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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核心观点 

⚫ 主要投资策略。在行业见底去库存过程中，整车将率先去库存，然后整车库

存正常化后，将再向零部件公司采购部件，整车盈利改善时间有望快于零部

件。从二级市场表现看，整车公司股价表现也将先于零部件公司，我们仍坚

持投资选择先整车，后零部件的观点。建议关注标的：整车：上汽集团、长

安汽车；零部件：华域汽车、银轮股份、拓普集团、三花智控、东睦股份、

星宇股份、精锻科技、德赛西威、保隆科技、新泉股份等。 

⚫ 预计 19 年乘用车零售量增速将率先企稳转正，全年批零增速趋势向上。在

行业景气向下时，零售量增速先下滑，汽车社零数据和乘联会零售销量增速

分别在 18 年 5 月、6 月下滑，批发销量增速在 7 月出现下滑。我们根据乘

用车行业历年月度批发和零售销量进行预测，预计 19 年 6 月将见零售销量

同比增速持续转正；19 年 7 月左右批发销量同比增速转正；全年比较，乘

用车批发和零售销量增速趋势向上。 

⚫ 去库存时间分析：预计 2 季度末可见去库存基本结束。我们分别从厂商和经

销商角度分析去库存时间：分析历史数据，在 2004-2005 年，2007-2009

年、2013-2016 年期间，这 3 个时间段，按较长时间推导，从高库存率到低

库存率，预计时间在 12 个月左右，按此预测，预计在 19 年 6 月左右，行业

库存可降至正常水平。经销商去库存时间分析：2018 年从 1 月开始，经销

商库存系数一直在 1.5 以上，在 6 月达到高点 1.93，若按历史经验从高点降

至低点时间，预计在 19 年 5 月左右该指标有望降低至正常水平或正常水平

之下，并有望能够持续。 

⚫ 去库存 VS 行业指数走势分析。我们比较了汽车整车行业指数与库存系数关

系，发现虽然二者并不是完全负相关，但某些阶段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当

汽车库存系数下降时，行业指数上涨趋势。如 2015 年 7 月-12 月期间，当

库存下降时，行业指数向上；2017 年 7 月-12 月期间，当库存下降时，行业

指数向上。分析了乘用车、零部件公司股价走势与库存关系，上汽集团、长

安汽车等股价和汽车库存系数的关系来看，整体呈现当汽车库存系数下降，

股价上涨的趋势。去库存中整车公司股价先于零部件公司上涨。 

⚫ 去库存到库存正常化中子行业盈利表现分析。在 2006Q3 至 2007Q4、

2008Q3 至 2009Q4、2015Q4 至 2016Q4 期间，当库存下降且逐步正常化

后，乘用车行业和零部件行业盈利呈现明显的改善趋势。从盈利改善的时间

上来看，随着库存下降，乘用车整车的盈利较零部件行业改善早。 

 

投资建议与投资标的 

⚫ 建议关注标的：上汽集团、长安汽车、华域汽车、银轮股份、拓普集团、三

花智控、东睦股份、新泉股份、宁德时代、比亚迪、星宇股份、精锻科技、

华懋科技、德赛西威、保隆科技。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影响汽车需求；新能源车补贴政策低于预期影响新能

源汽车需求；上游原材料成本压力影响相关公司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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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计 19 年乘用车零售量增速将率先企稳转正 

1.1 行业景气向下时，零售量增速先下滑 

从乘用车行业的零售销量的情况来看，根据乘联会数据，2018 年年初表现良好，1 月份增速达到

8.2%。零售销量增速在 4 月份达到最高，与批发量增速保持同步，当月增速为 9.5%。此后，销售

销量增速下滑明显，在 6 月份即出现负增长，当月增速为-3.1%，较批发量增速出现负增长提前一

个月的时间，表明零售端较早受到车市下滑的冲击。此后，零售销量增速持续下滑，12 月份增速

达到新低，当月增速为-19.1%。 

从汽车月度零售额的情况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 年全年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2018

年 1 月和 2 月份的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速为 9.7%，此后增速持续下滑，在 5 月份零售额即出现负增

