能看

到青岛上市企业的身影。

澳柯玛为冬奥会提供了冷疗、造雪、制冷等解

决方案。针对冬奥会，澳柯玛推出的一款让冬奥

会运动员快速恢复体能的“黑科技”——便携式深

低温冷疗舱，打破了此前多由国外垄断的局面；首

创国内全季候条件下制雪机，做出了雪上项目训

练营基地的夏季造雪存雪方案和冷疗设备解决方

案，满足冰雪项目比赛和训练的用雪要求；同时澳

柯玛还中标了崇礼室内U型槽场馆的制冷、除湿、

送新风等系统解决方案，用“冷”科技为运动员的

科学训练、体能恢复等提供了有力支持。

青岛啤酒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官方赞助商之

后，再度携手冬奥会，成为“双奥”啤酒赞助商，也

是山东省唯一一家北京冬奥会官方赞助商。借力

冬奥会，青岛啤酒早已全面开始体育赛事营销，根

据奥运会的赞助周期，北京冬奥会赞助计划的营

销期自2017年至2024年，横跨两个奥运周期，这

意味着未来青岛啤酒还将参与更多冬奥会和冰雪

运动的推广活动。

英派斯把世界领先的器械带进了北京主赛区

最具有标志性场馆“冰丝带”，还参与了全国首辆

雪蜡车的研制。资料显示，英派斯作为健康解决

方案供应商，早在2015年就开始在全民冰雪运动

板块进行布局。汉缆股份为此次冬奥会供电项目

提供了价值2.33亿元的特制电缆；海尔生物与北

京血液中心为赛事共创无人值守血液保障方案，

海尔空调为雪蜡车提供的健康空气解决方案；海

信监视器为央视冬奥会转播车项目保驾护航；赛

轮轮胎为部分通勤车辆提供轮胎供应服务……本

届冬奥会，“青岛制造”在众多领域承担了重任，展

现了青岛上市企业先进的工业制造能力。

赛轮轮胎海外出口优势显著

2 月 8 日，美国海关公布 2021 年轮胎进口数

据，去年美国分别对泰国、越南、韩国和中国台湾

地区的乘用车轮胎进行了双反调查并最终落地。

从最终的税率来看，越南地区的税率显著低于其

他国家。从乘用车轮胎分国别的进口数据来看，

2021年美国从越南进口轮胎同比增长6.8%，从泰

国进口同比下降7%，二者出现了显著的分化。而

需要注意的是，从在越南和泰国布局产能的企业

数量来看，越南地区目前全钢胎的主要中国企业

仅有赛轮轮胎，而泰国地区的产能竞争相对更为

激烈。信达证券认为，不管是从受到双反影响的

乘用车轮胎来看，还是未受到双反影响的全钢胎

来看，赛轮轮胎的越南工厂在2022年以及未来的

3至5年内，从出口美国市场的角度来看，都有望

显著优于泰国的轮胎工厂。2月9日，信达证券对

赛轮轮胎进行研究并发布了研究报告，对赛轮轮

胎给出买入评级。

赛轮轮胎是首家在海外建厂的中国轮胎企

业，在越南投资建厂后，去年11月，赛轮CART工厂

年产900万套高性能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也在柬

埔寨建成投产，成为目前唯一可以在海外两个国

家生产轮胎的中国轮胎企业。2022年，随着在柬

埔寨产能的逐步达产，赛轮轮胎出口国外市场的

优势将会更加突出。

2021年是轮胎行业集体承压的一年，受上游

原材料成本不断走高、下游市场需求不温不火的

影响，轮胎行业业绩整体出现下滑，但赛轮轮胎在

逆境中实现增长，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

入132.4亿元，同比增长18.7%，净利润10亿元，2021

年股价涨幅高达 151.10%。随着“双碳”目标的确

定，新能源浪潮开始席卷汽车行业，轮胎行业有望

抓住这一机遇，摆脱经营上的困境，赛轮集团去年

最新研发的液体黄金轮胎对于助力货运低碳出

行、推动行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周，国内大型轮胎企业相继开工生产。2月

9日，赛轮轮胎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东营工厂

已于多天前正式开工。

一周财经大事“剧透”
（2月14日-2月20日）

国内
●2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月CPI、PPI数

据。中泰证券预计，2022年1月CPI同比下行至
1.3%，PPI同比延续回落至9.5%。

●2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开启新一轮调价
窗口。据金联创测算，截至2月11日第六个工作日

变化率3.05%，参考油种均价90.58美元/桶，国内汽
柴油或上调150元/吨。

国际
●2 月 17 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在1月的FOMC

声明中，美联储提到“很快”将“适合”加息，清晰
地表明3月加息即将到来，不过对于具体的政策
路径，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问答环节多次强调，
官员们并未做出任何决定，并表示FOMC需要保
持灵活应变，不排除任何选择。

本报综合

青岛上市公司一周热度榜

从赞助商到赛事保障
“青岛制造”助力冬奥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冷柜互联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