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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种稳粮保安全，种业振兴从严落地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自 2021 年 7 月 9 日由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系列政策在全国各地开始深化执行。生物育种产业化、

种子价值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在近期举办的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上得到了

深入探讨与解析。农作物品种信息发布及品种推广情况进一步巩固了优良品种的

影响力及市场认可度，助力成长型良种开拓市场推广上量。 

从品种审定的趋势来看，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通过数量已在 2022 年得到体现，

水稻品种 2022年审定通过率为 26%，同比下降 15pct，玉米品种审定通过率 23%，

同比下降 38pct。高压监管手段下，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持续向好。监管时点及

内容包括春季市场检查、制种基地转基因监管、秋季市场检查和冬季企业抽查等

不同行动。农作物品种 DNA指纹库促进打假维权专业化及数字化落地。 

 品种更迭格局不改，种业阵型企业打头阵，主要农作物品种供需格局较稳 

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展会对于主要农作物品种的推广情况，供需格局及优势企业

进行了介绍梳理。其中商品种子销售总额 20强、杂交玉米商品种子销售总额 10

强、大豆商品种子销售总额 10强等榜单发布，振业阵型企业多数位于榜单当中。 

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展会现场发布了主要农作物品种供需格局。据全国农技中心

数据，杂交玉米种子方面，2022 年制种收获面积大幅增加至 366 万亩，创近 6

年历史最高记录。玉米种子供重格局方面，据全国农技中心数据，2023 年玉米

种子供给量约为 16.4亿公斤，需求量约 11.5亿公斤，供需约比约 140%，处于供

大于求状态。杂交水稻方面，据全国农技中心数据，2022 年全国常规稻繁种单

产为 519公斤/亩，同比增加 22公斤/亩，杂交水稻方面，据全国农技中心数据，

2022 年全国常规稻繁种单产为 519 公斤/亩，同比增加 22 公斤/亩，大豆方面，

据全国农技中心数据，2022 年全国大豆繁种面积达 511 万亩，同比增长 60万亩，

新产大豆种子约 8.8亿公斤，同比增加 1.3亿公斤，增幅达 17%。 

 种子双交会参展种企众多，优良品种推介进行时 

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展会现场，诸多优质种企参与品种展览及信息发布。上市及

待上市公司方面，先正达、大北农、隆平高科、荃银高科、敦煌种业等均在现场

进行参展示范，积极促进优良品种信息推介。种业振兴正当时，监管从严落地助

力行业回归高质量发展阶段。行业诸多种业阵型企业在重视研发、积极推广方面

起到良好示范做作用。隆平高科、大北农、登海种业及先正达等上市及待上市种

企发展势头良好，玉米等大单品名列推广目录前 10，有望在未来引领主要农作

物大品种成功实现更迭及传播。 

 风险提示：极端天气影响，商品粮价格大幅度下跌，制种成本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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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业振兴进行时，品种管理从严化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自 2021年 7月 9日由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系列政策在全国各地开始深化执行。生物育种产业化、种

子价值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在近期举办的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上得到了深入

探讨与解析。会议对于品种审定、品种管理等种子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全国农

技中心在会上发布了主要农作物品种信息及品种推广情况，进一步巩固了优良品种

的影响力及市场认可度，助力成长型良种开拓市场推广上量。 

从品种审定的趋势来看，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通过数量已在 2022 年得到体现，

水稻品种 2022 年审定通过率为 26%，同比下降 15pct，玉米品种审定通过率 23%，

同比下降 38pct。品种审定管理主体方面，2023年 1月，农业农村部组建第五届国家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并对委员会的组织架构进行了两方面调整。 

表1：三大政策手段加强主要农作物品种绿色通道和联合体试验管理工作 

类别 手段 方案 

第一类 清退试验主体 对问题严重、屡教不改的试验主体，终止试验程序，取消试验资质。 

第二类 责令限期整改 对检查中发现试验操作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能够整改的责令限期整改 

第三类 通报批评 对不配合自查、不直面问题的试验主体通报批评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2：第五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架构存在两方面调整 

调整对象 方案 

主任委员会 
委员会主任由分管部领导调整为由万建民院士担任，副主任由种业司、种植业司、科教司、农技中

心、科技发展中心相关负责同志职务出任作 

委员会办公室 由种业司调整至全国农技中心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开源证券研究所 

高压监管手段下，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持续向好。监管时点及内容包括春季市

场检查、制种基地转基因监管、秋季市场检查和冬季企业抽查等不同行动。DNA 指

纹库促进打假维权专业化及数字化落地。全国农作物品种 DNA 指纹库公共平台由农

业农村部主办、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承办，集成了农作物品种 SSR、SNP 等