长，当月增速为-1.0%，汽车零售额较行业批发量提前两个月出现负增长。此后零售额增速持续下

滑，虽然部分月份出现反弹，但整体下滑趋势明显，11 月份增速达到新低，当月增速为-10.0%。  

19 年 1 月乘用车行业零售量增速为-4%，下滑幅度环比大幅收窄，说明车企和经销商主动去库存

力度较大。 

图 1：狭义乘用车月度零售量增速情况（2018）  图 2：汽车类月度零售额增速 VS零售量增速（2018）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乘联会、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3：历年狭义乘用车月度零售量及增速情况  图 4：历年汽车类月度零售额及增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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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乘联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1.2 车企去库存中，批发销量增速持续下滑 

从狭义乘用车批发量的情况来看，根据乘联会和中汽协的数据，2018 年月度批发量同比增速在年

初表现良好，1 月份增速分别为 11.6%和 11.7%，远高于 2017 年同期水平。批发量同比增速在 4

月份达到最高，当月增速分别为 12.2%和 12.6%。此后，批发量同比增速开始下滑，根据中汽协

数据，7 月份首次出现负增长，当月增速为-5.9%。出现负增长之后，批发量同比增速持续下降，

11 月份批发销量同比增速为 -16.2%，12 月批发同比下滑幅度环比略收窄，同比增速为-15.96%。 

19 年 1 月乘用车批发销量同比下降 17.6%，车企主动去库存中，批发销量继续下降。 

图 5：乘联会狭义乘用车月度批发量及增速  图 6：中汽协狭义乘用车月度批发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汽协，东方证券研究所 

 

1.3 预计批发量增速企稳将滞后于零售增速，全年趋势向上 

我们根据乘用车行业历年月度批发和零售销量预测 2019 年月度销量增速的走势。 

根据批发销量（中汽协历年数据）和零售销量（乘联会历年数据）月度历年比重，预计 19 年 6 月

左右将见零售销量同比增速持续转正；19 年 7 月左右批发销量同比增速转正，即在 2 季度末 3 季

度初有望见到批发销量增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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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年比较，预计乘用车批发和零售销量增速趋势向上。 

图 7：2019年批发、零售销量月度增速预测  

 

数据来源：乘联会、中汽协，东方证券研究所 

 

2 去库存时间分析：预计 2 季度末可见去库存基本结
束 

2.1 厂商去库存时间：预计 19 年 6 月可见去库存结束 

我们分析历史数据，来验证 2018 年行业高库存去库存需要经历的时间（本文中，库存降至正常水

平的时间是指库存降至正常水平后仍具备一定持续性）。 

我们对轿车行业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 2004-2005 年期间，2004 年 7 月行业库存率达到高点

数为 87.3%，去库存时间约在 6 个月左右，即 2004 年 12 月库存率下降至 10.7%，即从库存高点

到低点经历约 6 个月时间。 

在 2007-2009 年期间，2008 年 8 月行业库存率达到 53.2%，去库存时间在 6 个月左右，即 2009

年 1 月库存率下降至 7.6%，即从库存高点到低点经历约 6 个月时间。在 2009 年政府出台刺激汽

车行业相关政策后，库存率继续大幅下降。 

在 2013-2016 年期间，2015 年 7 月行业库存率达到 76.2%，去库存时间在 12 个月左右，即 2016

年 6 月库存率下降至 36.6%，即从库存高点到低点经历约 12 个月时间。 

我们分析历年几个去库存时间阶段，在 2004-2005 及 2007-2009 年期间，行业库存从高点到低点

时间基本在 6 个月左右时间，预计主要是当时行业仍处于高速发展期间，去库存时间相对较短；

且从高库存率到低库存率后，低库存率可降低至 10%左右。 

在 2013-2016 年期间，行业高库存降至低库存时间延长至接近 12 个月左右时间，且即使降至低库

存率，低库存率仍在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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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行业高库存率指标在 18 年 7 月出现，达到 43.7%，按较长时间推断，从高库存率到低库

存率，预计时间在 12 个月左右，即预计在 19 年 6 月左右，行业库存可降至正常水平。 

图 8：轿车行业库存率（2004-2005（1-11月））  图 9：轿车行业库存量（2004-2005（1-11月））（辆） 

 

 

 

数据来源：中汽协、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汽协，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0：轿车行业库存率（2007-2009（1-11 月））  图 11：轿车行业库存量（2007-2009（1-11 月））（辆） 

 

 

 

