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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策略周报  报告日期：2023年 07月 09日 
 

夏季攻势：主题投资也将活跃   

——新繁荣牛市之二十九 
  

核心观点 

夏季攻势渐入佳境，除了以 AI 上游为代表的主线外，主题机会也将纷呈。重点主题线

索有人形机器人、无人驾驶、国企改革、近端次新等。 

❑ 前言：夏季行情渐入佳境 

夏季攻势拉开帷幕，经历了 6 月以来的初期蓄势，7 月行情将渐入佳境。我们认

为夏季攻势的主线在于 AI 上游，以算力、数据、大模型为代表。针对板块运行

特征，4 月 23 日我们发布《慢就是快：TMT 主升段将展开》提出，主升段初期

的核心特征在“慢就是快”，相较于第一波预期驱动的指数急涨，进入基本面线索

驱动阶段，指数慢涨，但明星股超额将开始持续扩大。针对公司选股策略，5 月

28 日我们发布《择优而取：AI 明星股超额开始扩大》提出，相较于 5 月之前的

题材股占优，现阶段应聚焦算力、数据、大模型等环节的龙头股。4 月下旬以

来，TMT 走势较为契合上述特征。具体来看，上证指数和 TMT 指数放缓，但以

中际旭创、工业富联、中兴通讯、宝信软件、科大讯飞为代表的龙头股，受益于

基本面线索的催化，超额收益持续扩大。除了主线外，我们认为夏季攻势中主题

机会也将纷呈。 

❑ 再论主题投资的核心要素 

主题投资是通过分析经济中的结构性、政策性、事件性等因素的变动趋势，前瞻

性把握相关领域的潜在发展趋势，继而挖掘相关板块机会的投资类型。主题投资

往往在新兴产业崛起周期中大放异彩。背后原因在于，经典的主题投资案例往往

具备新颖性、空间大、热度高等要素，与之匹配的宏观环境往往在于，结构变动

重要性超越周期波段重要性的时期。而优质的主题投资往往契合四个关键条件，

主题新、空间大、热度高、顺时代。 

❑ 盘点上半年热点主题机会 

2022 年 11 月我们发布《关于 2023 年的思考之三：迎接主题投资大年》提出今

年市场特征的新变化，也即主题机会活跃。年初以来，以信创、AIGC、国防、

人形机器人、无人驾驶为代表的主题机会持续演绎。 

❑ 夏季攻势的主题机会梳理 

针对夏季攻势，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无人驾驶、国企改革、近端次新等主题值

得重点关注。其一，人形机器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具身智能可能将是 AI

的终极形态，人形机器人是实现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之一。因此，AI 浪潮引领

之下，人形机器人产业有望形成突破并引领新一轮主题投资。其二，无人驾驶，

高等级智能驾驶呼之欲出，关注 L3（及以上）级别智能驾驶市场空间及增量。

其三，国企改革，把握高分红、并购重组、科技创新三大线索，特别是并购重组

线索，相关行业以国防为代表，6 月 14 日国资委指出，央企要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以上市公司为平台开展并购重组，而此前根据国资委主任

署名文章，2023 年将在装备制造、检验检测、医药健康、矿产资源、工程承

包、煤电、清洁能源等领域推动专业化整合，切实提高产业竞争力。其四，近端

次新，近端次新是反弹急先锋，随着夏季行情展开，近端次新也将大放异彩。结

合行业、业绩、市值等视角看，新兴赛道和科创板弹性更大；最新盈利高增是重

要驱动；市值小的次新弹性更大。结合行业，我们对相关公司进行了梳理。 

❑ 风险提示 

产业进展低于预期。美国通胀持续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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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夏季行情渐入佳境 

