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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并购重组活跃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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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银行
下调存款利率

近期，又有多家银行下调存款利
率。7月伊始，三湘银行、宁波银行、
恒丰银行等继续下调利率。

恒丰银行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
表显示，个人、对公通知存款利率有
所下调，和最近一次（2023 年 9 月 1
日）调整的挂牌利率相比，1天通知存
款利率从0.55%降至0.35%，7天通
知存款利率从1.1%降至0.9%，均下
调20个基点。协定存款利率从1%
降至0.8%，下调20个基点。整存零
取、零存整取、存本取息一年期、三年
期、五年期存款利率分别为1.30%、
1.55%、1.55%，均较此前下调10个基
点。

据恒丰银行手机银行APP，三年
期智能存款利率降至2.65%，较此前
下调10个基点，其他期限智能存款
利率保持不变。个人通知存款（升级
版）1 天利率为 0.8%，7 天利率为
1.35%。

宁波银行7月1日在官网更新了
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一年期利率
2.05%，两年期利率2.35%，三年期利
率2.5%，均较此前有所下调。

三湘银行7月2日也对部分存款
产品进行利率调整，涉及三年期、五
年期等定期产品，利率分别由3%、
3.1%下调至2.9%、3%，均降息10个
基点。

虽然银行已多次下调存款利率，
但行业面临的净息差压力仍未缓
解。市场预计，存款利率下调的趋势
还将延续。不过，调降幅度会有所收
窄。

“存款利率下调将在年内持续，
存款向理财转移，资金从大行流向非
银，大行流动性相对紧张。银行的负
债结构将发生改变，存款向债券转
移，商业银行需要提升超额存款准备
金率以应对流动性风险。”民生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为降低融资
成本、维持银行净息差稳定，存款利
率仍需进一步下调。“预计最快在年
中至三季度，存款利率的下调将为后
续LPR报价打开一定下行空间。”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
示，三季度很有可能开启新一轮存款
降息，但存款利率下调的空间取决于
多种因素，包括银行的资金成本、存
款市场竞争状况、监管政策等。考虑
到当前一些银行的存款利率已经较
低，且存款“搬家”现象比较明显，进
一步下调的空间可能较上半年有所
收窄。

在光大银行宏观市场部金融研
究员周茂华看来，目前存款市场仍存
在一定失衡，部分银行负债成本上
升，同时银行净息差压力仍大，不排
除后续仍有新一轮调降可能。而随
着宏观政策效果持续释放，经济、物
价稳步复苏与回升，存款市场供需将
逐步回归常态，预计今年存款利率调
降幅度低于去年。 记者 周雁

“这是在挤掉茅台价格的‘泡沫’，回
归一个相对合理的价值区间。”宁波一家
酒类企业负责人直言不讳，“茅台市值抵
得上4个小米、2.5个比亚迪或1.5个阿
里，值吗？是时候该回归理性的消费品属
性了。”

去年6月，一瓶飞天茅台的价格约
2800元，当时很多“黄牛”依然相信还能
再涨，坚持“惜售”。一年之后，茅台批发
价跌破2100元/瓶，让市场恐慌性抛售，
进而引发“蝴蝶效应”，影响到其他名酒价
格走势和二级市场白酒企业股价，名酒价
格全线下跌让经销商拿货变得谨慎，茅台
质押、典当业务受影响，拍卖也变得冷清。

在很多人眼中，茅台是一款“神奇”的
商品——不是单纯的消费品，还成为某种
程度上的投资品，从消费属性演化为“金
融属性”。其中，茅台的“黄牛党”们依托
茅台的类金融属性，长期吃“倒买倒卖红
利”。统计显示，按照年份茅台的市场价
格粗略计算，2021年前，茅台酒每年的收
藏回报大致在10%至12%。

一些中小规模的“黄牛”表示：“多数
人的收货成本为 2400 元/瓶左右，在
2300元/瓶时还想挺着，但跌至2200元/
瓶时就“破防”了。”

而一些囤货量大、面临资金周转压力
的“大黄牛”会选择“割肉”抛售。有“黄
牛”透露，一次性抛售1000瓶，平均一瓶
亏100元，一下子就亏损10万元。

记者在走访宁波商超、烟酒店等销售
终端时了解到，2024飞天茅台散瓶的零
售价只能按1499元/瓶销售。但商超、电
商平台基本处于“缺货”状态，或需通过预
约、闪购方式，消费者才能获得购买资格。

在多家线下烟酒店，飞天茅台零售价
2600元/瓶至 2700元/瓶不等。不同年
份的飞天茅台、生肖酒等价格也不同。

“虽然近期茅台批发价下跌，但零售
价变化不大，有的品种略微便宜一两百
元，预计中秋国庆会涨回去。”东部新城一
家烟酒连锁商信心满满。

一路下跌后，6 月
30 日晚，贵州茅台发
声，茅台酒的基本属性
没有变，基本需求面也
没有变。有信心、有实
力、有能力穿越本轮周
期。从侧面对近期“茅
台酒批价大幅波动”现
象给予回应。