数据来源：中汽协、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汽协、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2：轿车行业库存率（2013-2016）  图 13：轿车行业库存量（2013-2016）（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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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汽协、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汽协、东方证券研究所 

 

2.2 经销商去库存时间：预计在 19 年 5 月左右可见库存降至正

常水平 

上文中我们主要分析厂商库存周期，在此我们继续分析经销商去库存周期情况，分析经销商去库存

时间。 

根据国际同行业通行的惯例，一般经销商库存系数在 0.8 至 1.2 之间，反映库存处在合理范围；库

存系数大于 1.5，反映库存达到警戒水平。  

2015 年期间，2015 年 2 月经销商库存系数达到 1.89，经过 6 个月左右时间，在 8 月库存系数下

降至正常水平 1.52，经过 12 个月左右时间下降至 2016 年 1 月的 0.99。 

2018 年从 1 月开始，经销商库存系数一直在 1.5 以上，在 6 月达到高点达到 1.93，若按历史经验

推断，从高点降低至低点时间，预计在 19 年 5 月左右该指标有望降低至正常水平或正常水平之下。 

 

图 14：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2015-2016 年 1月）  图 15：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2018）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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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去库存 VS 行业指数走势分析 

3.1 去库存中，行业指数向上 

我们比较了汽车整车行业指数与库存系数关系，发现虽然二者并不是完全负相关，但某些阶段呈现

出明显相关性：即当汽车库存系数下降时，行业指数呈现上涨趋势。如 2015 年 7 月-12 月期间，

当库存下降时，行业指数向上；2017 年 7 月-12 月期间，当库存下降时，行业指数向上。 

汽车零部件指数与库存系数之间也存在类似关系。 

图 16：库存 VS行业走势（整车）  图 17：库存 VS行业走势（零部件） 

 

 

 

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3.2  去库存中，汽车公司股价走势分析 

我们在此分析了乘用车公司股价走势与库存关系。 

从上汽集团股价和汽车库存系数的关系来看，整体呈现当汽车库存系数下降，股价上涨的趋势。按

年分阶段来看，2015 年初汽车库存系数从 2 月份的 1.89 下降到 4 月份的 1.67 的过程中，上汽集

团股价从 19.4 元上涨到 21.5 元；此后 5 月份到 9 月份的股价下跌主要受 2015 年的市场整体大幅

下滑的拖累；10 月份至 12 月份，汽车库存系数继续下降，上汽集团股价企稳回升，从 14.9 元回

升到 17.8 元。2016 年，上汽集团股价和汽车库存系数的走势规律更加明显，汽车库存指数从年初

2月份的 1.99逐渐下降到 12月份的 0.82的过程中，上汽集团的股价从 2月份的 15.4元开始上涨，

虽然在 8、9 月份出现小幅回调至 19.6 元，但是整体还是上涨到 12 月的 21.1 元。2017 年，汽车

库存指数从年初 2 月份的 2.25 逐渐下降到 6 月份的 1.75 的过程中，上汽集团的股价从 23.2 元快

速上涨到 29.4 元；此后汽车库存系数继续下降到 12 月的 0.9，上汽集团股价在 30 元左右的水平

小幅上涨，最终在 12 月收涨于 30.4 元。 

长安汽车股价和汽车库存系数的关系呈现和上汽集团股价一样的整体趋势。按年份分阶段来看，

2015 年年初汽车库存系数从 2 月份到 4 月份的下降过程中，长安汽车股价从 18.4 元上涨到 21.6

元；5 月份至 8 月份的股价下跌主要受市场整体大幅下滑的影响；9 月份至 12 月份长安汽车股价

企稳回升，在汽车库存系数逐渐下降的情况下，股价从 12.8 元上涨到 14.7 元。2016 年，长安汽

车归母净利润增速仅为 3.34%，低于行业平均增速，受此影响，在汽车库存系数从 2 月份到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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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逐渐下降的过程中，长安汽车股价涨幅不明显，股价从 12.0 元震荡上涨到 13.6 元。2017 年，

长安汽车受自身盈利影响，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30.61%，受此拖累，股价持续走低，此前股价与

库存指数之间的趋势没有再次呈现。 

 

图 18：上汽集团股价和汽车库存系数的走势关系  图 19：长安汽车股价和汽车库存系数的走势关系 

 

 

 

