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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_Title]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价系

列报告之一 

六氟磷酸锂：供需格局改善，涨价有望持续 
  
[Table _Summary]  

受益于下游需求景气度提升，2020 年下半年以来六氟磷酸锂价格低位反弹

超 60%。六氟磷酸锂需求短期强复苏、长期高增长，短期新增供给有限，

供需格局持续改善；同时 2021 年供需季节错配明显，旺季或将供不应求，

价格有望持续上涨。维持行业强于大市评级。 

 六氟磷酸锂价格低位反弹超 60%，企业盈利能力有所修复：六氟磷酸锂

历史价格走势呈现较强的周期性。2020 年上半年，疫情影响下游新能源

汽车及消费电子需求，六氟磷酸锂价格低位震荡，2020 年 7 月报价下跌

到 7 万元/吨的历史低位，实际成交价跌至 6.5-6.8 万元/吨。2020 年 7 月开

始，新能源汽车销量逐月环比增长，动力电池及锂电池需求回暖，带动

六氟磷酸锂需求增长，行业库存快速下降，产能利用率提升，出现季节

性供不应求，带动价格低位反弹。截至 2021 年 1 月 13 日，六氟磷酸锂报

价 11.50 万元/吨，相比历史低位涨幅高达 64%。企业盈利能力有所修复，

根据我们的测算，在当前价格下，固体六氟磷酸锂龙头企业毛利率约

34%，液体六氟磷酸锂龙头企业毛利率约 36%。 

 需求短期强复苏，长期高增长无忧：2020 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需求景

气度逐月提升，12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24.80 万辆，同比增长 52%，环

比增长 24%；11 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41.40 万辆，同比增长 135%，

环比增长 21%，下游需求高增长带动六氟磷酸锂需求大幅增长。我们预

计 2020 年、2025 年全球六氟磷酸锂需求分别为 3.96、16.02 万吨，2020-2025

需求年均复合增速为 32%。需求短期强势复苏，长期高增长无忧。 

 供需格局明显改善，季节性错配导致旺季供不应求：行业进入低速扩产

期，内资产能 2020 年之后仅多氟多和天赐材料有扩产计划，外资产能

2020-2021 年保持稳定，预计 2020-2021 年全球六氟磷酸锂总产能分别为

5.96、8.26 万吨；2021 年后基本没有新建产能的投产计划。由于 2021 年

新增产能投产时间较晚、二线企业成本较高等原因，行业实际产能和名

义产能存在较大差距，预计 2021 年行业实际有效产能 6.58 万吨，对应产

能利用率约 79%，同比提升约 13 个百分点。2021 年全球六氟磷酸锂需求

逐季环比增长，产能在 2021 年前三季度保持稳定；因此，预计供需将出

现明显的季节性错配，产能利用率快速提升，第三季度名义产能利用率

或将超过 100%，价格有望持续上涨。 

投资建议 

 六氟磷酸锂需求短期强复苏、长期高增长，短期新增供给有限，供需格

局持续改善；同时 2021 年供需季节错配明显，旺季或将供不应求，价格

有望持续上涨。推荐战略布局纵向一体化的电解液龙头天赐材料，建议

关注六氟磷酸锂龙头标的多氟多、天际股份等。 

风险提示 

 新冠疫情影响超预期；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不达预期；新能源汽车产品

力不达预期；产业链需求不达预期；新建产能投产进度超预期；六氟磷

酸锂价格上涨幅度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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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氟磷酸锂价格低位反弹，盈利能力有所修复 

六氟磷酸锂价格低位反弹 

六氟磷酸锂价格走势呈现较强的周期性。2011 年六氟磷酸锂实现国产化，打破了国外垄断，价格开

始下跌，此后国内六氟磷酸锂厂商开始第一轮扩产，但是需求尚未大规模启动，供过于求导致价格

长期低于 10 万元/吨；2015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3.4 倍，带动六氟磷酸锂需求大增，叠加

行业扩产周期长达 1 年以上，导致供需关系逆转，价格由 2015 年第三季度的 10 万元/吨上涨至 2016

年二季度的 38 万元/吨，涨幅高达 280%；高价刺激行业内厂商纷纷扩产，并吸引外部企业进入行业，

与此同时，行业需求增速下滑，供给远大于需求，导致价格再次下行。到 2017 年第四季度，六氟磷

酸锂价格跌至 15 万元/吨；进入 2018 年，价格下滑速度放缓，进入 9.5-11 万元/吨的区间；由于 2019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和 2018 年持平，六氟磷酸锂的需求没有增长，而此前新投产产能过多，行业仍然

