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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市场表现 

上周，上证综指上涨 0.43%，申万非银指数上涨 0.73%，行业跑赢大盘 0.3

个百分点。非银子板块中，证券板块上涨 1.75%、保险板块下跌 0.73%、多

元金融板块下跌 1.52%。个股方面，剔除新股和次新股后非银板块涨多跌少，

涨幅排名前三的为华鑫股份（+14.65%）、ST 岩石（+12.85%）、东方证券

（+11.29%）。估值方面，截至 7 月 16 日申万证券（III）市净率（LF）为 1.72

倍。 

 行业要闻 

银保监会：构建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年度监管评价体系；科创板审

核业务咨询沟通指南发布；央行发布数字人民币白皮书：加密货币存在威胁

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 

 重要公司公告 

中原证券（601375）：公司发布 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 2021 年

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17,994.22 万元到

21,994.22 万元，同比增长 583.27%-712.92%。东方财富（300059）：因业

务发展需要，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分行继续开展合作，公司就该合作协议项

下上海银行浦西分行享有的全部债权，为天天基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的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 30.00 亿元。 

 投资建议 

上周，申万证券Ⅲ指数上涨 1.75%，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25 个百分点。沪深

两市日均股基成交额 12938.04 亿元，环比上周上涨 10.48%，周日均成交额

已连续 8 周过万亿，截至 7 月 15 日沪深两市两融余额 1.81 万亿元，相比前

一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增加 153.87 亿元，市场交易情绪保持高活跃度。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其中涉及到多项关于完善金融市场体

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的举措。在资本市场改革方面，研

究在全证券市场稳步实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

制度。我们认为，随着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居民财富向权益类资产

配置转移的大背景下，券商财富管理、机构业务等将迎来高速发展机会，推

动行业 ROE 稳步提升。 

券商板块上涨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资本市场改革、流动性以及 A 股市场上涨

带动的β属性。政策面上，监管层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改革深化，未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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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利好将延续，拓宽券商业务空间；基本面上，政策红利下券商业绩继续保

持高增长，盈利能力改善支撑估值中枢上移。我们维持对行业的长期看好，

龙头券商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和风控能力，在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扶优限劣”

的政策倾斜下将最直接受益。建议关注优质龙头券商的投资价值，推荐中信

证券（600030.SH）、华泰证券（601688.SH）、东方财富（300059.SZ）。 

风险提示：市场波动风险，政策推进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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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动态 

1.1 行业新闻 

1.1.1 银保监会：构建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年度监管评价体系（中国证

券报）  

详情：7 月 16 日消息，为充实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并重的监管体系，切实保护银

行业保险业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监会近日发布《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

监管评价办法》。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当前金融交易数字化、金融产品结构化、市场主

体多元化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出更大挑战。消费者反映的问题集中在校园贷、

信用卡、理财、保险等业务中，涉及虚假宣传、误导销售、捆绑搭售、霸王条款

等。此外，还存在持牌机构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各种乱象，比

如暴力催收、息费定价过高、向未成年人放贷、泄露客户信息等。上述新问题要

求建立监管评价体系，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将消保工作内嵌到经营管理中。 

银保监会制定《办法》，整合银行业保险业消保监管要求，构建一套标准统一、兼

顾特色、动态调整的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年度监管评价体系。消费者权

益保护监管评价（简称“消保监管评价”）可增强银行保险机构消保工作针对性，

督促机构对照监管要求检视自身消保工作薄弱环节，发挥监管“指挥棒”作用，

实现监管要求与消费者保护全覆盖。 

《办法》适用于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向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银行保险机

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理财公司、信托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

保险公司等。评价内容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建设”“机制与运行”“操作与

服务”“教育宣传”“纠纷化解”和“监督检查”6 项要素以及 24 个指标。为解决

消保领域新问题，体现监管新思路，消保监管评价针对互联网平台消保乱象，以

及金融产品过于复杂、多层嵌套等问题，设置合作机构管理、消保审查等指标，

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等第三方合作机构消保管理。强化消保审查，

风控关口前移，防止产品“带病”上市。 

《办法》为评价结果设置了四个等级：90 分（含）以上为一级；75 分（含）至

90 分为二级,60 分（含）至 75 分为三级，60 分以下为四级。其中，一至四级分

别代表银行保险机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在行业内处于领先、中等、偏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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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水平。为增强评价结果精准度，二级和三级又细分为 A、B、C 三个等次。 