夏季攻势拉开帷幕，经历了 6 月以来的初期蓄势，7 月行情将渐入佳境。绝对收益视

角，迎来普涨修复；相对收益视角，决胜 AI 上游。 

针对市场整体，我们认为未来 2-3 个月的夏季行情值得重点把握。本轮行情的底层逻

辑源自，其一，在上证指数震荡的格局下，结合股债收益比指标，市场回落至震荡下沿，

继而具备修复的基础。其二，宏观催化在于，央行降息背景下，市场对稳增长预期升温，

这意味着风险偏好有所修复。其三，中观催化在于，中报季即将开始，业绩线索开始显

现。经历了 6 月以来的初期蓄势，7 月行情将渐入佳境。 

我们认为夏季攻势的主线在于 AI 上游，以算力、数据、大模型为代表。针对板块运

行特征，4 月 23 日我们发布《慢就是快：TMT 主升段将展开》提出，主升段初期的核心

特征在“慢就是快”，相较于第一波预期驱动的指数急涨，进入基本面线索驱动阶段，指数

慢涨，但明星股超额将开始持续扩大。针对公司选股策略，5 月 28 日我们发布《择优而

取：AI 明星股超额开始扩大》提出，相较于 5 月之前的题材股占优，现阶段应聚焦算力、

数据、大模型等环节的龙头股。 

4 月下旬以来，TMT 走势较为契合上述特征。具体来看，上证指数和 TMT 指数放

缓，但以中际旭创、工业富联、中兴通讯、宝信软件、科大讯飞为代表的龙头股，受益于

基本面线索的催化，超额收益持续扩大。 

除了主线外，我们认为夏季攻势中主题机会也将纷呈。重点主题线索有人形机器人、

无人驾驶、国企改革、近端次新等。 

 

2 再论主题投资的核心要素 

 

主题投资是通过分析经济中的结构性、政策性、事件性等因素的变动趋势，前瞻性把

握相关领域的潜在发展趋势，继而挖掘相关板块机会的投资类型。 

对比主题投资和行业比较的差异，其一，投资范围上，主题研究具有跨风格和跨行业

的特点，行业比较更单一；其二，行情驱动上，行业比较的落脚点是基本面，也即基本面

驱动下的盈利高增是行业选择的核心依据，而主题投资的落脚点则是政策或事件催化等；

其三，投资特征上，主题投资更侧重时效性，行情在短期呈现出较强的爆发力。 

主题投资往往在新兴产业崛起周期中大放异彩。具体来看，2008 年至 2015 年是主题

投资机会纷呈，并涌现出很多经典投资案例，如产业性主题有互联网+等，政策类主题有国

企改革等，事件性主题有迪士尼等。 

背后原因在于，经典的主题投资案例往往具备新颖性、空间大、热度高等要素，与之

匹配的宏观环境往往在于，结构变动重要性超越周期波段重要性的时期。换言之，相较于

传统经济复苏周期，新兴产业崛起周期将为主题投资提供更多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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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优质的主题投资往往契合四个关键条件：主题新、空间大、热度高、顺时

代。 

其一，主题要“新”。一则，往往在题材足够新颖、市场研究不够充分的时候，才是主

题投资切入的关键时机，同时，题材新颖也更容易打开市场想象空间；二则，主题的

“新”，同样体现在产业题材具有新兴的尚处萌芽阶段的，且渗透率仍在 0-1 阶段的特征。 

其二，主题要“大”。主题选择需要有充足的市场容量和广阔的成长前景，这也决定了

主题投资的行情高度和广度。 

其三，主题要“热”。主题行情的展开往往需要政策或事件催化，密集的催化剂对维系

主题热度和行情走势有直接效果。 

其四，主题要“顺大势”。中长期维度，主题能否持续演绎，并为市场投资的核心主

线，关键在于题材是否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顺大势”为核心要素。背后原因在于，一方面，“顺大势”

往往意味着确定的市场空间，且多伴随着密集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更为确定的市场前

景和积极的政策支持，也驱动供给端厂商不断发力创新，产品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也成为题

材保持热度的关键。 

 

图1： 主题投资框架 

 
资料来源：浙商证券研究所 

 

 

3 盘点上半年热点主题机会 

2022 年 11 月我们发布《关于 2023 年的思考之三：迎接主题投资大年》提出今年市场

特征的新变化，也即主题机会活跃。年初以来，以信创、AIGC、国防、人形机器人、自

动驾驶为代表的主题持续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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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信创 