供大于求， 叠加主要原材料碳酸锂价格持续下跌，六氟磷酸锂价格仍处于阴跌的通道中，到 2020 年

第二季度，六氟磷酸锂行业均价 7.6 万元/吨，接近历史最低水平，行业内企业大多处于亏损状态。 

六氟磷酸锂价格低位反弹已超 60%。2020 年上半年，疫情影响下游新能源汽车及消费电子需求，六

氟磷酸锂供需错配，价格低位震荡，2020 年 7 月报价下跌到 7 万元/吨的历史低位，实际成交价更是

跌至 6.5-6.8 万元/吨。2020 年 7 月开始，新能源汽车销量逐月环比增长，动力电池及锂电池需求回暖，

带动六氟磷酸锂需求增长，行业库存快速下降，产能利用率提升，出现季节性供不应求，带动价格

低位反弹。截至 2021 年 1 月 13 日，六氟磷酸锂报价 11.50 万元/吨，相比历史低位涨幅高达 64%。 

 

图表 1. 2014Q1-2020Q4 六氟磷酸锂均价  图表 2. 2020 年以来六氟磷酸锂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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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高工锂电，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为六氟磷酸锂提供支撑。碳酸锂和无水氟化氢是制备氟化锂及六氟磷酸锂的

主要原材料，制备 1 吨六氟磷酸锂需要 0.26 吨的碳酸锂和 2.4 吨的无水氟化氢，二者在六氟磷酸锂成

本中占比分别为 18%和 30%，是六氟磷酸锂成本和价格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2020 年以来，电池级

碳酸锂价格持续阴跌，到 2020 年 10 月跌至 4 万元/吨的历史低位，此后由于下游需求增长，价格触

底反弹，截至 2021 年 1 月 2 日，电池级碳酸锂价格 5.15 万元/吨，涨幅 28.75%；氢氟酸价格也从 2020

年 11 月的低点 7,450 元/吨触底反弹，截至 2021 年 1 月 6 日，报价 9,250 元/吨，涨幅 24.16%，主要原

材料价格上涨为六氟磷酸锂涨价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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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2020 年以来电池级碳酸锂价格走势  图表 4. 2020 年以来氢氟酸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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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六氟磷酸锂企业盈利能力有所修复 

氟化氢溶剂法制备六氟磷酸锂成本与盈利估算。氟化氢溶剂法是行业制备六氟磷酸锂的主流方法，

行业内主要企业如多氟多、新泰材料等均采用该方法。根据我们的估算，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

当前时点行业内采用氟化氢溶剂法制备六氟磷酸锂的先进产能的现金成本为 6.07 万元/吨，总成本为

6.67 万元/吨，在当前含税价格 11.50 万元/吨的条件下，单吨毛利润水平为 3.51 万元，对应毛利率为

34.46%，行业龙头企业的盈利能力有所修复。 

 

图表 5. 氟化氢溶剂法制备六氟磷酸锂成本估算 

  单位标准耗材（吨） 单价（不含税）（元/吨） 成本（万元/吨） 

原材料 

氟化锂 0.18 97,345 1.75 

五氯化磷 1.68 7,080 1.19 

无水氟化氢 2.4 8,434 2.02 

液氮 2.15 487 0.10 

合计 

  

5.07 

制造费用（万元/吨） 1.3 

其中：折旧（万元/吨） 0.6 

直接人工（万元/吨） 0.3 

现金成本（万元/吨） 6.07 

成本合计（万元/吨） 6.67 

价格（不含税）（万元/吨） 10.18 

单吨毛利润（万元/吨） 3.51 

毛利率（%） 34.46 

资料来源：CBC 金属网，万得，天际股份公告，延安必康公告，鑫椤资讯，中银证券 

 

有机溶剂法制备六氟磷酸锂成本与盈利估算。有机溶剂法是行业内商业化应用较广的制备方法之一，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低、工艺步骤少，成本有一定的优势，行业龙头企业天赐材料采用该方法制备液

体六氟磷酸锂。根据我们的估算，当前时点有机溶剂法制备液体六氟磷酸锂的成本为 2.17 万元/吨，

折合固体六氟磷酸锂成本为 6.50 万元/吨，在当前含税价格 11.50 万元/吨的条件下，单吨毛利润为 3.68

万元，对应毛利率为 36.15%，相比氟化氢溶剂法有一定的优势，盈利能力相对较强。 

 



 