指纹数据信息。 

图1：2022年全国监督抽查品种真实性合格率 96.3%  图2：农作物品种 DNA 指纹库已有玉米、水稻、小麦、

向日葵等作物 1.7万个品种 SSR、SNP指纹数据入库 

 

 

 

数据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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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十九届种子双交会上，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指出，在 2023年的品种

审定工作方面需继续提高品种准入门槛，全面提升试验质量。健全登记制度，对于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进行修订，优化完善登记指南，制定品种登记全流

程工作规范。并对优良品种实施有效保护，修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植物

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全面落实新修改种子法规定。推动 EDV制度

落地实施，持续强化 DUS测试管理。 

图3：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不断强大  图4：植物新品种保护机构设置由农业农村部牵头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品种严格化另体现于优质品种的披露与划分，2023年 2月，农业农村部编制发

布《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共包括 10种农作物、241个品种骨干型、成长

型、苗头型、特专型形成较为完整、递次推进的品种推广梯队。 

表3：优良品种推广名录三大定位为推介、引领及科普 

定位内容 意义 

推介 面向生产提供服务，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推动品种更新换代，助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引领 面向业界引领方向，在业内树立示范标杆和榜样，激发育种创新的动力和活力，着力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科普 面向社会传播声音，帮助公众了解种业发展新成效，增强对自主培育品种的信心，为种业振兴营造良好氛围.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开源证券研究所 

2、 主要农作物品种更迭格局不改，种业阵型企业打头阵 

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展会现场对于主要农作物品种的推广情况，供需格局及优

势企业进行了介绍梳理。其中商品种子销售总额 20强、杂交玉米商品种子销售总额

10 强、大豆商品种子销售总额 10强等榜单发布，振业阵型企业多数位于榜单当中。 

表4：商品种子销售总额 20强企业名单中隆平高科居首 

排名 企业 主营作物 排名 企业 主营作物 

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玉米、杂交稻、常规稻、小麦、油

菜、棉花、瓜菜、杂粮杂豆 
11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

司 
玉米、常规稻、大豆 

2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

司 

玉米、杂交稻、常规稻、小麦、大

豆、油菜、花生、棉花、瓜菜、向

日葵 

12 
齐齐哈尔市富尔农艺

有限公司 
玉米、常规稻、大豆 

3 
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玉米、杂交稻、常规稻、小麦、大

豆 
13 

江苏明天种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玉米、杂交稻、常规稻、小麦 

4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 玉米、常规稻、小麦、大豆、花生、 14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 玉米、杂交稻、常规稻、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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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企业 主营作物 排名 企业 主营作物 

限公司 瓜菜 限公司 大豆、油菜、棉花、瓜菜 

5 
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

有限公司 

玉米、杂交稻、常规稻、小麦、大

豆、油菜、瓜菜、杂粮杂豆 
15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玉米、杂交稻、常规稻、大豆 

6 
广东鲜美种苗股份有

限公司 
玉米、常规稻、油菜、瓜菜 16 

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玉米、小麦、大豆、油菜、花生 

7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玉米、杂交稻、常规稻、小麦、大

豆、油菜、花生、棉花 
17 

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 
小麦、大豆、花生、棉花 

8 
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马铃薯 18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

司 
玉米、杂交稻、常规稻 

9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 
玉米、小麦、棉花 19 

安徽袁粮水稻产业有

限公司 
玉米、杂交稻、常规稻 

10 
吉林省鸿翔农业集团

鸿翔种业有限公司 
玉米 20 

绵阳市全兴种业有限

公司 
玉米、油菜、瓜菜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开源证券研究所 

表5：杂交玉米商品种子销售总额 10强企业中隆平高科居首 

排名 企业 排名 企业 

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日 7 三北种业有限公司 

3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8 河北沃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 吉林省鸿翔农业集团鸿翔种业有限公司 9 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 10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开源证券研究所 

