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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 涨跌幅（%）

指数 收盘 1日 上周

上证综合指数 3261 0.65 0.46

深证成份指数 11652 0.62 3.16

沪深300指数 4039 0.81 1.72

创业板指数 2383 0.50 3.34

上证国债指数 200 0.01 0.12

上证基金指数 6694 0.46 1.77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

海外市场 涨跌幅（%）

指数 收盘 1日 上周

中国香港恒生指数 20309 0.58 2.03

中国香港国企指数 6923 0.64 2.71

中国台湾加权指数 15849 0.51 2.99

道琼斯指数 32859 0.43 1.18

标普500指数 4051 0.57 1.39

纳斯达克指数 12013 0.73 1.66

日经225指数 27783 -0.36 0.19

韩国KOSP100 2453 0.38 0.80

印度孟买指数 57960 0.60 -0.80

英国FTSE指数 7620 0.74 0.95

俄罗斯RTS指数 1006 0.19 3.03

巴西圣保罗指数 101793 0.60 -3.09

美元指数 102 -0.48 -0.73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

大宗商品 涨跌幅（%）

商品名称 收盘 1日 上周

纽约期油(美元/桶) 73 -- 4.01

现货金(美元/盎司) 1965 0.00 1.62

伦敦铜(美元/吨) 9001 0.23 3.87

伦敦铝(美元/吨) 2392 0.38 2.90

伦敦锌(美元/吨) 2928 -1.15 -1.35

CBOT大豆(美分/

蒲式耳)
1474 -0.19 -3.15

CBOT玉米(美分/

蒲式耳)
651 -- 1.54

波罗的海干散货 1407 0.00 -3.00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

今日重点推荐：

【平安证券】宏观深度报告*宏观经济与政策*地产恢复行至何处：
销售、融资、拿地、投资全梳理*20230330
研究分析师 : 钟正生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0090001
研究分析师 : 张德礼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1020001
核心观点 : 本篇报告结合官方数据、高频指标和房企公告等，从销售、融资、拿
地和投资四个维度，对中国房地产恢复状况做了全面梳理：销售方面，短期高景
气可能源于前期积压需求的释放，未来或将再度承压；融资方面，“三箭齐发”政
策效果逐步显现；拿地方面，2023年土地市场热度降温，不过民营房企参与度提
升；投资方面，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拖累最大的时候已经过去。

【平安证券】策略月报*平安研粹：2023年4月市场观点*20230330
核心观点 : 权益配置策略：把握科技TMT和国企改革两大主线。对于后市，A股市
场在指数层面向上仍有空间，但以结构性机会为主，把握科技TMT和国企改革两
大主线。当前TMT板块交易拥挤度已至历史高位，但短期拥挤较高不会改变中期
方向，数字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国企改革的政策主线确定性较高，关注结构
性机会向机械/军工等存在主线重叠板块的扩散。另外，近期海外金融风险事件本
质是高利率下金融脆弱性显著抬升，密切关注风险演化和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潜在
冲击。
【平安证券】行业点评*计算机*微软发布Microsoft Security Copilot，GPT-4落
地网络安全行业*强于大市20230330
研究分析师 : 闫磊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7070006
研究分析师 : 付强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0070001
研究分析师 : 徐勇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9090004
研究助理 : 徐碧云 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 : S1060121070070
核心观点 : 投资建议：算法方面，预计今年国内龙头AI厂商有希望推出更多大模
型产品；应用场景方面，预计国内将有办公、网络安全、教育、医疗、金融等越
来越多的行业探索大模型产品的应用；算力是短板，由于供应链的问题，我国高
端训练芯片供给可能面对较大的压力，AI算力不足的问题可能显现，相关设备研
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可能继续受益。同时，AIGC新技术也会带来新的安全挑
战，国产安全厂商也将受益。在标的方面：1）算法方面，推荐科大讯飞；2）应
用场景方面，推荐金山办公，建议关注拓尔思、远光软件；3）算力方面，推荐浪
潮信息、紫光股份、中科曙光、海光信息、龙芯中科，建议关注寒武纪、景嘉
微；4）网络安全方面，强烈推荐启明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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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推荐报告摘要

1.1【平安证券】宏观深度报告*宏观经济与政策*地产恢复行至何处：销售、融资、拿地、投资
全梳理*20230330

【事项说明】

2023年1-2月房地产数据全线回暖，高频指标显示2023年3月销售继续改善。

【平安观点】

本篇报告结合官方数据、高频指标和房企公告等，从销售、融资、拿地和投资四个维度，对中国房地产恢复状况做了全面梳理。

销售方面，短期高景气可能源于前期积压需求的释放，未来或将再度承压。2023年1-2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同比
下降3.6%、同比持平，与2022年12月的增速相比大幅回升。从30大中城市的高频数据看，3月全国商品房销售有望进一步改善。
二手房销售恢复时点早于新房，而新房中期房销售改善程度好于现房。参考2022年上海疫后地产销售恢复的经验，我们认为因疫
情而积压的购房需求可能已得到相当比例的释放。目前，我国商品房库存仍处高位，供给端对销售的掣肘较弱。但在2016年后中
国商品房销售持续透支、居民部门债务压力积累、对经济和就业的预期改善需要时间、保交楼任务依然艰巨等多重因素的压制

下，中国房地产销售可能再度面临来自需求端的压力。

融资方面，“三箭齐发”政策效果逐步显现。2023年1-2月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15.2%，较2022年12月的-28.7%跌幅明显收
窄，也是2022年3月以来同比跌幅首次少于两成。信贷方面，2023年1-2月开发商到位资金来源于国内贷款同比下降15.0%，降幅
有所扩大，与高基数有关，房企获得开发贷最难的时候大概率已过。债券方面，民营房企信用债发行规模依然较低，但房企授信

大幅增加后信用债违约风险下降，民营房企信用利差已大幅回落。股权方面，截至目前已有20家房企在上交所和深交所拟定增募
资，预计将获得超千亿元的股权融资；9家房企已完成港交所的股权融资，扣除配售佣金后净融资200余亿元。

拿地方面，2023年土地市场热度降温，不过民营房企参与度提升。2022年11月-12月土地成交持续回暖，但2023年以来土地市场
热度降温。一个积极的现象是，民营房企拿地参与度提升。鉴于地产销售可能过了恢复最快阶段，我们认为土地一级市场恢复还