《办法》明确消保监管评价结果作为监管部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政策，实

施消保分类监管的重要基础，以及配置监管资源和采取监管措施的重要依据。对

于评价中发现的问题，督促机构及时整改，落实主体责任，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在

银行保险领域的诉求和困难。对评价结果为三级的机构，视情形依法采取下发风

险提示函、监管通报、责令限期整改、责令内部问责等方式要求其强化消费者权

益保护体制机制建设和执行，必要时公开披露其不当行为。对评价结果为四级且

整改措施不力的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在开办新业务、增设分支机构等

方面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资料来源：http://www.cs.com.cn/xwzx/hg/202107/t20210717_6185084.html） 

1.1.2 科创板审核业务咨询沟通指南发布（中国证券报） 

详情：7 月 16 日，上交所发布实施《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

南第 3 号——业务咨询沟通》。该指南旨在进一步健全咨询沟通机制，提高审核

公开透明度，服务市场主体需求，是上交所为市场主体办实事，推进开门办审核

的重要举措。 

记者获悉，科创板自开板之初就建立了咨询沟通制度，两年来总体运行顺畅，对

提高审核问询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上交所总结经

验对外发布业务指南，明确适用范围、机制流程和基本要求等，并根据市场需求

拓展咨询环节，形成制度化系列安排，做到依法、公开、透明、可预期。 

《业务咨询沟通指南》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咨询沟通的适用范围。咨询沟通包括申报前的咨询沟通、首轮问询函发

出后的咨询沟通和上市委审议会议后的咨询沟通三个环节。申报前的现场咨询主

要针对重大疑难、无先例事项等涉及上交所业务规则理解与适用的问题，且保荐

人应与发行人签订辅导协议并完成尽职调查。礼节性拜访和应属于保荐机构自行

核查把关的事项等不属于申报前咨询沟通范围。 

二是明确咨询沟通方式和保荐把关要求。咨询沟通一般应选择书面咨询方式，问

题复杂确需当面沟通的，可预约现场咨询。保荐人应对咨询沟通问题进行深入核

查分析，对咨询沟通材料质量予以把关，履行内部质控程序后，一次性提出需要

咨询沟通的全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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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明确沟通咨询的回复要求。科创板审核机构收到咨询沟通材料后，应及时进

行分析研究，在规定的时限内予以回复，给出明确的意见和建议。 

四是明确纪律和监督要求。业务咨询沟通全程接受纪检监督，参与业务咨询沟通

的人员应严格遵守廉政纪律、工作纪律和保密纪律。现场咨询至少两人参加，全

程录音录像。 

上交所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与市场主体的沟通，及时回应市场关切，共同

推动科创板建设和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 

（资料来源：http://www.cs.com.cn/xwzx/hg/202107/t20210717_6185080.html） 

1.1.3 央行发布数字人民币白皮书：加密货币存在威胁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

在风险（华夏时报） 

详情：7 月 16 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了《中国数字人

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白皮书 PDF 共 21 页，由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

发工作组发布，该白皮书为人们更深入、更直观、更系统的了解到中国数字人民

币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银行介绍，发布本白皮书的目的是“为阐明人民银行在数字人民币研发上的

基本立场，阐释数字人民币体系的研发背景、目标愿景、设计框架及相关政策考

虑，听取社会公众对研发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加强与相关各方的沟通，共同推动

建立面向数字经济时代、普遍惠及大众、通用创新开放的货币服务体系。” 

数字人民币的研发顺应历史潮流 

人民银行指出，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公众对零售支付便捷性、

安全性、普惠性、隐私性等方面的需求日益提高。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

货币当局紧密跟踪金融科技发展成果，积极探索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形态，法定数

字货币正从理论走向现实。 

人民银行表示，高度重视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2014 年，成立法定数字货币

研究小组，开始对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进行专

项研究。2016 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完成法定数字货币第一代原型系统搭建。

2017 年末，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开始组织商业机构共同开展法定数字货币（以

下简称数字人民币，字母缩写按照国际使用惯例暂定为“e-CNY”）研发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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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发背景来看，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建设适应时代要求、安全普惠的新型零售支