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华域汽车股价和汽车库存系数的关系呈现和上汽集团股价一样的趋势。按年份分阶段来看，2015

年年初汽车库存系数从 2 月份到 6 月份的下降过程中，华域汽车股价从 15.5 元上涨到 18.0 元；受

市场整体大幅下滑的影响，7 月份至 9 月份的股价出现下跌；10 月份至 12 月份股价企稳回升，在

汽车库存系数逐渐下降的情况下，股价从 13.5 元上涨到 14.7 元。2016 年，汽车库存系数从 2 月

份的 1.99 下降到 7 月份的 1.39，华域汽车股价从 11.1 元上涨到 14.9 元；之后汽车库存系数继续

下降到 12 月份的 0.82，华域汽车股价维持在 15 元左右的水平，并最终收于 12 月的 14.6 元。2017

年，汽车库存系数从 2 月份的 2.25 下降到 6 月份的 1.75 的过程中，华域汽车股价从 15.5 元快速

上涨到 22.2 元；7、8 月华域汽车股价出现短期回调；之后库存系数继续下降到 12 月的 0.9，华

域汽车股价收涨于 12 月的 28.4 元。 

福耀玻璃股价和汽车库存系数的关系呈现和上汽集团股价一样的趋势。按年份分阶段来看，2015

年年初汽车库存系数从 2 月份到 5 月份的下降过程中，福耀玻璃股价从 12.5 元上涨到 14.4 元；受

市场整体大幅下滑的影响，6 月份至 9 月份的股价出现下跌；10 月份至 12 月份股价企稳回升，在

汽车库存系数逐渐下降的情况下，股价从 11.8 元上涨到 13.3 元。2016 年，在汽车库存指数从年

初 2 月份到 12 月份的逐渐下降过程中，福耀玻璃股价从 2 月份的 11.5 元开始上涨，除在 4 月份

出现小幅下调，其余月份均保持稳步上涨，并最终收涨于 12 月的 17.2 元。2017 年，汽车库存系

数从 2 月份的 2.25 下降到 6 月份的 1.75 的过程中，福耀玻璃股价从 18.0 元上涨到 24.9 元；7、8

月股价出现短期回调；之后库存系数继续下降，福耀玻璃股价收涨于 12 月的 28.4 元。 

 

图 20：华域汽车股价和汽车库存系数的走势关系  图 21：福耀玻璃股价和汽车库存系数的走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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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3.3 去库存中整车公司股价先于零部件公司上涨 

在行业去库存过程中，我们比较了整车和零部件龙头公司上汽、华域股价表现。 

从上汽集团和华域汽车在 2015 至 2017 年的股价走势来看，在汽车库存下降的过程中，乘用车公

司股价提升较零部件公司早。 

2015 年 9 月，上汽集团股价快速回升，在 11 月初即较最低点回升近 50%，而华域汽车则在 11

月末才回升 40%。2016 年，从 2 月份到 12 月份的汽车库存下降过程中，上汽集团股价提升节奏

较快，股价在 2 月份到 12 月份期间上涨 34.6%，而华域汽车同期上涨 21.7%。2017 年，在从 2

月份到 12 月份的汽车库存下降过程中，上汽集团股价在 2、3 月份调整，4、5 月份快速提升，涨

幅分别达到 7.4%和 10.3%；华域汽车股价在 4、5 月份上涨相对较慢，涨幅分别为 3.1%和 6.4%，

而在 6 月份则快速提升，涨幅达到 21.3%，较上汽集团晚一个月左右。2017 年 10 月，上汽集团

股价已经进入 30 元左右高位，并之后维持这个水平；华域汽车在 10 月至 12 月则仍在上升通道中，

进入高位时间较上汽集团较晚。 

 

图 22：上汽、华域股价走势（2015-2017）  图 23：上汽、华域股价和汽车库存系数的走势关系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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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库存下降到正常水平子行业盈利表现分析 