需要时间。

投资方面，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拖累最大的时候已经过去。2022年12月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相关指标持续改善。领先指标显示其
它费用同比2023年上半年面临较大回落压力，但新开工面积同比短期或将触底，保交楼助推下竣工面积同比大概率将加速，两者
共同推动建安投资同比回升。我们认为2023年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拖累将明显弱于2022年。

研究分析师 : 钟正生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0090001
研究分析师 : 张德礼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1020001

1.2【平安证券】策略月报*平安研粹：2023年4月市场观点*20230330

【平安观点】

1、宏观
1、美国中小银行和欧洲大型银行风波未平。3月10日美国硅谷银行倒闭，拉开美欧银行业危机序幕。一方面，随着美国监管部门
第一时间承诺“完全救助”储户、美联储新设BTFP流动性支持、美国第一公民银行宣布收购硅谷银行、以及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不断
强调银行系统稳健，目前围绕美国中小银行担忧已逐渐平复。另一方面，随着瑞信被收购、德银CDS飙升，市场更加关注欧洲大
型银行风险。我们认为，调整后的欧洲银行股与欧洲经济基本面更加匹配，但欧洲银行基本面仍好于2019年，现在判断系统性风
险的爆发为时过早。2、美国经济面临信贷紧缩压力，市场衰退预期升温。美联储3月会议加息25BP，是权衡通胀压力和金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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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体现。鲍威尔讲话强调银行事件后信贷紧缩的影响，认为信贷紧缩和货币紧缩的作用是同向的。我们认为，后续美联储或将

根据信贷紧缩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来相机决定加息的高度和持续时间。截至3月29日，CME利率期货认为5月不加息概率约
53%，下半年或降息2次左右。市场开启衰退交易：3月以来（截至28日），10年美债利率下跌37BP至5.5%，纳指涨2.3%、道指
跌0.8%，布伦特油价跌6.2%，黄金涨7.2%，美元指数跌2.4%。
前两个月中国经济较快复苏。其中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及服务业餐饮消费表现亮眼；隐忧在于工业生产恢复不快，且盈利下

滑，库存有所累积，可能制约投资扩产后劲；居民大件耐用品消费偏弱，限额以上汽车、通讯器材、家电音像销售额均同比收

缩。3月以来，中国经济疫后高斜率的“自然修复”告一段落，各项高频指标表现分化，经济恢复的“二阶导”斜率放缓。生产方面，
基建地产投资需求相关的开工率表现尚可，汽车轮胎开工率出现回落。内需方面，30大中城市口径的地产销售继续改善，但线下
交通客流自高位有所回落，电影票房、汽车零售等消费数据偏弱；外需方面，集装箱运价指数持续下行，中国出口加权的全球制

造业PMI继续走低。信用方面，前两个月社融信贷连续超市场预期。3月以来银行间资金利率维持高位，票据贴现利率稳中有升，
企业信贷投放端可能延续强势表现。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于3月17日宣布降准，有助于稳定资金利率、缓解银行流动性约束，同时释放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积极
信号。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前置特征明显，前两个月公共财政支出进度创20余年新高。从投向看，资金更多用于债务付息和民生
领域，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力度不强。3月24日国常会延续前期减税降费政策，稳预期强信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往后看，稳增
长路线有望进一步明确：广义财政支持基建、增加公共消费仍有空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加速落地，有助于提振民营企业信

心的产业政策可能更多出台。

2、策略
经济基本面：欧美通胀回落延续放缓，国内经济结构性复苏。欧美经济仍具韧性，通胀回落延续放缓。3月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初值上行至49.3和53.8，2月新增非农就业达31.1万人再超市场预期；2月美国和欧元区CPI同比分别为6.0%和8.5%，降幅连
续放缓。国内经济结构性复苏，内需修复仍待观察。1-2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5.5%，基建分项达12.2%超市场预期，地产数据
出现底部回暖迹象；1-2月进口及CPI同比均回落，耐用品消费仍然疲弱；ChatGPT为人工智能发展打开更多空间。
流动性：金融风险扰动美联储节奏，国内降准以对冲流动性。3月美联储加息25BP，通胀和就业数据以及金融风险事件加剧市场
对欧美货币政策走向分歧，月内10Y美债利率回落至3.38%，美元指数回落至103，人民币即期汇率在6.9上下波动。国内维持稳
健宽松。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3月17日降准25BP意在流动性对冲。权益市场流动性平稳。3月融
资业务余额为1.5万亿元，新成立偏股型基金391亿份，均较上月有所回暖，北上资金净流入规模回升至250亿元。
权益配置策略：把握科技TMT和国企改革两大主线。对于后市，A股市场在指数层面向上仍有空间，但以结构性机会为主，把握
科技TMT和国企改革两大主线。当前TMT板块交易拥挤度已至历史高位，但短期拥挤较高不会改变中期方向，数字经济、现代化
产业体系和国企改革的政策主线确定性较高，关注结构性机会向机械/军工等存在主线重叠板块的扩散。另外，近期海外金融风险
事件本质是高利率下金融脆弱性显著抬升，密切关注风险演化和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潜在冲击。

3、风险提示：1）若宏观经济出现超预期下滑，资产质量受经济超预期下滑影响，信用风险集中暴露；上市公司企业盈利将相应
遭受负面影响。2）在流动性收紧的环境下，倘若金融监管出台政策出台节奏超出市场预期，中小金融企业经营压力也会加剧，
流动性会遭受较大负面影响。3）全球风险资产波动加大，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加强，外围市场的大幅波动也会给国内
市场带来较大影响。4）新冠变异毒株出现加大全球疫情不确定性，后续仍有可能会出现更多变异毒株扰动疫情，疫苗和口服药
有效性等也面临一定挑战。如果疫情蔓延超预期导致消费回复进展缓慢，进而带来经济增长下行超预期。

1.3【平安证券】行业点评*计算机*微软发布Microsoft Security Copilot，GPT-4落地网络安全行
业*强于大市20230330

【事项说明】

近日，微软官方举办AI赋能Microsoft Secure峰会，向市场展示如何借助 AI 打造全面安全的未来以及如何助力现代企业安全更便
捷更高效。在峰会上，微软发布了全新的Microsoft Security Copilot，它是微软的第一款生成式AI安全产品，旨在帮助防御者识别
漏洞并更好地处理可用的大量信号和数据。