付基础设施；现金的功能和使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其中还提及了加密货币特别是全球性稳定币发展迅速。白皮书指出， 自比特币问

世以来，私营部门推出各种所谓加密货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7 月 15 日有影

响力的加密货币已达 1 万余种，总市值超 1.3 万亿美元。 

白皮书对于比特币、稳定币等加密货币的评价较为负面。白皮书指出，比特币等

加密货币采用区块链和加密技术，宣称“去中心化”“完全匿名”，但缺乏价值支

撑、价格波动剧烈、交易效率低下、能源消耗巨大等限制导致其难以在日常经济

活动中发挥货币职能。 

白皮书强调，加密货币多被用于投机，存在威胁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

并成为洗钱等非法经济活动的支付工具。 针对加密货币价格波动较大的缺陷，一

些商业机构推出所谓“稳定币”，试图通过与主权货币或相关资产锚定来维持币值

稳定。有的商业机构计划推出全球性稳定币，将给国际货币体系、支付清算体系、

货币政策、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 

白皮书透露，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并开展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当前，各主要经济体

均在积极考虑或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国际清算银行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5 个

国家或经济体的中央 

银行中约 86%已开展数字货币研究，正在进行实验或概念验证的央行从 2019 年

的 42%增加到 2020 年的 60%。据相关公开信息，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

瑞典、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国央行及欧央行近年来以各种形式公布了

关于数字货币的考虑及计划，有的已开始甚至完成了初步测试。 

该白皮书还系统地对数字人民币进行了介绍，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

是央行对公众的负债，以国家信用为支撑，具有法偿性；数字人民币采取中心化

管理、双层运营；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M0），将与实物人民

币长期并存。但是只要存在对实物人民币的需求，人民银行就不会停止实物人民

币供应或以行政命令对其进行替换；数字人民币是一种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

用于满足国内零售支付需求。 

数字人民币的优势明显 

数字人民币“支付即结算”特性也有利于企业及有关方面在享受支付便利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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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资金周转效率；支持零售支付领域的公平、效率和安全；积极响应国际社会

倡议，探索改善跨境支付。银行将在充分尊重双方货币主权、依法合规的前提下

探索跨境支付试点，并遵循“无损”、“合规”、“互通”三项要求与有关货币当局

和央行建立法定数字货币汇兑安排及监管合作机制，坚持双层运营、风险为本的

管理要求和模块化设计原则，以满足各国监管及合规要求。 

数字人民币坚持依法合规。数字人民币体系制度设计严格遵守人民币管理、反洗

钱和反恐怖融资、外汇管理、数据与隐私保护等相关要 求，数字人民币运营须纳

入监管框架。 坚持安全便捷。数字人民币体系突出以广义账户为基础、与银行账

户松耦合、价值体系等特征，适应线上线下各类支付环境， 

数字人民币主要有以下特性：兼具账户和价值特征；不计付利息；低成本；支付

即结算；匿名性（可控匿名）；安全性；可编程性。 

其中提出的可编程性引发关注。白皮书表示，数字人民币通过加载不影响货币功

能的智能合约实现可编程性，使数字人民币在确保安全与合规的前提下，可根据

交易双方商定的条件、规则进行自动支付交易，促进业务模式创新。 

在试点期间，数字人民币注重持续探索应用模式创新。利用智能合约技术，赋予

数字人民币可编程特性，提升扩展能力，促进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 

白皮书还特别提及合规责任与合规主体界定；反洗钱、反恐融资等合规责任；消

费者权益保护。 

“智能合约简单来说就是让开发者在其基础上自行编程开发功能，开发好的代码

存储在区块上并提供给所有人使用，以太坊就是成功应用智能合约的最典型产

品。”智能合约开发工程师程先生向本报记者解释。 

程先生补充道：“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也是区分电子货币的一个重要特征，和现

在存在银行、支付宝的数字化货币与数字人民币在技术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可编

程性原则上程序完全由算法执行，运行结果可以预期，监管完全透明。另一方面，

这也代表除了央行外的主体也可以参与数字人民币支付路径和支付条件等应用功

能的开发。” 

在白皮书中，还特别提及合规责任与合规主体界定。 反洗钱、反恐融资等合规责

任。消费者权益保护。 

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数字人民币的技术路线选择是一个长期演进、持续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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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升级的过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定期开展评估，持续进行优化改进。指定运