4.1 乘用车整车和零部件盈利均改善明显 

当库存逐步下降到正常水平后，乘用车行业和零部件行业盈利呈现明显的改善趋势。 

在 2006 年三季度至 2007 年四季度期间，当库存在 2007 年一季度下降到正常水平后，乘用车行

业和零部件行业的毛利率改善明显，其中：乘用车行业毛利率从 2006 年四季度的 12.7%提升到

2007 年一季度的 13.7%，在后三个季度维持在 14%至 16%的水平；零部件行业毛利率从 2006 年

四季度的 16.6%提升到 2007 年一季度的 21.2%，并在之后维持在 20%左右的水平。 

在 2008 年三季度至 2009 年四季度期间，当库存在 2009 年一季度下降到正常水平后，乘用车行

业的毛利率从 2008 年四季度的 11.8%提升到 2009 年一季度的 13.4%，并在之后维持在 14.7%至

16.1%的较高水平；零部件行业毛利率从 2008年四季度的 14.1%提升到 2009年一季度的 19.7%，

在之后维持在 20.8%至 23.1%的较高水平。 

在 2015 年四季度至 2016 年四季度期间，当库存在 2016 年二季度下降到正常水平后，乘用车行

业和零部件行业的毛利率改善明显，其中：乘用车行业毛利率从 2016 年一季度 15.3%的低点一直

上升到2016年四季度的16.5%，提升1.2个百分点；零部件行业毛利率整体从2016年一季度18.6%

的低点提升到 2016 年四季度的 20.9%，提升 2.2 个百分点。 

 

图 24：2006年三季度至 2007 年四季度乘用车行业和零部件行业的毛利率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5： 2008Q3至 2009Q4乘用车行业和零部件行业毛利率  图 26： 2015Q4 至 2016Q4乘用车行业和零部件行业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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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乘用车整车盈利改善快于零部件 

从盈利改善的时间上来看，随着库存下降到库存正常化后，乘用车行业的盈利情况较零部件行业改

善略早。 

在2006年三季度至2007年四季度期间，乘用车行业的净利润增速较零部件行业更早地实现回升，

在 2007 年一季度乘用车行业的净利润增速从 2006 年四季度的-54.4%回升到 130.1%，并在此后

继续提升；而零部件行业的净利润增速相较前一期有所回落，且之后在较低位浮动。 

在 2008 年三季度至 2009 年四季度期间，乘用车行业的净利润增速与零部件行业整体呈现相同的

趋势，但乘用车行业的净利润增速改善幅度显著高于零部件行业，从 2008 年四季度的-393.8%提

升到 2009 年三季度的 436.9%，整体增幅达到 830.7%，而同期零部件行业的净利润增速提升幅度

为 470.6%。 

在 2015 年四季度至 2016 年四季度期间，整车净利润增速改善较早，但零部件整体改善幅度更大。

零部件从 2016 年一季度至三季度，净利润增速从 8.4%提升到 43.0%，并在四季度维持 42.5%的

高增速；乘用车整车行业净利润增速从 2015 年四季度的 34.4%降低到 2016 年二季度的 13.8%，

在 2016 年三季度实现回升，达到 26.6%，但在四季度再次降低，情况出现反复。在 2015 年四季

度至 2016 年四季度期间零部件行业净利润改善较乘用车行业较好，主要由于以下原因：（1）零

部件行业净利润 2014 年四季度至 2015 年三季度持续负增长，造成较低基数，因此在 2015 年四

季度至 2016 年四季度期间增速较高；（2）乘用车行业净利润 2014 年四季度至 2015 年三季度增

速持续上升，造成较高基数，因此在 2015 年四季度至 2016 年四季度期间相对较低；（3）以上汽

集团、长安汽车、广汽集团为代表的整车公司在 2016 年四季度净利润增速较低或负增长，其增速

分别 8.4%、-20.8%和-52.3%，造成整体乘用车行业净利润增速下降。 

 

图 27：2006Q3 至 2007Q4乘用车行业和零部件行业净利润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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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008Q3 至 2009Q4乘用车行业和零部件行业净利润增

速 

 图 29： 2015Q4 至 2016Q4 乘用车行业和零部件行业净利润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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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投资策略 

5.1 整车估值仍在历史低位 

截至到 2 月 22 日，汽车整车 PE 估值为 13.5 倍，基本处于历史低位，整车中包含比亚迪、一汽轿

车等公司，这些公司 PE 估值较高，而大部分整车公司估值仍处于低位；从 PB 估值看，PB1.32

倍，也处于历史估值低位。 

图 30：整车 PE估值   图 31：整车 PB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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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要关注标的 