【平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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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crosoft Security Copilot使GPT-4赋能网络安全行业。Security Copilot是将OpenAI大语言模型GPT-4与Microsoft的安全特
定模型相结合所开发出的生成式AI安全产品。它可以接收到 Microsoft的全球威胁情报和超过 65 万亿个每日信号的通知，通过收
集到的信号让专业的安全研究人员追踪威胁。并且Security Copilot 是在 Microsoft Azure 的超大规模基础架构上运行，还可以为
企业提供安全和隐私的合规保护。Security Copilot提供提示簿功能，它本质上是实现对多个步骤的组合，通过简易的按钮来自动
对信号和威胁完成分析，后续甚至可以通过使用 Security Copilot来创建概述攻击事件的 PowerPoint 幻灯片。此外，Security
Copilot使用的信息来自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漏洞数据库以及微软自己的威胁情报数据库，
当安全研究人员询问Security Copilot时，它可以提供有关漏洞的最新消息。

2、Microsoft Security Copilot 旨在协助安全研究人员提升能力。微软人工智能安全架构师表示，Security Copilot更像是为安全
研究人员提供单独的工作空间和共享笔记本。它更多的是帮助安全研究人员进行事件调查或快速总结事件并帮助完成报告。

Security Copilot 接受自然语言输入，安全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输入文本来要求它提供特定漏洞的摘要，或者通过输入文件、URL
或代码片段来完成分析。

3、Microsoft Security Copilot目前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是将GPT-4与Microsoft 安全模型进行结合，Security Copilot也会具
有GPT-4本身的一些局限性。例如，目前还没有人能保证GPT-4的处理结果没有偏差和幻觉。但微软研究团队正在努力通过公开
的数据来源、用户提供的反馈等方式来确保使用者能够理解和验证他们看到的数据。此外，Security Copilot仅用于与安全相关的
查询，与其他通用聊天机器人有一定的区别。目前Security Copilot已对少数客户提供服务，未来全面上市使用的日期还未确定。

4、Microsoft Security Copilot 是微软大模型 AI 助手的又一落地应用。从之前推出的Microsoft 365 Copilot，大幅改变甚至颠覆
了Office文档的传统使用方式。到对早已推出的 GitHub Copilot 进行增强和更新，使其成为一个更人性化的代码助手，帮助开发
人员创建代码。再到当前推出Security Copilot，将GPT-4应用于网络安全行业。微软陆续推出基于大模型的AI助手的实际落地场
景。我们认为，这将为大模型在各行业的落地带来示范效应，将带来大模型驱动的AI助手在教育、医疗、金融等更多行业的探
索。大模型驱动的AI助手未来将产生广泛的行业应用。AIGC产业巨大的市场需求已经正在到来。

5、投资建议：近期，GPT-4、Microsoft 365 Copilot、百度文心一言、Microsoft Security Copilot等国内外重磅大模型产品陆续发
布。大模型产品应用的想象空间已经打开，国内AIGC产业链将迎来空前的市场机会。算法方面，预计今年国内龙头AI厂商有希
望推出更多大模型产品；应用场景方面，预计国内将有办公、网络安全、教育、医疗、金融等越来越多的行业探索大模型产品的

应用；算力是短板，由于供应链的问题，我国高端训练芯片供给可能面对较大的压力，AI算力不足的问题可能显现，相关设备研
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可能继续受益。同时，AIGC新技术也会带来新的安全挑战，国产安全厂商也将受益。在标的方面：1）算
法方面，推荐科大讯飞；2）应用场景方面，推荐金山办公，建议关注拓尔思、远光软件；3）算力方面，推荐浪潮信息、紫光股
份、中科曙光、海光信息、龙芯中科，建议关注寒武纪、景嘉微；4）网络安全方面，强烈推荐启明星辰。

6、风险提示：1）技术落地可能不及预期。2）来自监管和版权方面的风险。3）国内AI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研究分析师 : 闫磊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7070006
研究分析师 : 付强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0070001
研究分析师 : 徐勇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9090004
研究助理 : 徐碧云 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 : S1060121070070

二、一般报告摘要-行业公司
2.1【平安证券】广汽集团（601238.SH）*年报点评*四季度业绩不达预期，埃安聚焦品牌价值提
升*推荐20230330

【事项说明】

公司发布2022年年报，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3.3亿元，同比增长45.6%，实现归母净利润80.7亿元，同比增长10.0%，实
现扣非归母净利润75.0亿元，同比增长25.4%，分红预案为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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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1、集团销量增速领先行业，自主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公司2022年实现整车销量243.3万辆，同比增长13.5%，其中广汽乘用车、
广汽埃安、广汽丰田、广汽本田销量分别为36.3万/27.1万/100.5万/74.2万台，同比增长11.8%/125.7%/21.4%/-4.9%。公司2022
年毛利率为6.99%，相比2021年下降0.92个百分点。自主业务盈利方面，公司2022年自主业务净亏损（扣非净利润-投资收益）
达到68.2亿元，同比扩大16.9%。 

2、2022年净利润低于预期，主要是受四季度拖累，两大合资公司全年盈利表现稳健。公司2022年实现归母净利润80.7亿元，单
四季度归母净利润仅为601.8万元，扣非后四季度净亏损为2.3亿元，主要是由于投资收益下滑，四季度投资收益仅为20.5亿元，
同环比下滑41.9%/45.6%，另外四季度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分别达到了23.7亿/5.1亿元。全年来看，公司的两大盈利压
舱石广汽丰田、广汽本田依然保持稳健，2022年公司投资收益达到143.2亿元，同比增加21.2%，其中来自广汽丰田、广汽本田
两大合资公司的投资收益分别为75.2亿/42.1亿元品，广汽丰田新车型周期强劲，在2022年燃油车下滑的背景下，依然实现了销
量和利润的大幅增长。

3、埃安销量不断超预期，2023聚焦品牌价值提升。从销量看，2022年埃安销量27.1万台，同比实现大幅增长，2023年2月销量
已经回升至3万台以上，恢复程度超过市场大部分新能源车企。2023年埃安将交付3款全新车型，包括Hyper SSR、Hyper GT以
及一款SUV车型，我们认为埃安在2023年除了销量的稳步提升外，更重要的是品牌价值的塑造以及价格中枢的上行。

4、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尽管2022年四季度盈利承压使得2022年全年净利润不达预期，但公司在2023年开年以来表现较为稳
健，广汽丰田在2023年前两个月销量仅下滑7.5%，埃安前两个月销量同比增长达到55.9%。我们认为尽管合资燃油车市场份额不
断下滑，但公司两大合资品牌盈利能力相对稳健，依然是公司未来几年的盈利支柱。基于公司的最新情况，我们下调公司