五粮夜、泸州老窖
等白酒品牌也集体发
声，通过积极表态和控
量稳价策略，共同提振
行业信心。

茅台是国内高端
白酒行业的风向标。
今年以来，“茅台跌惨
了”“茅台天天跌，黄牛
慌了”等消息屡屡冲上
热搜，广受关注。

据今日酒价显示，
6 月 24 日，2024 飞天
茅台散瓶批发价跌至
每 瓶 2080 元 ，创 下
2020 年 12 月以来新
低，后经横盘整理、微
涨，7月 3 日已恢复至
2370元/瓶。

从这波白酒降价
潮中，如何透析酒类消
费市场的变局？未来
五年，茅台等高端白酒
市场将如何？宁波地
产白酒又作何反应？

夏季一般是白酒的消费淡
季，近期，随着欧洲杯、毕业季等
来临，啤酒、红酒、软饮的消费需
求趋旺。

“从这一轮高端白酒降价，可以
看出平价酒水仍有很大的市场魅
力。”宁波力洋酒业总经理王肖峰认
为，今年，力洋从“浙江老字号”升级
为“中华老字号”，推出了价格亲民、
不足百元的口粮酒“呛皮烧”。

记者还注意到，最近，主打质价
比的平价超市奥乐齐在上海推出一
款9.9元的52度白酒，传统固态法发
酵，其超低价格引发网友好奇和购
买。这款酒发售于6月5日，目前已
全面断货，正在补货。

高端白酒跌价，平价酒水受青
睐。国内酒类专家分析认为，此次
白酒降价，是市场自我调节的正常

表现。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白酒
行业回归理性发展，促使企业更加
注重产品品质和品牌价值的提升，
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日益多
元化的需求。

对于消费者而言，白酒价格下
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购买的选择
空间和实惠性，尤其是有婚庆需求、
有囤酒兴趣的市民。在采访中，多
位市民表示，想趁这波白酒降价囤
一些货。

业内专家认为，白酒企业如何
在价格调整的“浪潮”中保持品牌竞
争力和盈利能力，将是未来一段时
间内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白酒市
场的价格走势仍将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消费市场
变化以及行业政策等。

记者 周晖

“从资本市场看，今年以来，白
酒板块据传业绩可能远弱于预期，
茅台股价击破几个重要关口，引发
股价‘跳水’。从消费层面看，底层
逻辑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大多数年
轻人不爱喝白酒以及白酒去金融属
性，导致中间商去库存、少囤货，再
叠加消费疲软，商务用酒减少，导致
茅台酒价下跌。”宁波市社科院经济
所所长吴伟强表示，降价可以看做
是“市场对茅台估值的重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茅台价格
下跌，源于市场供需关系的转变。在
消费疲软、消费观念变化等背景下，
高端白酒的市场需求有所放缓。与
此同时，茅台近年来不断提升产能，
使得市场供应相对增加，供需平衡的
打破导致价格下行。

茅台价格下跌的部分原因，也
来自电商平台的引流促销。今年

“6·18”大促启动时，一些电商平台
店铺上架了5268元两瓶500ml飞
天茅台的活动，由电商平台补贴
400 元后，平均每瓶到手价 2434
元。一直以来，电商平台喜欢拿茅
台作为“引流商品”，拉满“火爆抢
购”的氛围。

茅台价格的下跌如同导火索，
迅速在白酒行业引发连锁反应，五
粮液、洋河大曲、泸州老窖等纷纷采
取降价策略，以应对市场竞争和消
费者需求的变化。

据业内人士分析，众多白酒品
牌的降价举措，一方面，为了保持市
场份额，吸引更多消费者；另一方
面，为了适应市场环境，优化库存管

理，确保资金流转。
在历史上，茅台曾经历过较长

的“跌价期”。2012年，飞天茅台批
发价冲击2000元/瓶失败后，陷入
长达4年的降价潮，其间批发价“腰
斩”，一度跌至830元/瓶，而当时的
出厂价仅819元/瓶。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这波降价
潮，跌幅还远不及上轮。而且，批发
价相较出厂价仍然处于高溢价。

目前这波下跌行情，可能始于
2021年。有数据显示，飞天茅台散
瓶行情价在2021年8月上冲3160
元/瓶后便拐头下跌，进入2024年
第二季度后更是直线下挫，2080
元/瓶的价格创下2020年 12月以
来新低。

近期，由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
《2024中国白酒市场中期研究报
告》显示，2024年复苏态势较弱，
存量竞争下，80%的企业表示市场
有所遇冷，消费多元、强分化、宽度
竞争已成事实。流通渠道端的经
销商、终端零售企业在经营表现上
相对疲软。渠道商面临上游和市
场端的两头压力，面临价格倒挂、
库存积压的困境。