营机构可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及技术优势自行选取技术路线，充分保持对未来技术

的洞察力和前瞻性。 数字人民币体系综合集中式与分布式架构特点，形成稳态与

敏态双模共存、集中式与分布式融合发展的混合技术架构。 

数字人民币的研发符合中国的法律框架，《中国人民银行法》 已授权人民银行发

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人民银行有权发行人民币并具有唯一发行权。目前

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币包括

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 

继续稳妥有序推进研发试点工作 

通过试点测试和实践评估数字人民币对经济金融的全面影响。目前，人民银行正

在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对试点地区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稳定等方面

影响是重要测试内容，人民银行将根据试点情况有针对性地不断迭代优化，完善

数字人民币相关设计。 

白皮书指出，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地区的选择综合考虑了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

域 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各地产业和经济特点等因素，目前的试点省市基 本涵盖长

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西部、东北、西北等不同 地区，有利于试验评估

数字人民币在我国不同区域的应用前景。 

白皮书中首次公开了数字人民币试点相关数据。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 132 万个，覆盖生活缴费、

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开立个人钱包 2087 万余个、

对公钱包 351 万余个，累计交易笔数 7075 万余笔、金额约 345 亿元。在地方政

府的积极参与支持下，在一些地区开展了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实现了不同场景

的真实用户试点测试和分批次大规模集中测试，验证了数字人民币业务技术设计

及系统稳定性、产品易用性和场景适用性，增进了社会公众对数字人民币设计理

念的理解。 

对于数字人民币的规划，人民银行将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部署，继续稳妥推

进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不预设推出时间表，重点做好以下领域工作：继续稳妥

有序推进研发试点工作，进一步扩大试点测试应用场景覆盖面，实现特定试点区

域内的应用场景全覆盖；研究完善相关制度规则。积极推进《中国人民银行法》

等法律法规的修订，深化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金融体系、金融稳定深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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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研究评估。同时，积极参与法定数字货币国际交流，以开放包容方式探讨制

定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规则，共同推动法定数字货币发展。 

（资料来源：https://finance.ifeng.com/c/87vl75mTyoM） 

1.2 公司公告 

（1）中原证券（601375）：公司发布 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 2021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17,994.22 万元到

21,994.22 万元，同比增长 583.27%-712.92%。 

（2）东方财富（300059）：因业务发展需要，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分行继续开展合

作，公司就该合作协议项下上海银行浦西分行享有的全部债权，为天天基金承担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 30.00 亿元。 

2.市场表现回顾 

上周，上证综指上涨 0.43%，申万非银指数上涨 0.73%，行业跑赢大盘 0.3 个百

分点。非银子板块中，证券板块上涨 1.75%、保险板块下跌 0.73%、多元金融板

块下跌 1.52%。个股方面，剔除新股和次新股后非银板块涨多跌少，涨幅排名前

三的为华鑫股份（+14.65%）、ST 岩石（+12.85%）、东方证券（+11.29%）。估

值方面，截至 7 月 16 日申万证券（III）市净率（LF）为 1.72 倍。 

证券 

上周，剔除新股和次新股后上市券商涨多跌少，涨幅排名前三的为华鑫股份

（+14.65%）、东方证券（+11.29%）、南京证券（+9.41%），跌幅排名前三的为

哈投股份（-3.28%）、锦龙股份（-2.71%）、西部证券（-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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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上市券商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保险 

上周，上市险企跌多涨少，涨跌幅由高至低分别为中国太保（+0.50%）、中国人

保（-0.17%）、新华保险（-0.40%）、中国平安（-0.65%）、天茂集团（-1.12%）、

中国人寿（-1.68%）、西水股份（-8.41%）。 

图 2：上市险企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多元金融 

上周，多元金融板块跌多涨少，涨幅排名前三的为 ST 岩石（+12.85%）、海德股

份（+10.27%）、吉艾科技（+9.76%）；跌幅排名前三的为易见股份（-22.64%）、

仁东控股（-20.45%）、派生科技（-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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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多元金融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3.行业数据 

上周，A 股累计日均股基成交额 12938.04 亿元，环比前一周上涨 10.48%。截至

2021 年 7 月 15 日，沪深两市两融余额 18082 亿元，相比前一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增加 153.87 亿元。 