2023/2024年净利润预测为93.4亿/98.5亿元（原净利润预测为128.6亿/146.1亿），同时首次给出公司2025年净利润预测为105.9
亿元，埃安品牌在2023年将聚焦品牌价值提升，而这将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估值空间，依然维持公司“推荐”评级。

5、风险提示：1）埃安品牌销量和高端化进程不及预期，将影响公司估值空间；2）合资公司广汽丰田、广汽本田盈利不及预
期，将对集团整体盈利能力造成负面影响；3）公司混动布局相对其他车企较为落后。

研究分析师 : 王德安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1010006
研究助理 : 王跟海 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 : S1060121070063

2.2【平安证券】新城悦服务（1755.HK）*年报点评*规模延续扩张，大社区+大后勤战略深化*推
荐20230330

【事项说明】

公司公布2022年年报，全年实现营收51.8亿元，同比增长19.1%；归母净利润4.2亿元，同比下降19.4%；拟每股派息人民币0.16
元。

【平安观点】

1、多因素致业绩承压，管理费用率持续优化：2022年公司实现营收51.8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物业管理服务营收30.2亿
元，同比增长44%，社区增值服务营收12.8亿元，同比增长40.3%。归母净利润4.2亿元，同比下降19.4%。归母净利润下行主要
因：1）受房地产开发行业低景气度传导，开发商增值服务、智慧园区服务需求较大幅度减少，收入降幅均超30%；2）公司持有
上市公司美元债券带来损失，损失金额为人民币1.7亿元。期内管理费用率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至9.3%，延续改善。

2、管理规模延续扩张，第三方、非住宅占比提升：2022年末公司在管面积1.98亿平米、合约面积3.13亿平米，分别较2021年末
净增0.45亿平米、0.34亿平米。在管面积、合约面积中第三方占比51.9%、46.7%，贡献比例持续提升。经过过去两年非住宅能
力培养与实践，公司管理非住宅项目快速增加，期末非住宅在管面积、合约面积占比25.8%、18.1%，较2021年末提升6.9个、
6.1个百分点，业态结构进一步优化。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晨会纪要

3、大后勤战略逐渐深化，团餐、设施管理高速发展：公司大后勤相关增值服务快速发展，2022年团餐服务收入3.6亿元，同比增
长334.2%，设施管理服务收入2.4亿元，同比增长54.2%。年内上海学府餐饮、苏州海奥斯餐饮并表，上半年收购的天津金玉物
业亦贡献不少团餐优质客户。同时公司积极进行竞标拓展，年内成功中标上海复旦大学北区研究生餐厅、同济大学北苑餐厅、上

海大学延长校区餐厅、森松国际控股上海员工餐厅及中兴通讯上海研发中心等项目，部分项目已于2022H2开始服务，部分将于
2023年开业，为2023年增长形成支撑。设施管理服务稳步推进，管理电梯数量超3.3万台；老楼电梯加装为新业务增长点，当前
签约电梯加装台量已较年初增加数十台。

4、投资建议：考虑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发展低于预期，叠加利润率下行，下调公司2023-2024年EPS预测至0.59元（原为1.22
元）、0.64元（原为1.57元），新增2025年EPS预测为0.69元，当前股价对应PE分别为9.4倍、8.7倍、8.0倍。公司大社区+大后
勤战略深化，非住及第三方拓展能力增强，管理规模持续提升，后续仍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维持“推荐”评级。

5、风险提示：1）大社区+大后期模式发展不及预期风险；2）若房地产修复不及预期，将导致物业行业发展空间受限、公司经营
承压风险；3）存量时代下物业企业发力市场化拓展为必然趋势，过度竞争将导致公司业务拓展承压、盈利能力持续下滑风险；
4）疫情反复风险。

研究分析师 : 杨侃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4080002
研究分析师 : 郑南宏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1120001
研究分析师 : 郑茜文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00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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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平安证券】心脉医疗（688016.SH）*年报点评*疫情扰动下实现稳健增长，新品推出+海外
拓展保发展*推荐20230330

【事项说明】

公司发布2022年年报，全年实现营收8.97亿元（+30.95%），实现归母净利润3.57亿元（+12.99%），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3.24
亿元（+12.25%）。与此前公布的快报保持一致。 公司公布分红预案，每10股派现23.00元（含税）。

【平安观点】

1、Q4业绩再受疫情冲击，成本、费用提升影响全年利润 
Q4单季度公司取得收入2.32亿元（+33.12%），在疫情影响正常临床手术的情况下仍有较好表现。Q4单季度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0.48亿元（-12.94%），多重因素导致利润与收入不匹配：（1）Q4是传统销售旺季，公司预先规划了较多推广和宣传活动，但
疫情导致当期产出与投入不匹配；（2）股权激励摊销、研发加速推进等因素导致费用率上升；（3）收购的海外子公司lombard
继续亏损。 
从全年情况看，核心产品主动脉支架实现收入7.34亿元（+29.71%），板块毛利率76.08%（-3.55pct）；术中支架实现收入0.85
亿元（+29.04%），板块毛利率72.93%（ -6.15pct）；外周及其他实现收入0.77亿元（+46.64%），板块毛利率69.12%
（+9.38pct）。整体毛利率下降系由于：（1）新工厂转固带来额外折旧；（2）Q2上海疫情管控状态下维持生产的成本较高。另
一方面，外周载药球囊的初步放量显著提升了对应板块的毛利率。 
全年费用率由于销售与研发投入加大、股权激励摊销等因素普遍有所上升。其中销售费用率为11.60%（+0.55pct），管理费用率
为5.13%（+0.86pct），研发费用率为15.34%（+0.40pct）。若剔除股权激励摊销因素，公司全年扣非归母净利润增长在15%以
上。 

2、新品迭出完成产品升级与产品线拓展，海外市场开拓顺利 
公司以创新产品驱动成长，一方面推出更新设计、更多品规的升级产品实现更新迭代，一方面向外周介入、肿瘤介入等新兴领域

横向扩展。已上市的Castor、Minos、ReewarmPTX药球是公司2022年收入增长的主心骨。上市时间较短的Fontus、Talos、
Ryflumen高压球囊等产品有望在疫情影响消退后迅速进入医院，在未来数年中提供额外增量。此外公司还有28款产品处于在研阶
段，其中有望诞生出更多核心产品。 
行业领先的创新产品为公司进入国际市场打下基础。2022年公司海外市场在Minos等产品的带领下取得5271.98万元（+7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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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好成绩。产品覆盖国家数量也达到了22个，比2021年底额外增加3个。  