 

就信创产业指数来看，其自 2022 年 12 月 23 日起持续上涨，截至 2023 年 4 月 7 日累

计上涨 37%（为自去年年底以来最大涨幅），明显跑赢同期市场。 

个股方面，龙头个股太极股份在 2022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3 年 4 月 19 日期间累计上涨

80%+，中国软件则在 2022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3 年 2 月 6 日期间累计上涨 46%。 

 

图2： 信创产业指数在 2022 年 12 月 23 日以来股价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新华社，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就行情演绎过程中的催化剂来看，其中政策端，期间重要政策包括：其一，2022 年

12 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

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

畅通”，为年初以来信创产业指数持续上涨的核心催化。 

其二，2023 年 2 月 21 日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打好科技

仪器设备、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国产化攻坚战，鼓励科研机构、高校同企业开展联合攻

关，提升国产化替代水平和应用规模”，是支撑信创产业指数走出平台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三，5 月 10 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印发《关于加快打造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

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特别是其中第九条中指出“提高信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

北交所等交易市场上市挂牌效率，加速形成信创板块”，对信创产业指数由调整重回上涨形

成重要助力。 

 

其次，产品端，我国信创国产替代的稳步推进亦对行情的演绎有所催化。例如，其

一，1 月 6 日，龙芯中科官方称，面向电力、轨交、智能制造、工业网络安全等行业工控

应用定制的芯片产品“龙芯 2K1500”完成流片后的初步功能调试及性能测试，各项功能

正常，性能符合预期；其二，7 月 5 日，我国首个开源桌面操作系统“开放麒麟 1.0”正式

发布，标志着我国拥有了操作系统组件自主选型、操作系统独立构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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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创产业指数

2023年5月10日，北京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印发《关于加快打造信
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高地的若干
政策措施》

2022年12月15日-16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23 年 2 月 21 日，第二十届
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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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IGC 

AIGC 概念作为今年市场核心投资主题，年初以来涨幅表现强势，截至 2023 年 7 月 6

日，AIGC 概念指数年初以来累计上涨 52%、国证算力指数年初以来累计上涨 31%。 

个股方面，截至 2023 年 7 月 6 日，科大讯飞年初以来累计上涨 105%，浪潮信息年初

以来累计上涨+124%、中科曙光上涨+121%、中际旭创上涨 418% 

 

图3： AIGC 概念指数行情演绎 

 

资料来源：Open AI，每日经济，财联社，中国政府网，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就催化因素来看，政策端在二十大以来逐步发力。特别是 3 月 GPT-4 推出引发广泛关

注后，中央政治局、中央财经委员会等中央部门会议中不断提及重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后续全国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其一，2 月 27 日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数字中国

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

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 

其二，在 GPT-4 推出后，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

展，营造创新生态，重视防范风险。 

其三，5 月 5 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强调，要把握人工智能等

新科技革命浪潮，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

素，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 

技术端来看，核心在于 AIGC 技术不断突破下新兴产业趋势逐渐明确：1）2 月 2 日, 

OpenAI 推出 ChatGPT 付费订阅服务，月费为 20 美元；2）3 月 14 日，OpenAI 推出大型多

模态模型 GPT-4；3）3 月 23 日，OpenAI 发布 ChatGPT plugins；4）5 月 11 日，谷歌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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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达尔•皮查伊今日在谷歌 I/O 大会上发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PaLM 2”，向

OpenAI 的 GPT-4 等竞争对手发起挑战；5）5 月 18 日，OpenAI 宣布推出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 iPhone 应用，并承诺未来也将为安卓手机提供相同的服务。  

 

3.3 无人驾驶 

 

智能汽车指数行情在上半年经历三波上涨行情，分别为：（1）2023 年 1 月 3 日至

2023 年 2 月 2 日，涨幅+15%；（2）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3 年 4 月 7 日，涨幅+13%；