注：本次排名是基于农作物种业统计中企业自主填报的商品种子销售总额 (本企业+代销+出口)。参与排序的种子企业不包含被母公司

合并报表的种子子公司。 

品种推广情况方面，以玉米及大豆为例，全国玉米品种的首位仍是郑单 958，裕

丰 303居于其次，对比 2018年推广面积及排名来看，裕丰 303推广面积及排名均有

较大幅度上升，郑单 958虽推广面积有较大幅度下降，仍居玉米品种推广面积首位。 

表6：2021年全国玉米品种中郑单 958居首，隆平高科旗下裕丰 303居于其次 

序号排名 
玉米 大豆 

品种名称 面积（万亩） 品种名称 面积（万亩） 

1 郑单 958 1825 黑河 43 881 

2 裕丰 303 1501 黑农 84 312 

3 中科玉 505 1304 合农 95 291 

4 京科 968 1302 绥农 52 202 

5 登海 605 1288 中黄 13 184 

6 先玉 335 833 齐黄 34 180 

7 天农九 622 合农 69 173 

8 联创 808 480 蒙豆 1137 159 

9 伟科 702 478 合农 85 156 

10 东单 1331 458 黑河 45 155 

数据来源：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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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集中度方面，按照全国 6.5 亿亩玉米及 1.26 亿亩大豆种植面积计算，2021

年玉米及大豆品种 CR5分别为 11.1%/14.8%。玉米品种较 2018年的 20.2%进一步下

滑，主要由于近年来玉米新品种数量不断上升，种植户可选范围较大，品种推广竞

争较为激烈。 

图5：近年来玉米种子品种集中度处于下降态势 

 

数据来源：农财网种业宝典、全国农技中心、开源证券研究所 

3、 主要农作物种子供需格局相对稳定，玉米种子制种基地资

源紧俏 

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展会现场发布了主要农作物品种供需格局。据全国农技中

心数据，杂交玉米种子方面，2022 年制种收获面积大幅增加至 366万亩，创近 6 年

历史最高记录。制种基地分布方面，甘肃仍是第一大制种所在区域，2022 年制种面

积达 175 万亩。西北基地杂交玉米种子生产成本在 2021 年的基础上再次上涨

700-1000元，其中甘肃制种基地较新疆涨幅更大。 

图6：2022年玉米制种量为 366万亩，同比增长 34%  图7：2023玉米种子供应格局同比相对宽松，总体稳定 

 

 

 

数据来源：全国农技中心、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全国农技中心、开源证券研究所 

玉米种子供种格局方面，据全国农技中心数据，2023年玉米种子供给量约为 16.5

亿公斤，需求量约 11.5 亿公斤，供需比约 140%，处于供大于求状态。预计 2023 年

期末库存为 4亿公斤，库存/总需种量为 35%，同比增加 5pct。预计 2023年东北和西

南地区少数早熟和热带血缘品种供应偏紧。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21E

玉米品种CR5

0

2

4

6

8

10

12

14

16

0

100

200

300

400

5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制种面积（万亩，左轴）

总产（亿公斤，右轴）

0

5

10

15

20

25

杂交玉米供种量（亿公斤） 杂交玉米用种量（亿公斤）



行业点评报告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7 / 12 

杂交水稻方面，据全国农技中心数据，2022年全国常规稻繁种单产为 519公斤/

亩，同比增加 22公斤/亩，新产常规稻种 11.8 亿公斤比 2021 年增加 2.3亿公斤、增

幅 24%。2022年全国杂交稻平均单产为 144公斤/亩，同比减少 22%，产量减幅较大。 

图8：常规稻制种集中在华中、华南及东北（公斤/亩）  图9：杂交稻制种集中在华中及华南（公斤/亩）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大豆方面，据全国农技中心数据，2022 年全国大豆繁种面积达 511 万亩，同比

增长 60 万亩，新产大豆种子约 8.8 亿公斤，同比增加 1.3 亿公斤，增幅达 17%。东

北地区作为大豆繁种主产区，2022年共制种收获 393万亩，同比增加 38万亩，增幅

达 11%，大豆繁种基地总体长势良好，仅极少数地区受霉根腐病影响。 

图10：大豆制种集中在华北及东北（公斤/亩）  图11：其他农作物制种总体稳定，制种规模较小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数据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开源证券研究所 

4、 种子双交会参展种企众多，优良品种推介进行时 

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展会现场，诸多优质种企参与品种展览及信息发布。上市

及待上市公司方面，先正达、大北农、隆平高科、荃银高科、敦煌种业等均在现场

进行参展示范，积极促进优良品种信息推介。 

大北农方面，创种科技作为集团旗下重要业务板块之一，以“让种子生命力更

强、人类更健康”为使命,以“创建全球第一种业科技企业”为愿景。丰度高科是集

团旗下玉米种业主体，集种子研发、生产加工、全生态区推广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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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企业，其研发及运作主体覆盖全国各地，品种类别包括丰伟种业、川单种业等。 