3、河南介入耗材采购结果已出，预计对公司影响有限 
3月下旬，河南公示了介入耗材采购中选结果，大量国内外厂商的新产品未中标引起了市场担忧。但我们认为，河南此次采购由
省际联合改为省内医院牵头，而且产品中选没有直接与用量绑定，可复制性较弱。综合考虑此次采购中已中标产品情况，预计非

中标产品仍能在当地医院继续使用，本次采购对心脉业绩的影响相对有限。 

4、维持“推荐”评级。根据医院常规诊疗恢复节奏以及公司新增费用情况，调整2023-2024年EPS并新增2025年EPS为6.29、
8.33、11.15元（原预测2023-2024年EPS为7.63、10.08元），维持“推荐”评级。  

5、风险提示：1）高值耗材存在降价压力，若降幅超预期可能影响公司增长速度；2）公司多个重要产品刚上市或即将上市，若
临床/上市/招标结果不及预期，可能减弱公司后续增长动能；3）若海外市场环境变化，导致公司出海节奏低于预期，可能会对中
长期业绩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研究分析师 : 倪亦道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8070001
研究分析师 : 叶寅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4100001

2.4【平安证券】中国人寿（601628.SH）*年报点评*NBV与投资承压，23Q1业绩有望改善*推荐
20230330

【事项说明】

中国人寿发布2022年年报和利润分配预案，2022年实现归母净利润321亿元（YoY-37%），寿险总保费6152亿元（YoY-1%）、
总新单1848亿元（YoY+5%）；EV为1.2万亿元（YoY+2%）。公司拟派发现金股息每股0.49元（含税），总计约138亿元（含
税），在归母净利润中占比43%。

【平安观点】

1、投资与NBV下滑负贡献，拖累EV增速。国寿2022年EV为1.2万亿元（YoY+2%），其中NBV、运营偏差、投资偏差和假设变
化在期初EV占比分别3.0%、0.05%、-8.1%、-0.2%，其中，NBV占比同比下滑1.2pct，投资承压是EV最大拖累因素。

2、 总新单增长，业务结构拖累NBVM与NBV下滑。2022年国寿总新单1848亿元（YoY+5%）、总NBV约360亿元（YoY-
20%）、总NBVM测算约19%（YoY-6pct）。

1）从首年期交保费的期限来看，十年期及以上新单418.21亿元（YoY+0.3%）、在新单保费中占比23%（YoY-1pct）；22Q1-
22Q4单季度十年期以上新单分别同比-3%、+20%、+6%、-35%，22Q4降幅走阔主要系提前备战“开门红”。具体来看，个险十年
期及以上期交新单417.96亿元（YoY+0.5%）、在首年期交保费中占比51%（YoY+1pct），预计主要系储蓄型产品拉动、导致个
险NBVM同比下滑；银保渠道五年期及以上期交新单65亿元（YoY-4%），在首年新单期交保费中占比43%（YoY+1.5pct）。

2）分险种来看，健康险总新单658亿元（YoY-10%），其中长险期交新单51亿元（YoY-62%）、占比7.8%（YoY-10.7pct），预
计主要系重疾险销售仍承压。

3、 寿险转型深入、队伍规模持续收缩，但绩优人群相对稳定。2022年个险销售人力67万人（YoY-19%），其中营销队伍43万人
（YoY-17%）、收展队伍24万人（YoY-21%），但绩优人群占比保持稳定。经测算，人均产能约12424元/月（YoY+20%）。

4、权益市场波动剧烈，投资收益率同比下滑。2022年总、净、综合投资收益率分别3.9%（YoY-1.1pct）、4.0%（YoY-
0.4pct）、1.9%（YoY-3.0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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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建议：负债端，寿险转型深入、人均产能持续提升，22年新单企稳回升，23年率先开启“开门红”、预计“开门红”业绩优
于同业；资产端，地产政策发力、权益市场向好，投资收益将迎来一定修复。基于此，我们调整新单、NBVM、保单继续率和准
备金折现率假设，23/24年预测EVPS下调为47.65/52.05元（23/24年EVPS原预测51.61/56.81元），并新增25年预测56.49元。
公司目前股价对应2023年PEV约0.71倍，维持“推荐”评级。

6、风险提示：1）权益市场大幅波动，β属性导致板块行情波动加剧。2）代理人数量持续下滑、质态提升不及预期，新单超预期
下滑。3）利率超预期下行，到期资产与新增资产配置承压。

研究分析师 : 李冰婷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0040002

2.5【平安证券】贝泰妮（300957.SZ）*年报点评*全年营收、利润维持20%+增长，激励落地彰
显长期信心*推荐20230330

【事项说明】

公司发布2022年年报、2023年股权激励（草案）等公告。2022年全年公司实现营收/归母/扣非归母50.14/10.51/9.51亿元，同比
+24.65%/21.82%/ 17.00%，并公布利润分配预案，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

【平安观点】

1、Q4营收、利润增速略有回落，全年维持20%+增长。2022年全年公司实现营收/归母/扣非归母50.14/10.51/9.51亿元，同比
+24.65%/21.82%/17.00%；毛利率75.21%，同比略降0.80pct；期间费用率52.48%，同比+2.03pct，其中销售/管理/研发/财务费
用率40.84%/6.84%/5.08%/-0.29%，同比-0.95/+0.74/+2.27/-0.04pct，研发费率显著上升；归母净利率20.97%，同比-0.49pct，
基本稳定。单Q4公司实现营收 /归母 /扣非归母21.18/5.34/5.00亿元，同比+10.93%/5.17%/4.16%；毛利率73.05%，同
比 -1.96pct；期间费用率 46.06%，同比 +1.66pct，其中销售 /管理 /研发 /财务费用率 33.53%/6.63%/6.05%/-0.15%，同
比-3.28/+1.30/+3.71/-0.06pct；归母净利率25.20%，同比-1.38pct。

2、线上占比维持80%+，阿里系增速放缓，抖音渠道收入高增。收入分产品，2022年公司护肤品 /医疗器械 /彩妆营收
45.57/3.87/0.53亿元，同比+25.58%/18.91%/0.14%，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91%/8%/1%，结构与2021年接近。收入分渠道，
2022年公司线上/线下营收40.28/9.70亿元，同比+22.06%/37.04%，线上占比从2021年的82.33%微降至80.59%。其中线上自营/
经销代销营收31.57/8.71亿元，同比+24.66%/13.46%，线上自营占比维持在63%左右；线下自营/经销代销营收0.12/9.58亿元，
同比+628.18%/35.68%，期内净增73家直营店。线上分平台，阿里系/薇诺娜专柜服务平台/抖音系/京东系/唯品系营收分别为
20.60/4.62/4.29/3.56/3.02亿元，同比+13.34%/21.58%/86.23%/36.25%/ 1.58%，阿里系占比从2021年的45.36%下降至2022年
的41.23%，抖音系占比从5.75%提升到8.59%。