在行业见底去库存过程中，汽车行业产业链上投资建议：行业去库存中，整车将率先去库存，然后

整车库存正常化后，将再向零部件公司采购部件，从二级市场表现看，整车公司股价表现将先于零

部件公司，投资上我们仍坚持先整车，后零部件的观点。 

建议关注标的： 

主线一：乘用车整车：上汽集团(600104，买入)、长安汽车(000625，买入)； 

主线二：零部件龙头：华域汽车(600741，买入)、福耀玻璃(600660，未评级)等； 

主线三：低估值、细分龙头：拓普集团(601689，买入)、星宇股份(601799，买入)、新泉股份(603179，

买入)、精锻科技(300258，买入)、东睦股份(600114，买入)； 

主线四：电动智能汽车产业链：银轮股份(002126，买入)、宁德时代(300750，未评级)、三花智控

(002050，买入)、德赛西威(002920，买入)、保隆科技(603197，增持)、比亚迪(002594，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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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主要汽车公司估值比较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6 主要风险 

宏观经济下行影响汽车需求。若 2019 年宏观经济复苏低于预期，消费者推迟购车，则将影响乘用

车需求，进而影响行业整体盈利能力。 

政府推广力度低于预期，导致新能源汽车需求低于预期。若2019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低于预期，

则将制约新能源汽车需求的释放。 

上游原材料成本压力。若 2019 年上游原材料价格仍继续上涨，则将影响汽车行业产业链整体盈利

能力，进而影响到相关公司盈利增长。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盘价（2-26） 2017A 2018E 2019E 2017A 2018E 2019E
600104.SH 上汽集团 28.45 2.95 3.15 3.36 9.66 9.02 8.46
600741.SH 华域汽车 21.33 2.08 2.54 2.50 10.26 8.40 8.52
601799.SH 星宇股份 57.00 1.70 2.24 2.92 33.49 25.42 19.53
603730.SH 岱美股份 23.33 1.42 1.57 1.92 16.45 14.87 12.15
600660.SH 福耀玻璃 24.76 1.26 1.64 1.76 19.73 15.10 14.06
002920.SZ 德赛西威 25.31 1.12 0.89 1.04 22.58 28.42 24.25
603179.SH 新泉股份 17.92 1.10 1.46 1.81 16.27 12.30 9.92
601238.SH 广汽集团 12.32 1.05 1.20 1.35 11.68 10.24 9.12
603197.SH 保隆科技 23.49 1.04 1.04 1.33 22.56 22.49 17.64
601689.SH 拓普集团 16.26 1.01 1.12 1.29 16.03 14.53 12.64
603788.SH 宁波高发 16.43 1.01 1.26 1.55 16.22 13.06 10.62
603306.SH 华懋科技 16.12 0.89 1.01 1.20 18.15 15.97 13.43
000338.SZ 潍柴动力 9.60 0.85 0.99 1.06 11.28 9.71 9.07
603035.SH 常熟汽饰 13.35 0.81 1.31 1.37 16.42 10.19 9.78
600686.SH 金龙汽车 8.76 0.79 0.29 0.63 11.10 29.99 13.96
002074.SZ 国轩高科 16.93 0.74 0.77 0.88 22.96 21.98 19.33
300258.SZ 精锻科技 13.22 0.62 0.75 0.92 21.39 17.57 14.39
002050.SZ 三花智控 15.07 0.58 0.64 0.76 25.85 23.51 19.94
600114.SH 东睦股份 7.50 0.46 0.51 0.67 16.14 14.63 11.21
603997.SH 继峰股份 8.22 0.46 0.50 0.59 17.90 16.48 13.97
600699.SH 均胜电子 25.10 0.42 1.35 1.47 60.19 18.54 17.05
002126.SZ 银轮股份 8.50 0.39 0.47 0.57 21.90 18.26 14.99
002472.SZ 双环传动 7.06 0.35 0.39 0.48 19.98 18.30 14.59
300750.SZ 宁德时代 88.50 1.35 1.65 2.04 65.39 53.79 43.43
002594.SZ 比亚迪 56.74 2.35 1.12 1.53 24.11 50.86 37.13
000625.SZ 长安汽车 8.73 1.49 0.21 0.41 5.86 40.93 21.22
000550.SZ 江铃汽车 18.47 0.80 0.16 0.90 23.09 115.73 20.50

EPS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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