2021 年 1 月 15 日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价系列报告之一 4 

图表 6. 有机溶剂法制备六氟磷酸锂成本估算 

  单位标准耗材（吨） 单价（不含税）（元/吨） 成本（万元/吨） 

原材料 

氟化锂 0.06 97,345 0.58 

五氟化磷 0.28 7,080 0.20 

DMC 0.33 12,389 0.41 

DEC 0.33 16,814 0.55 

合计 1.75 

制造费用（万元/吨） 0.12 

其中：折旧（万元/吨） 0.08 

直接人工（万元/吨） 0.30 

液体六氟磷酸锂成本合计（万元/吨） 2.17 

折合固体六氟磷酸锂成本（万元/吨） 6.50 

价格（万元/吨） 10.18 

单吨毛利润（万元/吨） 3.68 

毛利率（%） 36.15 

资料来源：CBC 金属网，万得，九江天赐扩建 6000t/a液体六氟磷酸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鑫椤资讯，中银证券 

 

二线六氟磷酸锂企业成本相对较高。2020 年上半年，主要六氟磷酸锂企业盈利能力处于低位，其中

仅九九久毛利率为正，新泰材料、宏源药业毛利率和净利率均为负值，预计行业普遍处于亏损状态。

按照 2020 上半年六氟磷酸锂均价 7.70 万元/吨计算，新泰材料、宏源药业、九九久六氟磷酸锂的生产

成本分别为 6.85 、8.20、6.41 万元/吨，其中新泰材料、宏源药业的完全成本分别为 7.85、11.32万元/

吨，二线六氟磷酸锂企业成本相对较高。只有当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到较高水平时，二线企业的产

能才会重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业实际供给的增长。 

 

图表 7. 2020H1 主要六氟磷酸锂企业毛利率和净利率  图表 8. 2020H1 主要六氟磷酸锂企业生产成本与完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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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行业需求高增长，供需格局有望改善 

需求：短期需求强复苏，长期高增长无忧 

2020 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需求强复苏。新冠疫情对于新能源汽车 2020 年上半年销量造成较大冲击。

据中汽协数据，国内市场 2020 年 1-6 月合计销量 36.80 万辆，同比下降 41.40%；2020 年 7 月新能源汽

车销量 9.80 万辆，同比增长 22.50%，实现年内首次同比正增长，环比略有下滑。从全球市场来看，

2020 年上半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94.44 万辆，同比下降 16.58%；2020 年 7 月销量 24.80 万辆，同

比增长 73.43%，环比增长 7.87%；此后销量呈现出环比逐月增长、同比降幅逐月收窄并大幅转正的趋

势。2020 年 12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24.80 万辆，同比增长 51.73%，环比增长 24.00%；11 月全球

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41.40 万辆，同比增长 134.56%，环比增长 21.30%，下游需求高增长带动产业链需

求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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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2019.01-2020.11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  图表 10. 2019.01-2020.11 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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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汽协，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EVSales，中汽协，中银证券 

 

电解液产量逐月增长，六氟需求景气度持续提升。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电解液市场景气度较

低，自 2020 年 6 月开始随着下游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增长，电解液产量同比实现正增长。据鑫椤资讯

统计，2020 年 8 月国内电解液市场产量 2.44 万吨，同比增长 46%，环比增长 14.60%，对应六氟磷酸

锂单月需求约 3,000 吨；2020 年 9-12 月国内电解液单月产量维持在 2.80-2.90 万吨的水平，对应六氟磷

酸锂单月需求 3,500-3,600 吨，需求景气度明显提升。据鑫椤资讯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国内六氟磷

酸锂名义产能约 5.4 万吨，但实际有效产能不足 5 万吨，目前国内实际月供应量在 3,500 吨左右，六

氟磷酸锂供需紧平衡。 

 

图表 11. 2019.01-2020.12 国内电解液月产量  图表 12. 2019.01-2020.12 国内六氟磷酸锂月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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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鑫椤资讯，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鑫椤资讯，中银证券 

 

六氟磷酸锂行业库存大幅下降。六氟磷酸锂性质不稳定，对于储存条件要求非常严格，长期保存会

导致产品变质，因此具备库存量小、库存周期短的特点。2020 年上半年行业需求不景气，导致六氟

磷酸锂行业有一定的库存；随着锂电市场的不断回暖，2020 年 6、7 月六氟磷酸锂和电解液厂家库存

大幅下降，目前行业整体库存水平处于低位。 

需求短期强复苏，长期高增长无忧。根据我们的测算，预计 2020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合计 280 万