3、主品牌持续完善功效矩阵，品牌力、产品力稳固。薇诺娜以敏感肌和泛敏感肌为原点人群，产品以舒敏功效为基、向敏感
plus延伸。品牌核心大单品特护霜、防晒乳表现稳定，其中特护霜双11蝉联天猫舒敏类面霜TOP1，黑马产品冻干面膜保持强劲
增长，稳住细分赛道第一。新品拓展节奏稳健，针对抖音渠道推出的蓝铜胜肽修护精华液首发单日销售额突破800万元，618节点
推出的舒缓保湿特护精华液首发当月登天猫修护精华TOP4，针对私域渠道推出的臻研御龄高端抗衰系列受到会员好评。双11期
间，薇诺娜品牌斩获天猫美妆TOP6，连续5年进入前十，品牌力、产品力稳固。

4、积极孵化新品牌，品牌矩阵初现。1）副品牌薇诺娜宝贝专注婴童功效护肤品，产品矩阵不断丰富，22年打造分阶护理，产品
满足0-3岁、3岁+婴幼儿洗浴、润肤、防晒等多种需求，双11荣登天猫婴童护肤TOP4，其中大单品舒润霜、防晒乳登顶天猫细分
赛道TOP1，2023年计划积极开拓线下，重点试点母婴连锁店，精准触达目标客群。2）瑷科缦AOXMED是公司自主孵化的国货
首个高端专业抗老科技护肤品牌，以专利成分“美雅安缇MLYAAT-1002多维抗老精粹”为核心，目前针对不同渠道、品类，上线美
妍、专妍、萃妍3条产品线，初步形成含水、乳、精华及功能性食品的产品矩阵，22年下半年品牌官网、天猫官旗正式上线，并
入驻线下专业美容机构以及百货渠道进行销售，产品及渠道稳步扩展。3）此外，公司以皮肤疾病大数据为基础、结合医研+AI，
孵化专业祛痘品牌贝芙汀，提供整合性精准治痘解决方案，有望于2023年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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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票激励落地，目标未来3年营收、利润CAGR不低于26%。公司同时发布《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授予
635.4万股（占总股本1.5%），其中首次/预留授予539.0/96.4万股。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298人，包括董事周薇、CFO兼董
秘王龙、副总经理张梅，以及295名核心管理人员、核心业务人员。经换算，本次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为2023/2024/2025年营
收及净利润（归母，剔除激励费用影响）同比增长率不低于28%/26%/24%，2022-2025年营收及净利润CAGR不低于26%。首次
授予价格为62.10元/股。

6、投资建议：公司依托云南特色植物以及医研共创基因，产品研发及多渠道运营能力强。主品牌薇诺娜稳居敏感肌赛道龙头，
通过功效完善+渠道拓展+营销拓圈，保持较好增长。新品牌方面，薇诺娜宝贝崭露头角，随着产品矩阵丰富以及渠道扩张，有望
贡献增量。瑷科缦品牌进军高端护肤市场，定位专业抗衰，产品矩阵初具雏形，有望在公司强大科研实力、渠道&营销能力支撑
下，构成新增长极。基于2022年业绩，我们预计公司2023-2025年营收64.36亿元（原预测为75.72亿元）、81.24（原预测为
100.16亿元）、100.46亿元（新增），归母净利润13.39亿元（原预测为16.09亿元）、16.80（原预测为21.13亿元）、20.76亿
元（新增），对应目前股价PE为38.2x、30.4x、24.6x，维持“推荐”评级。

7、风险提示：1）行业竞争加剧风险；2）新品推广不及预期风险；3）渠道拓展不及预期风险；4）新品牌孵化不及预期风险；
5）国家政策趋严风险。

研究分析师 : 易永坚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0050001
研究分析师 : 徐熠雯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2070002

2.6【平安证券】德赛西威（002920.SZ）*年报点评*受益于汽车“三化”提速，收入与在手订单均
实现高增长*推荐20230330

【事项说明】

公司发布2022年年报。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9.33亿元，同比增长56.05%；实现归母净利润11.84亿元，同比增长
42.13%；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10.37亿元，同比增长26.24%。公司公布利润分配预案：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50 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平安观点】

1、营业收入首次破百亿大关，手持订单再创新高。公司聚焦于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和网联服务三大业务群。得益于汽车电动
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快速发展，国内智能座舱、智能驾驶辅助和智能网联产品渗透率与性能快速提升。同时，乘用车的消费升

级和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均加速了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产品的发展进程。公司在智能驾驶、智能座舱领域持续保持领先优势，营

收规模、订单规模连续开创新高。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大关，达到149.33亿元，同比增长56.05%；新项目订单
年化销售额突破200亿元，相比上年末的约120亿元，实现了大幅增长。 

2、客户端逐步打开高端品牌市场，自动驾驶和座舱产品均获得大幅提升。客户方面，2022年公司突破了保时捷、捷豹路虎、极
氪等新客户，并获得长安汽车、吉利汽车、比亚迪汽车、长城汽车等众多主流车企的项目订单。高算力智能驾驶域控制器、大屏

座舱产品和高性能智能座舱域控制器的订单量快速提升，高端品牌、欧洲市场、北美市场、东南亚市场、日本市场的开拓均获得

实质性进展。产品方面，公司的智能座舱产品业务量快速提升，2022年智能座舱产品的营收规模和新项目订单年化销售额双双突
破百亿。第三代高性能智能座舱产品已实现规模化量产，并新获得长安福特、吉利汽车、比亚迪汽车、广汽乘用车、合众汽车等

多家主流客户的项目定点；新一代更高性能的第四代智能座舱系统已获得新项目定点。公司智能驾驶业务销售额和新项目订单规

模继续保持爆发式增长，全年营收同比增长83%，新项目订单年化销售额接近80亿元。高算力平台IPU04已在理想汽车等客户上
实现规模化量产，并有大量在手订单将陆续实现量产配套；轻量级智能驾驶域控制器IPU02将推出更多新方案，并有望迎来爆发
式增长。