图12：丰度高科全生态布局并在全国多地开展研发加工  图13：丰度高科旗下包括丰伟种业等品牌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先正达方面，展示了科研基地的部署情况，推介了部分优良品种。全球布局方

面，先正达共有超过 100 个研发基地，国内方面拥有先正达北京创新中心、先正达

杨凌技术中心、中种武汉生命科技中心及荃银农科院等研发机构。品种推介方面，

优质玉米品种先达 187及先达 511于此次参与推介展览。 

图14：先正达在全国布局超过 100 个研发基地  图15：先正达优秀玉米品种先达 187及先达 511参展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隆平高科方面，其子公司湖北巡天主营业务覆盖杂交谷子、杂交玉米、杂交水

稻三大农作物种子的生产经营。为农大 372杂交品种及亲本唯一合法生产经营企业，

该玉米品种近年来在推广面积方面已获得良好的市场反响，此外，巡天农业与张家

口市农科院在“张杂谷”品种方面合作多年，具备深厚的研发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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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隆平高科旗下河北巡天种业的农大 372等品种参与种子双交会展览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非上市公司及事业单位方面，河南富吉泰种业有限公司、河南技丰种业集团有

限公司及吉林洪翔农业集团等推介其优势的玉米品种。科研院所中北京农科院、山

东农科院、吉林省农科院、锦州市农科院等优势玉米品种科研院所亦展示推介了其

主要品种的特征特性，例如高产稳产水平，综合抗病水平，适宜种植区域等内容。

此外，小麦、水稻、大豆及蔬菜品种亦在推介列表。 

图17：北京农科院主推品种主要为京科 968等  图18：山东省农科院主要推介品种为鲁单 510等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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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吉林省农科院主要推介品种为吉单 436等  图20：锦州市农科院主要推介品种为锦研 617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资料来源：第十九届种子双交会资料 

5、 投资建议 

种业振兴正当时，监管从严落地助力行业回归高质量发展阶段。行业诸多种业

阵型企业在重视研发、积极推广方面起到良好示范做作用。隆平高科、大北农、登

海种业及先正达等上市及待上市种企发展势头良好，玉米等大单品名列推广目录前

10，有望在未来引领主要农作物大品种成功实现更迭及传播。 

表7：受益标的估值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股价 最新市值 EPS PE(X) 

（元） （亿元） 2022E 2023E 2024E 2022E 2023E 2024E 

002041.sz 登海种业 19.08 173.10 0.33 0.45 4.93 57.8 42.4 3.9 

000998.SZ 隆平高科 16.23 218.22 0.67 0.83 1.11 24.2 19.6 14.6 

002385.SZ 大北农 7.89 334.57 0.08 0.55 0.57 98.6 14.3 13.8 

300087.SZ 荃银高科 16.32 115.03 0.34 0.46 0.58 46.69 35.76 28.01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注：登海种业、隆平高科及大北农 EPS 及 PE 倍数为开源证券研究所预测值，荃银高科 EPS 及 PE 倍数为 Wind 一致预测，最新股价

及市值为 2023年 3月 20日数据。 

6、 风险提示 

极端天气影响，商品粮价格大幅度下跌，制种成本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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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起正

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开源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适用的

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

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承诺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所发

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确

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

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证券评级 

买入（Buy）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Neutral） 预计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underperform） 预计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评级 

看好（overweight） 预计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Neutral） 预计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underperform） 预计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备注：评级标准为以报告日后的 6~12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表现，其中 A 股基准指数为沪

深 300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新三板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

对做市转让标的）、美股基准指数为标普 500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

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

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

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

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行业点评报告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2 / 12 

法律声明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使用。本公司不

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开源证券客户的，属于商业秘密材料，只有开源证券客户才

能参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开源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

请。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

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客户应当

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本报告中所

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

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

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

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做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开源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开源证券不对

其内容负责。本报告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客户使用方便，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

何部分，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开源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

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开源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

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版权

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

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

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开源证券研究所  

上海 深圳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788号陆家嘴金控广场1号 

楼10层 

邮编：200120 

邮箱：research@kysec.cn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30号卓越世纪中心1号 

楼45层 

邮编：518000 

邮箱：research@kysec.cn 

 

北京 西安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8号金贸大厦C2座9层 

邮编：100044 

邮箱：research@kysec.cn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邮编：710065 

邮箱：research@kyse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