辆，其中中国 130 万辆，美国 30 万辆，欧洲 120 万辆，对应动力电池需求 132GWh；预计 2020 年全球

消费、储能、其他类锂电池需求量分别为 85、20、25GWh；预计 2020 年全球锂电池需求量合计 262GWh，

对应电解液、六氟磷酸锂需求量分别为 28.79、3.96 万吨。长期来看，我们预计 2025 年全球新能源汽

车销量分别为 1,410 万辆，对应动力电池需求分别 780GWh，加上消费、储能及其他领域用锂电池，

预计 2025 年锂电池总需求为 1,059GWh，对应六氟磷酸锂需求量分别为 16.02 万吨，2020-2025 年均复

合增速为 32.26%，需求长期高增长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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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2016-2025 年全球六氟磷酸锂需求量预测 

 2016A 2017A 2018A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合计（万辆） 76 120 201 216 280 400 539 739 1,014 1,410 

全球动力电池需求量合计（GWh） 38 67 93 105 132 192 254 390 549 780 

全球 3C 电池需求量（GWh） 40 69 81 90 85 90 95 100 105 110 

全球储能电池需求量（GWh） 0 6 10 11 20 27 36 49 66 90 

全球其他领域用锂电池需求量（GWh） 12 11 15 18 25 35 45 55 65 80 

全球锂电池需求量合计（GWh） 90 144 200 225 262 344 430 595 785 1,059 

单 GWh 电池对应电解液用量（吨）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电解液用量合计（万吨） 9.90  15.79  22.00  24.75  28.79  37.82  47.32  65.40  86.35  116.52  

单吨电解液对应六氟磷酸锂需求（吨） 0.13  0.13  0.13  0.13  0.13  0.13  0.13  0.13  0.13  0.13  

六氟磷酸锂需求（万吨） 1.36  2.17  3.03  3.40  3.96  5.20  6.51  8.99  11.87  16.02  

同比增长率（%） 

 

59.44 39.37 12.50 16.33 31.34 25.12 38.23 32.02 34.94 

资料来源：中汽协，EVSales，EVTank，真锂研究，鑫椤资讯，高工锂电，中银证券 

 

供给：行业新增供给有限，产能利用率明显提升 

六氟磷酸锂进入低速扩产期。根据我们的统计，自 2016-2017 年行业投产高峰期之后，行业新增产能

投产速度明显放缓。内资产能扩产以龙头为主，2020 年之后仅多氟多和天赐材料有扩产计划，预计

2020-2021 年内资名义产能分别为 4.72、7.02 万吨，外资产能 2020-2021 年稳定在 1.24 万吨，2020-2021

年全球六氟磷酸锂总产能分别为 5.96、8.26 万吨；2021 年后基本没有新建产能的投产计划，供给侧行

业产能保持相对稳定。 

名义产能和实际产能存在较大差别。六氟磷酸锂行业名义产能和实际产能存在差别，一是 2021 年龙

头企业新增产能投产时间集中在下半年，如天赐材料和多氟多分别新建 6 万吨液体和 5,000 吨固体六

氟磷酸锂产能，预计将于 2021 年三季度投产，2021 年实际贡献产量有限；二是由于六氟磷酸锂价格

长期处于周期底部，行业部分高成本产能关停，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之后，产能从开启、爬坡到满

产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部分企业如杉杉股份 2020 年将六氟磷酸锂生产产线整体处置，作价 780

万元出售给泗阳宏丰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滨化股份 2020 年上半年六氟磷酸锂产能利用率仅为

2.3%，行业实际产能远小于名义产能。 

 

图表 14. 2016-2021 年全球六氟磷酸锂名义产能统计 

 2016A 2017A 2018A 2019A 2020E 2021E 

天赐材料 2.000 4,000 6,000 12,000 12,000 32,000 

多氟多 3,000 4,000 6,000 8,000 8,000 13,000 

新泰材料 2,160 2,160 2,160 8,160 8,160 8,160 

九九久 2,000 2,000 5,000 5,000 5,000 5,000 

宏源药业 1,000 1,000 5,000 5,000 5,000 5,000 

永太科技 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石大胜华 0 1,000 2,000 2000 2000 2000 

杉杉股份 0 0 2000 2,000 2,000 0 

滨化股份 0 0 0 1,000 1,000 1,000 

天津金牛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内资产能合计 11,160 18,160 32,160 47,160 47,160 70,160 

森田化学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关东电化 3,000 3,000 3,000 3,000 5,400 5,400 

韩国厚成 500 500 2,000 2,000 2,000 2,000 

外资产能合计 8,500 8,500 10,000 10,000 12,400 12,400 

总产能 19,660 26,660 42,160 57,160 59,560 82,560 

资料来源：各公司 公告，各公司官网，高工锂电，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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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利用率逐年提升，供需格局持续改善。按照名义产能计算，2020 年六氟磷酸锂行业产能利用率