3、公司费用控制较为得力，盈利保持较快增长。受到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因素影响，2022年公司毛利率有所下降，为23.03%，较
上年同期下降了1.57个百分点。公司销售费用控制较好，期间费用占比相对稳定。2022年，公司销售费用为2.35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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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增长1.65%，费用率较上年下降0.84个百分点；整体期间费用占比为15.27%，较上年同期下降0.08个百分点。期间，公司计提
了信用减值损失9987.14万元，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28亿元。2022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1.84亿元，同比增长42.13%。 

4、投资建议：2022年，公司顺应汽车行业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的大趋势，客户开拓和产品开发都取得重大进展，收入和业
绩均实现了较快增长，手持订单也创出新高。我们预计，公司较快增长势头将持续。结合公司年报以及行业趋势变化，我们调整

了公司盈利预测，预计2023-2025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为16.19亿元（原值为15.64亿元）、21.73亿元（原值为20.91亿元）和27.95
亿元（新增），EPS分别为2.92元、3.91元和5.04元，对应2023年3月29日收盘价的PE分别为37.5X、27.9X和21.7X。我们持续
看好公司的发展，维持“推荐”评级。 5

5、风险提示：1）新能源汽车需求整体增长不及预期。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快速提升，且汽车产品消费复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
司作为Tier1可能产品增长受到影响。2）毛利率下行风险。2023年，国内部分汽车品牌启动降价，并向上游传导，公司主要产品
可能受到波及，毛利率下行压力加大。3）供应链断裂风险。地缘政治博弈仍在持续，部分国家对我国科技领域的限制还在加
强，车规级芯片等零部件依然存在断链风险。 

研究分析师 : 徐勇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9090004
研究分析师 : 王德安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1010006
研究分析师 : 付强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0070001
研究分析师 : 闫磊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7070006
研究助理 : 徐碧云 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 : S1060121070070
研究助理 : 王跟海 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 : S1060121070063

2.7【平安证券】和而泰（002402.SZ）*年报点评*经营逐季改善，汽车电子/储能业务增长迅速*
推荐20230330

【事项说明】

公司发布2022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59.65亿元，同比-0.34%；归母净利润4.38亿元，同比-20.93%；扣非归母净
利润3.77亿元，同比-20.91%。2022年利润分配预案为：拟每10股派现金红利1元（含税）。

【平安观点】

1、短期业绩承压，经营情况逐季改善。由于经济下行导致终端消费疲软，以及客户端需求节奏变化的影响，2022年公司营收同
比-0.34%至59.65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20.93%至4.38亿元，其中，家电控制器和电动工具控制器两大基本盘业务分别实现营收
36.73亿元（yoy-7%）和7.52亿元（yoy-21%），经营业绩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单季度来看，22Q4公司实现营收15.45亿元，环
比+0.5%，归母净利润环比下滑但毛利率环比+5.22%至24.12%，公司经营情况逐季得到改善。

2、汽车电子业务增长迅速，储能业务拓展顺利。尽管传统业务业绩短期依旧承压，但是公司汽车电子和储能业务发展迅速，其
中，2022年汽车电子业务实现营收3.02亿元，同比+83.9%，公司近期与博格华纳签订2.46亿欧元合同，将供应液体加热控制器
产品，伴随公司汽车电子新项目和新订单的持续落地以及产能的不断提升，公司汽车电子业务进入快速增长通道；另外，凭借多

年在变频技术、逆变技术、电源管理技术等领域的研发积累，公司储能业务拓展顺利，2022年储能业务实现营收0.61亿，近期公
司与战略客户签订合作协议，约定2023年该客户将向公司子公司采购50万套以上储能产品，进一步打开公司储能业务市场空间。

3、T/R芯片星载+地面双联动，卫星互联网有序推进。2022年子公司铖昌科技T/R芯片业务实现营收2.78亿元，同比+32%，归母
净利润1.33亿元，同比下降17%，主要因铖昌科技2022开始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及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剔除所得税费用影响后，铖
昌科技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加20%。报告期内，铖昌科技不仅拓宽了星载领域产品应用的卫星型号数量，地面业务也逐步放
量，成为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卫星互联网方面，公司已进入主要客户核心供应商名录，同时与科研院所及优势企业开展合作，相

关卫星互联网用 T/R芯片进入量产阶段并持续交付中，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4、投资建议：公司是全球智能控制器核心供应商之一，在家电、电动工具等领域深度扎根，高端客户份额稳步提升，汽车电子
及储能新业务订单储备丰富，增长动力充足，随着高价物料库存出清以及下游需求逐步回暖，我们认为公司盈利能力将迎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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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结合最新业绩，考虑到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影响，公司业绩短期承压，我们下调公司2023-2024年归母净利润为7.2/8.9亿
元（此前预期为7.9/10.4亿元），新增2025年归母净利润预测10.7亿元，当前股价（截至2023年3月29日）对应PE分别为
22.1/17.7/14.8倍，维持“推荐”评级。

5、风险提示：1）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若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未得到缓解，将持续加大公司成本
端压力；2）汽车电子业务发展不及预期。若公司汽车电子业务产品研发及交付不及预期，将影响公司经营业绩；3）下游消费需
求不及预期。当前全球经济下行，下游消费需求相对疲软，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研究分析师 : 闫磊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7070006
研究分析师 : 徐勇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19090004
研究分析师 : 付强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 S1060520070001
研究助理 : 徐碧云 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 : S1060121070070

三、新股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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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即将发行的新股 - 新股发行一览表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股票名称 申购日 申购代码 发行价 申购限额(万股) 发行市盈 承销商

荣旗科技 2023-04-13 301360 0.3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美利信 2023-04-12 301307 1.25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中船特气 2023-04-11 787146 1.2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晶升股份 2023-04-11 787478 0.85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方长龙 2023-04-07 301357 0.4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颀中科技 2023-04-07 787352 3.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华科技 2023-04-07 787539 0.8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尚节能 2023-04-06 732137 1.30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索辰科技 2023-04-06 787507 0.2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森泰股份 2023-04-06 301429 0.80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同创 2023-04-06 301387 0.45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迪尔化工 2023-04-06 889804 3.98 142.50 20.15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旺成科技 2023-04-04 889896 5.53 120.22 15.9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曙高科 2023-04-04 787433 0.70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矩技术 2023-03-30 889208 34.75 43.61 16.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能源 2023-03-29 001286 9.60 22.50 14.8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矿集团 2023-03-29 001360 15.38 2.00 34.6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盐集团 2023-03-29 780065 10.36 4.80 15.81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柏诚股份 2023-03-29 780133 11.66 3.90 25.8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鼎智科技 2023-03-29 889593 30.60 54.96 14.08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港 2023-03-28 001287 11.88 5.65 26.8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海森药业 2023-03-28 001367 44.48 0.65 33.5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金属 2023-03-28 780061 6.58 15.00 20.2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常青科技 2023-03-28 732125 25.98 1.90 26.3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登康口腔 2023-03-27 001328 20.68 1.70 36.7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重科技 2023-03-27 732135 17.80 2.70 29.0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环保 2023-03-24 301203 46.13 0.50 29.3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科源制药 2023-03-24 301281 44.18 0.55 43.7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云天励飞 2023-03-24 787343 43.92 1.4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芯科技 2023-03-24 787484 39.99 1.05 71.5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海诚科 2023-03-24 787535 35.00 0.50 69.0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花溪科技 2023-03-21 889880 6.60 66.50 13.96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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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已发行待上市的新股 - 新股上市一览表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股票名称 申购中签率(%) 上市日 交易代码 发行价 申购限额(万股) 发行市盈率