新兴的消费人群对茅台的兴趣
正在减弱，近期茅台冰淇淋遇冷、销
售店关闭就是一个实例。越来越多
人群消费趋于理性，茅台消费中较
为庞大的中产人群数量正在萎缩，
而较为年轻的群体对茅台的体感和
认知在降低。甚至有人认为，茅台
跌价与“掼蛋”流行削弱商务宴请白
酒消费量有一定关联。

2024飞天茅台散瓶近期批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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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全国共发生公司并购
事件8769件，其中披露交易
金额的有 4768 件，合计达
1.02万亿元。

据统计，北京（1490.98亿
元）、广东（1470.58亿元）并购
重组交易额超千亿元；福建
（934.25 亿元）、江苏（855.35
亿元）、上海（804.92 亿元）紧
随其后。其中，福建与上年
相较增幅可观，一举从第9位
跻身前三。

从地区活跃度来看，广
东（931件）、浙江（847件）、江
苏（691 件）居前，北京、上海
紧随其后，事件数均超 500
件。与上年同期相较，浙江
与江苏的位次发生对调，而
四川、湖南均退出前十，由河
南、湖北“上位”。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

来，宁波企业参与的并购事
件达269件，在浙江的占比超
30%；已披露金额合计达
477.21亿元，在浙江的占比
超70%。其中，一季度，宁波
发生并购事件113件，二季度
增至156件。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宁
波发生的超亿元的并购事件
有 74 件，超 10 亿元有 11
件。其中，并购方式多为协
议转让（96件）、增资（81件）、
对外投资（60件）。而协议转
让中，宁波企业多为标的获
得方。目前，已实施完成的
有86件，实施中的有92件；
交易金额排名前三的标的公
司，分别为顾家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89 亿元）、拓普滑板
底盘（宁波）有限公司（20 亿
元）、太仓鑫海港口开发有限
公司（20亿元）。

近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服务科
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以下简称“科
创板八条”），为科创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再添“一把
火”。

在“科创板八条”中，关于并购重组，涵盖了“硬科
技”企业并购重组的“绿色通道”，以及并购方向、估
值、支付工具等多方面的举措。

在“科创板八条”出台后不到一周的时间，芯联集
成、纳芯微就相继推出并购方案，两起交易让因 IPO
节奏放缓而备受期待的并购重组市场看到“阳光”。

随着政策持续加码，并购重组越发活跃。那么，今
年以来，市场并购情况如何？

iF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共有55家上
市甬企发生并购事件，合计已披露交易金额
达197.02亿元。平均交易金额为2.85亿元。

iFinD数据显示，拓普集团（26.50亿元）、
继峰股份（19.96亿元）、ST天邦（18.10亿元）
并购交易金额居前。在8家并购交易金额超
10亿元的A股甬企其中，汽车零部件企业占
据“半壁江山”。

截至7月3日，已有28件并购交易已完
成，合计交易金额59.73亿元。另有44件正
在进行中。

值得关注的是，“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是
一众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原因。

业内人士指出，战略新兴行业与智能制
造装备产业的并购逻辑相似，均存在下游应
用领域广泛、客户较为分散及市场竞争激烈
的特点，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可以快速拓宽产
品矩阵和客户矩阵。

比如，东睦股份以1080万元收购深圳小
象电动公司10%股权。东睦股份表示，深圳
小象电动公司后续将充分发挥在聚能磁轴向
磁通电机及控制算法等方面的核心技术优
势。而东睦股份将发挥材料、制造、营销等方
面优势，并在宁波工厂内改建场地约1000平
方米，专门组建轴向磁通电机装配生产线。

去年一举完成11家企业投并购的柯力
传感，今年也有不少“动作”——今年1月，柯
力传感斥资6500万元，通过定向增发、股权
转让、表决权委托等形式，完成对新三板企业
华虹科技的控股；6月，柯力传感旗下深圳柯
力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飞轩传感器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飞轩）签署投资协
议，后者将成为柯力传感旗下控股公司。

柯力传感董秘叶方之表示，控股华虹科
技后，公司今年的并表收入将明显增长；而控
股上海飞轩，既是公司深耕电量传感器领域
的“再投资”，更是培育“传感器森林”的重要
一环。

据了解，上海飞轩在霍尔电流电压传感
器领域拥有领先的技术优势，目前产品系列
为49大类276款，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光伏储能、工业自动化、数据中心及轨道交通
等领域。此次并购，将促进双方在新能源汽
车、智能制造、医疗军工等领域的深入布局，
同时双方还期待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
找到更多增长点。 记者 张恒

注：交易金额涉及其他币种，均以7月3日
人民币汇率计算，并剔除并购失败事件。

统计区间：1月1日至7月3日
数据来源：同花顺iFinD

55家上市甬企
并购总额近200亿元

今年以来宁波并购事件占全省三成以上

今年以来A股甬企并购15强

近200亿元

上市甬企并购
“火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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