66.47%，相比 2019 年提升了 6.93 个百分点。2021 年由于天赐材料 6 万吨液体六氟（折合 2 万吨固体）

产能投产，导致名义产能出现较大增长，产能利用率降低 1.11 个百分点至 65.36%。但是由于行业新

增产能投产时间均在 2021 年第三季度，实际贡献产量有限，预计 2021 年行业实际有效产能 6.58 万吨，

对应产能利用率 79.02%，同比提升 12.55 个百分点，产能利用率明显提升，供需格局不断改善，为六

氟磷酸锂价格持续上涨提供支撑。 

 

图表 15. 2016-2021 年全球六氟磷酸锂产能、需求量及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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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汽协，EVSales，EVTank，真锂研究，鑫椤资讯，高工锂电，各公司公告，各公司官网，中银证券 

 

供需季节性错配，旺季供不应求。根据我们的测算，2021 年全球六氟磷酸锂需求逐季环比增长，产

能在 2021 年前三季度保持稳定；因此，预计供需将出现明显的季节性错配，产能利用率快速提升，

第三季度名义产能利用率或将超过 100%，价格有望持续上涨。 

 

图表 16. 2021 年全球六氟磷酸锂分季度产能、需求量及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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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汽协，EVSales，EVTank，真锂研究，鑫椤资讯，高工锂电，各公司公告，各公司官网，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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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2020 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需求强复苏，带动六氟磷酸锂需求高增长，出现季节性供不应求，六氟

磷酸锂价格低位反弹超 60%，截至 2021 年 1 月 13 日，最新报价 11.5 万元/吨。六氟磷酸锂行业需求高

增长，预计 2020、2025 年需求分别为 3.96、16.02 万吨，2020-2025 年需求年均复合增速为 32%；供给

侧行业进入低速扩产期，新增供给有限，预计 2021 年行业实际有效产能 6.58 万吨，对应产能利用率

79.02%，同比提升 12.55 个百分点。2021 年需求季节性波动明显，供需出现明显的季节性错配，产能

利用率快速提升，第三季度产能利用率超过 100%，行业供不应求，价格有望持续上涨。推荐战略布

局纵向一体化的电解液龙头天赐材料，建议关注六氟磷酸锂龙头标的多氟多、天际股份等。 

 

风险提示 

新冠疫情影响超预期：新冠疫情仍处于全球蔓延阶段，若新冠疫情影响超预期，可能造成全球系统

性风险及行业需求不达预期风险。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不达预期：新能源汽车尚处于成长期，产业政策对于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具有

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和海外产业政策均呈现边际向好的趋势，有望带动销量增长；若产业政策不达

预期，则可能影响新能源汽车销量和产业链需求。 

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不达预期：有产品力的新能源汽车是带动真实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若主流车企

电动化进程不及预期，推出的新车型产品力不及预期，可能延缓真实需求的爆发。 

产业链需求不达预期：若新冠疫情影响超预期、产业政策不达预期叠加主流车企电动化进程不达预

期，则新能源汽车下游需求可能不达预期，从而导致产业链需求低于预期。 

六氟磷酸锂新产能投产进度超预期：主要企业新增产能投产时间集中在 2021 年下半年，若新建产能

投产进度超预期，则行业产能大幅增长，供需格局可能出现恶化。 

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幅度低于预期：若行业新增产能投产进度超预期，季节性错配缓解，行业供需

格局转向宽松，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幅度可能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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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表 16. 报告中提及上市公司估值表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评级 股价 市值 每股收益(元/股) 市盈率(x) 
最新每股净

资产 

   (元) (亿元) 2019A 2020E 2019A 2020E (元/股) 

002709.SZ 天赐材料 增持 101.23 552.85 0.03 1.28 3374.33 79.09 6.03 

002407.SZ 多氟多 未有评级 19.40 134.83 (0.61) 0.29 - 66.90 4.15 

002759.SZ 天际股份 未有评级 21.59 86.82 0.08 - 1085.31 - 6.55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注：股价截止日 1月 14 日，未有评级公司盈利预测来自万得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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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声明，将通过公司网站披露本公司授权公众媒体及其他机构刊载或者转发证券研究报

告有关情况。如有投资者于未经授权的公众媒体看到或从其他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

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对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公司股价/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市场指数的涨跌幅的表现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        性：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减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表现基本与基准指数持平； 

弱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 个月内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市场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香港市场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美股市场基准指数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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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载日期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中涉及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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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投资可能不会轻易变现，可能在出售或变现投资时存在难度。同样，阁下获得

有关投资的价值或风险的可靠信息也存在困难。本报告中包含或涉及的投资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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