中科磁业 0.02 2023-04-03 301141 41.20 0.55 45.72

一诺威 3.35 2023-04-03 834261 10.81 70.34 13.99

日联科技 0.05 2023-03-31 688531 152.38 0.50 267.32

四、资讯速递

4.1国内财经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
当今世界，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成为常态。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中国的确定性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中国发展

的目标和前景是确定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和态势是强劲的。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推动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为世

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财政部，1-2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122395.2亿元，同比增长5%；
据财政部，1-2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122395.2亿元，同比增长5%；利润总额6505.6亿元，同比增长9.9%。2月末，国有企业
资产负债率64.6%，上升0.3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我国最大范围雨雪来袭

预计从3月31日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将携大风、降温、雨雪和沙尘影响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将陆续遭遇换季式降温，今年以来
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雨雪天气过程也将随之登场。

4.2国际财经

英国基础设施银行将投资2亿英镑 以支持能源转型的储能技术
英国基础设施银行(UKInfrastructureBank)计划投资高达2亿英镑(约合2.46亿美元)，以支持能源转型的储能技术。英国基础设施
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银行将在匹配融资的基础上，向英国新能源投资商GreshamHouse的可再生能源基金投入7500万英
镑，同时向英国天然气集团公司(BGGroup)的母公司CentricaPlc投入6500万英镑。另外，它还将向资产管理公司EquitixLtd.的电
力储能基金再投资1.25亿英镑。为了促进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英国的储能容量亟需增加。当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下降
时，储能有助于电网平衡电力，而不必重新使用化石燃料。

欧元区3月经济景气指数降至99.3 连续第二个月不及预期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3月经济景气指数为99.3，低于市场预期的99.8，前值为99.7，这是该指标连续第二个月低于预
期。其中，由于工业表现疲软，3月工业景气指数为-0.2，市场预期为0.2;服务业仍保持稳健，3月服务业景气指数为9.4(前值为
9.5)，但同样不及市场预期的10.3。欧洲经历了一个比预期温和得多的冬季，但其制造业仍在苦苦挣扎。此外，尽管通胀显示出
降温的迹象，但仍处于高位。更糟糕的是，美国银行业的动荡蔓延至欧洲并引发了欧洲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白宫敦促加强对中型银行监管规定 逆转特朗普时代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敦促监管机构加强针对中型银行的监管规定，要求推翻特朗普时代的银行业改革。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导致两

家地区性银行倒闭的银行危机作出的最强烈回应。周四，白宫呼吁联邦银行机构与财政部联手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加强监管规

定。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措施都不需要国会批准。这些改革包括重新实施针对资产规模在1,000亿至2,500亿美元之间的
银行的规定，此类规定适用于破产的硅谷银行，包括流动性要求、加强压力测试和“生前遗嘱”(指银行的紧急计划或危机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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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确保银行能够在面临危机或紧急情况时继续运营并保护客户利益)。

4.3行业要闻

京津冀“3+N”医药集采联盟开展四类医用耗材集采
京津冀“3+N”医药集采联盟开展冠脉导引导丝、冠脉导引导管、冠脉扩张球囊、冠脉药物涂层球囊四类医用耗材集采，中选耗材
价格平均降幅78.29%。至此，冠脉介入手术使用的主要耗材都纳入集采，实现全覆盖。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组织召开汽车主机厂国六B切换情况座谈会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组织召开汽车主机厂国六B切换情况座谈会，获悉目前国六B非RDE车型还有200万辆左右的库存未消化。协会
会长沈进军表示，国六B切换，延长“国六A”车型销售期的相关政策即将出台。

机票燃油附加费今年二次下调

飞猪已收到东航、上海航空等国内航司通知，自4月5日零时（出票日期）起，成人旅客国内航班燃油附加费分别下调10元和20
元。

4.4两市公司重要公告

天齐锂业2022年度净利同比增1060% 拟10派30元
天齐锂业披露年报。公司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40,448,883,981.77元，同比增长427.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24,588,724.44元，同比增长1,060.47%；基本每股收益15.52元/股。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0元（含税）。

中国铁建：2022年净利润同比增长7.9%
中国铁建发布年报。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0963.13亿元，同比增长7.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6.42亿元，同比增长
7.9%；基本每股收益1.76元。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0元（含税）。

万华化学：4月份中国地区纯MDI挂牌价下调
万华化学公告，自2023年4月份开始，公司中国地区聚合MDI挂牌价19800元/吨（同3月份相比没有变动）；纯MDI挂牌价22000
元/吨（比3月份价格下调2500元/吨）。

长城汽车：2022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2.9% 拟10派3元
长城汽车发布年报。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373.4亿元，同比增长0.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66亿元，同比增长
22.9%；基本每股收益0.91元。公司拟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

凯莱英2022年度净利同比增208.77% 拟10派18元
凯莱英披露年报。公司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0,255,325,392.82元，同比增长121.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1,635,019.64元，同比增长208.77%；基本每股收益9.02元/股。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分配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
登记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元（含税）。

贵州茅台：2022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9.55% 拟10派259.11元
贵州茅台发布年报。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241亿元，同比增长16.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7.16亿元，同比增
长19.55%；基本每股收益49.93元。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9.11元（含税）。

苏泊尔2022年度净利同比增6.36% 拟10派30.3元
苏泊尔披露年报。公司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0,170,527,516.66 元，同比下降6.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7,659,526.97元，同比增长6.36%；基本每股收益2.565元/股。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
利30.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2,439,504,228.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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