（3）2023 年 6 月 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0 日，涨幅+13%。 

个股层面，智能座舱龙头德赛西威（+49%）、拓普集团（+38%）、均胜电子（+26%）

23 年 H1 表现亮眼。 

 

图4： 智能汽车指数行情演绎 

 

资料来源：Open AI，新华网，深圳新闻网，工信部，商务部，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就催化因素来看，政策端方面，上半年对智能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支持力度明显提

升，是行情重要催化剂。 

其一，1 月 10 日，商务部出台包括杭州、武汉、广州、沈阳、南京、成都在内的六市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以广州为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广州

市在自动驾驶测试先行试点区开展不同混行环境下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的有序示范

运营，支持高等级自动驾驶、应用、创新，积极探索自动驾驶商业化运营的路径与方法。 

其二，3 月 21 日，上海市嘉定区出台建设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创新高地行动方案，行动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嘉定智能网联汽车相关产业规模力争达到 3000 亿元，要打造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能网联汽车头部企业。 

1月10日颁发首批智能

网联汽车无人商业化试

点通知书

OpenAI GPT-4 大型多模态

语言模型于 3 月 14 日上市

3月21日上海嘉定出台建设世界

智能网联汽车创新高地行动方

案。

5月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

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汽

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数

据记录系统》等四项强制性

国家标准的制修订

6月8日，美国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DMV）

批准了奔驰的L3级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在特定

条件下（白天+不超过64km/h）在指定的公

路上行驶。

6月16日深圳最大规模的无人

驾驶乘用车队和自动驾驶巴士

运营车队落地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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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5 月 5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

了《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等四项强制性国

家标准的制修订。 

技术层面上，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有望取得进一步突破，亦是本

轮行情的重要催化剂。特别是，在第二阶段上涨行情演绎中，伴随着 GPT-4 多模态模型的

发布，智能汽车指数持续上涨。 

 

 

3.4 机器人 

 

机器人概念指数在上半年持续走强，截至 2023 年 7 月 6 日，年初以来累计上涨

32%。其中，核心零部件作为人形机器人的关键组成部分，自 5 月 16 日特斯拉在 2023 年

度股东大会上发布 Optimus 最新演示视频以来，表现突出。 

个股层面，自 5 月 16 日至 7 月 6 日期间，鸣志电器上涨+75%、双环传动上涨+46%、

绿的谐波上涨+18%、拓普集团上涨 42%、三花智控上涨 22%。 

 

图5： 机器人指数（申万）行情演绎 

 

资料来源：集微网，爱企查，上海经信委，工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浙商证券研究所 

 

就催化因素来看，政策端持续加大支持力度，驱动板块行情升温。1 月 18 日，工业和

信息化部、教育部、公安部等十七部门发布《“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3 月 15 日，

第一批《上海市智能机器人标杆企业与应用场景推荐目录》入围名单出炉。6 月 28 日，北

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 年）》。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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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教育部、公

安部等十七部门发布

《“机器人+”应用行动

实施方案》。

3月15日，第一批《上海市

智能机器人标杆企业与应用

场景推荐目录》入围名单出

炉。

4月21日，小米在北京投资

设立北京小米机器人技术有

限公司。

5月16日，特斯拉在2023年度

股东大会上发布Optimus（擎

天柱）人形机器人的最新演示

视频。

6月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日前印发《北京市机

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2023—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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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明确提出了到 2025 年的量化发展目标，并表示从全产业链全方位支持人形机器人加快发

展。 

产品端来看，AI 大模型助力特斯拉 Optimus 发展提速，人形机器人概念打开远期想

象空间。人形机器人是“具身智能”的重要载体，AIGC 浪潮之下，通用大模型的发展为

人形机器人奠定了技术基础。5 月 16 日，特斯拉在 2023 年度股东大会上发布 Optimus 人

形机器人的最新演示视频，视频中，Optimus 完成了一系列复杂任务，特斯拉机器人产品

力不断提升下有望带动产业链整体发展。 

往后看，根据傅利叶官网，“傅利叶智能通用机器人战略发布会”预计于 7 月份举行，

此外，在 7 月 4 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2023 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