图 4：周日均股基成交额（左轴，亿元）及环比增速（右轴） 图 5：融资余额（左轴，亿元）及融券余额（右轴，亿元）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 

股债融资规模 

2021 年 6 月单月首发募资规模 561.45 亿元，环比上月增加 154.34 亿元；增发

募资规模 508.92 亿元，环比上月增加 99.14 亿元。 

2021 年 6 月单月债券发行规模（不含同业存单）3.00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9%；

信用债发行规模（不含地方政府债）1.70 万亿元，同比上涨 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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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首发募资规模（左轴）及家数（右轴） 图 7：增发募资规模（左轴）及家数（右轴）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 

 

 

图 8：信用债发行规模(不包含地方政府债)（左轴）及同比增速

（右轴） 

图 9：债券发行规模(不包含同业存单）（左轴）及同比增速（右

轴）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 

集合资产管理产品净值 

截至 7 月 18 日，券商集合资管共发行产品数量 6768 只，资产净值合计 1.56 万

亿元。其中资产净值排名前三的券商分别是中信证券、广发资管、华泰证券资管，

资产净值分别为 1510.44 亿元、1211.95 亿元、1068.74 亿元。 

表 1：截至 2021年 7 月 18日部分券商集合理财资管产品数量、净值 

上市券商 产品数量 资产净值合计（亿元） 

中信证券 268 1,510.4439 

广发资管 170 1,211.9471 

华泰证券资管 288 1,068.7436 

招商资管 153 961.1186 

财通证券资管 316 704.1379 

国泰君安资管 309 660.5138 

中银证券 227 642.8761 

光证资管 161 617.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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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资管 231 527.6190 

中泰资管 121 514.9455 

天风资管 197 501.2500 

申万宏源证券 232 477.8782 

银河金汇 80 476.1778 

海通资管 237 373.3968 

国信证券 61 336.4794 

东证资管 91 327.0810 

中信建投证券 151 326.5737 

华融证券 109 315.9235 

安信资管 86 300.8431 

方正证券 95 294.6285 

平安证券 60 231.9849 

华金证券 28 212.4719 

万联证券 104 184.7991 

兴证资管 82 183.5651 

长城证券 82 135.0503 

首创证券 407 122.9709 

华西证券 26 116.4845 

太平洋 79 108.1898 

联储证券 57 103.6219 

东证融汇 85 95.9836 

长江资管 50 94.1401 

山西证券 86 92.3864 

世纪证券 79 88.9376 

国海证券 185 88.5466 

华鑫证券 110 77.5113 

东吴证券 51 76.6965 

东莞证券 26 66.9548 

国联证券 76 64.8874 

东海证券 24 62.5433 

国元证券 46 62.4227 

渤海汇金资管 34 58.1935 

华安证券 119 57.0959 

中邮证券 53 56.9216 

华福证券 23 55.2311 

五矿证券 56 54.3693 

中航证券 139 50.3690 

第一创业 49 49.4063 

中山证券 11 48.1197 

     资料来源：WIND, 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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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建议 

上周，申万证券Ⅲ指数上涨 1.75%，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25 个百分点。沪深两

市日均股基成交额 12938.04 亿元，环比上周上涨 10.48%，周日均成交额已连续

8 周过万亿，截至 7 月 15 日沪深两市两融余额 1.81 万亿元，相比前一周最后一

个交易日增加 153.87 亿元，市场交易情绪保持高活跃度。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其中涉及到多项关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

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的举措。在资本市场改革方面，研究在全证券市场

稳步实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我们认为，随

着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居民财富向权益类资产配置转移的大背景下，券

商财富管理、机构业务等将迎来高速发展机会，推动行业 ROE 稳步提升。 

券商板块上涨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资本市场改革、流动性以及 A 股市场上涨带动

的β属性。政策面上，监管层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改革深化，未来政策利好将

延续，拓宽券商业务空间；基本面上，政策红利下券商业绩继续保持高增长，盈

利能力改善支撑估值中枢上移。我们维持对行业的长期看好，龙头券商凭借雄厚

的资本实力和风控能力，在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扶优限劣”的政策倾斜下将最直

接受益。建议关注优质龙头券商的投资价值，推荐中信证券（600030.SH）、华泰

证券（601688.SH）、东方财富（300059.SZ）。 

风险提示：市场波动风险，政策推进进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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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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