于 8 月 16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行业事件密集催化，机器人概念板块仍有望维持活跃。 

 

3.5 国防 

 

本轮国防主题的上涨行情主要集中在今年 Q1 期间，期间申万国防军工指数最大累计

涨幅为 14%（也即 2023 年 1 月 12 日至 3 月 6 日期间），从行情的驱动因素来看，其中国

改为核心催化剂。 

具体来看，军工国改预期的升温是重要催化剂。其一，1 月 9 日，中直股份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拟整合昌飞、哈飞直升机总装资产；其二，1 月 11 日，中航电测发布公告

称，筹划发行股份收购成飞集团；其三，2 月 17 日，中航电子复牌上市，吸并整合中航机

电进展顺利。 

此外，3 月 20 日国资委党委召开扩大会议，4 月中下旬披露的 23Q1 船舶订单数据，

以及俄罗斯局势变化亦对国防行情演绎有所催化。 

 

图6： 国防军工指数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走势 

 
资料来源：国资委，中国船舶工业协会，公司公告，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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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9日中直股份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
2023年1月11日，中航电测发布公
告称，拟发行股份收购成飞集团。

3月20日，国资委党
委召开扩大会议，鼓
励中央军工企业做强
做大做优。

2月17日，中航电子复牌上
市，吸并整合中航机电进
展顺利。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协
会数据，Q1船舶订单
增长明显，基本面向
上。 俄罗斯公布

扩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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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夏季攻势的主题机会梳理 

针对夏季行情，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无人驾驶、国企改革、近端次新等主题值得重

点关注。 

人形机器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具身智能可能将是 AI 的终极形态，人形机器人

是实现具身智能的最佳形态之一。因此，AI 浪潮引领之下，人形机器人产业有望形成突破

并引领新一轮主题投资。结合当前人形机器人引领的主题投资现状来看，其契合新意足、

空间大、热度高的基本要求，且顺应 AI 浪潮的产业趋势。 

自动驾驶：高等级智能驾驶呼之欲出，关注 L3（及以上）级别智能驾驶市场空间及增

量。一直以来，处于过渡阶段的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被认为是自驾能力的“分水岭”，它标

志着驾驶权正式从人移交到自动驾驶系统。如果 L3 级自动驾驶标准能够顺利推出，我国

自动驾驶将迈入新的里程碑，并带给汽车产业链新的发展机会。 

国企改革：我们认为中特估投资机会可以从三条把握，分别是高分红、并购重组、科

技创新。其一，高分红视角，相关行业有公共事业、银行、交运、建筑等。其二，并购重

组视角，6 月 14 日国资委指出，央企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以上市公司

为平台开展并购重组；此前，根据国资委主任署名文章，2023 年将在装备制造、检验检

测、医药健康、矿产资源、工程承包、煤电、清洁能源等领域推动专业化整合，切实提高

产业竞争力。其三，科技创新视角，科技创新一直是国企改革的核心环节之一，在 2019 年

开始施行的央企负责人考核办法中，就针对科技进步要求高的企业有所倾斜，如加强研发

投入、科技成果产出和转化等指标的考核。 

近端次新：近端次新是反弹急先锋，随着夏季行情展开，近端次新也将大放异彩。结

合行业、业绩、市值等视角看，新兴赛道和科创板弹性更大；最新盈利高增是重要驱动；

市值小的次新弹性更大。 

结合行业报告，我们将上述主题的相关公司梳理如下。 

 

表1： 相关公司一览 

环节 代码 中文简称 

总市值 亿元 PE-TTM 归母净利润增速 % Wind 一致盈利增速预期 % 

截止 2023/7/8 2021/12/31 2022/12/31 2023/3/31 2023 2024 

人形 

机器人 

002472.SZ 双环传动 284 45 537 78 44 38 31 

688017.SH 绿的谐波 226 157 131 -18 -32 56 38 

002747.SZ 埃斯顿 230 154 -5 36 -28 80 63 

603728.SH 鸣志电器 291 121 39 -12 -17 62 52 

300124.SZ 汇川技术 1789 41 70 21 4 24 31 

688698.SH 伟创电气 69 45 45 10 43 44 38 

688084.SH 晶品特装 62 165 3 -25 -336 109 56 

601689.SH 拓普集团 825 47 62 67 17 38 40 

300161.SZ 华中数控 110 541 12 -46 8 511 69 

002006.SZ 精工科技 93 29 280 172 90 51 33 

688071.SH 华依科技 54 104 39 -37 429 240 61 

601100.SH 恒立液压 867 36 20 -13 18 16 20 

300660.SZ 江苏雷利 111 43 -11 6 3 36 32 



A 股策略周报 
  

http://www.stocke.com.cn 12/1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自动 

驾驶 

002920.SZ 德赛西威 888 74 61 42 4 36 37 

688326.SH 经纬恒润-W 199 111 98 60 -176 33 42 

300496.SZ 中科创达 463 59 46 19 8 35 33 

688071.SH 华依科技 54 104 39 -37 429 240 61 

603197.SH 保隆科技 120 46 47 -20 110 81 34 

603596.SH 伯特利 366 50 9 38 25 39 36 

600699.SH 均胜电子 256 34 -709 111 227 130 41 

000887.SZ 中鼎股份 177 18 96 2 5 30 24 

601689.SH 拓普集团 825 47 62 67 17 38 40 

002906.SZ 华阳集团 173 45 65 27 12 36 37 

国企改

革 

601668.SH 中国建筑 2365 4 14 -1 14 14 11 

601390.SH 中国中铁 1913 6 10 13 4 13 13 

601186.SH 中国铁建 1393 5 10 8 5 11 11 

601006.SH 大秦铁路 1147 10 13 -8 23 16 0 

001965.SZ 招商公路 584 11 124 -2 24 15 9 

001872.SZ 招商港口 429 13 30 24 -1 10 9 

601298.SH 青岛港 425 9 3 14 10 12 12 

600350.SH 山东高速 304 10 34 -6 13 21 7 

600057.SH 厦门象屿 176 6 66 20 15 24 21 

600755.SH 厦门国贸 166 5 31 4 5 -8 14 

601888.SH 中国中免 2269 46 57 -48 -10 100 38 

601111.SH 中国国航 1421 -4 -15 -132 67 109 440 

600029.SH 南方航空 1169 -4 -12 -170 58 110 314 

600115.SH 中国东航 1121 -3 -3 -206 51 105 549 

600150.SH 中国船舶 1384 847 -30 -20 -16 1486 136 

600893.SH 航发动力 1114 86 4 7 33 24 26 

600760.SH 中航沈飞 1231 51 15 35 26 26 26 

000425.SZ 徐工机械 776 18 51 -48 -26 50 26 

000768.SZ 中航西飞 726 120 -16 -20 52 100 38 

002430.SZ 杭氧股份 330 28 42 1 -14 25 23 

000519.SZ 中兵红箭 247 49 77 69 -112 18 23 

600038.SH 中直股份 232 59 21 -58 24 100 33 

600316.SH 洪都航空 163 128 14 -7 -298 22 25 

601601.SH 中国太保 2643 9 9 -8 27 25 15 

近端次

新 

688244.SH 永信至诚 60 116 11 8 4 66 49 

603061.SH 金海通 68 45 173 0 -10 24 45 

688435.SH 英方软件 65 155 -16 9 58 110 74 

688291.SH 金橙子 30 75 31 -26 14 70 38 

301391.SZ 卡莱特 74 53 69 22 43 71 47 

688489.SH 三未信安 69 61 43 44 59 44 37 

688143.SH 长盈通 48 76 42 5 -193 33 33 

688502.SH 茂莱光学 100 169 13 25 1 35 33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盈利预测数据截至 20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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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1、 产业进展低于预期。 

2、 美国通胀持续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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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 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20％以上；   

2.增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20％；   

3.中 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 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 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 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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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公

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没

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

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对

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

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

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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