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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16 -2021.08.20：本周市场整体表现欠佳，储能行业跌幅 9.15%，电力设备及

新能源行业跌幅 3.67%，同期沪深 300 跌幅 3.57%。  

 

核心观点 

⚫ 新型储能装机规模飙涨 6 倍，储能行业站上风口。2021 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储能的利好政策，储能行业的应用场景正在不断拓展。

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上半年，国内新增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 10GW，同比增长

超 6 倍，且装机规模较大的项目数量达 34 个，是去年的 8.5 倍，辐射全国 12 个省

份。 

⚫ 2021 年上半年储能项目建设除少数省份外均有分布，按应用分类，电源侧占比最高

达 60%。具体到项目数量，装机规模在 100MW 以上的占比达 10%，项目主要位于

辽宁、山西、青海、安徽、湖南、福建；装机规模在 10MW-100MW 的占比为 24%，

项目主要位于新疆、青海、内蒙古、吉林、湖北、等地；1MW-10MW 的占 18%，1MW

以下的占比 11%，规模暂不明确的为 37%。在项目建设方面，四分之一已竣工验收，

四分之三处于施工安装阶段，主要取决于不同省份的项目规模大小。 

⚫ 宁德时代定增 582 亿元加码扩产，全面布电动化和储能。公司近日公告，定增不超

过 582 亿元,用于五大生产基地共计 137Gwh 锂电池和 30Gwh 储能电柜的新产能投

资，以及前沿技术的投入研发。其中，储能项目为新增项目，公司在储能领域布局加

速。 

⚫ 随着屋顶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储能或成为整县推进的关键，有望推动用户侧储能的

发展。近日，甘肃、山西、河北冀南、河南、浙江陆续公布了首批屋顶分布式光伏整

县推进试点情况，五省共批复项目规模约为 20.8GW 左右。索比光伏网报道，据业内

测算，未来分布式屋顶电站总体市场规模将达 800GW 以上，配电网面临多重压力。

储能或成为整县推进的关键，有望推动用户侧储能的发展。 

 

投资建议与投资标的 

推荐隆基股份、晶澳科技、宁德时代（新能源汽车组覆盖），建议关注逆变器行业阳光

电源、锦浪科技、固德威，系统集成企业派能科技、盛弘股份，EPC企业永福股份，新

能源行业明阳智能，天合光能。 

风险提示 

⚫ 储能需求不及预期 

⚫ 储能技术迭代不及预期 

⚫ 成本下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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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及业绩回顾 

本周市场整体表现欠佳，其中沪深 300 指数跌幅 3.57%，报收 4769.27 点，成交额 1.93 万亿元。

同期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跌幅 3.67 %，报收 12174.84点，成交额 0.71万亿元，跑输沪深 0.10pct。

储能行业跌幅 9.15%，成交额 397 亿元，在新能源行业三级子行业中本周表现较差。 

图 1：指数周涨跌幅比较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周成交额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3：细分子行业周涨跌幅比较  图 4：细分子行业周成交额比较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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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标的 

本周，我们关注的标的宁德时代(300750，买入)跌幅-1.58%，隆基股份(601012，买入)跌幅-5.99%，

晶澳科技(002459，买入)跌幅-11.35%。 

表 1：储能重要公司行情回顾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价

（元） 

市值（亿

元） 

周涨跌幅

（%） 

月涨跌幅

（%） 

年涨跌幅

（%） 

300750.SZ 宁德时代 494.11 11508 -1.58 -10.23 40.79 

601012.SH 隆基股份 79.12 4283 -5.99 -7.91 20.41 

300274.SZ 阳光电源 137.8 2007 -4.29 -17.88 90.95 

300014.SZ 亿纬锂能 98.5 1860 -11.26 -12.44 20.88 

002459.SZ 晶澳科技 54.7 874 -11.35 10.33 34.8 

688599.SH 天合光能 43.78 905 -3.36 -6.23 90.99 

300763.SZ 锦浪科技 252.58 625 -0.51 -17.77 188.18 

688390.SH 固德威 405 356 -11.71 -29.57 71.07 

688063.SH 派能科技 225.06 348 -12.78 -19.59 -10.48 

601615.SH 明阳智能 19.11 373 -4.55 -11.36 1.40 

605117.SH 德业股份 191.2 326 -9.9 -5.69 488.06 

601222.SH 林洋能源 10.59 190 -4.85 -3.64 35.35 

300712.SZ 永福股份 62.68 176 -35.31 -41.78 147.32 

300827.SZ 上能电气 174 230 0 0 290.1 

300693.SZ 盛弘股份 50.4 103 -8.16 40.04 175.52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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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回顾 

新型储能装机规模飙涨 6 倍，储能行业站上风口。2021 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密集出

台了一系列有关储能的利好政策，储能行业的应用场景正在不断拓展。根据央视报道，据不完全统

计，2021 年上半年，国内新增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 10GW，同比增长超 6 倍，且装机规模较大

的项目数量达 34 个，是去年的 8.5 倍，辐射全国 12 个省份。 

国内 2021年上半年储能项目除少数省份外均有分布，具体到项目数量，装机规模在 100MW 以上

的占比达 10%，项目主要位于辽宁、山西、青海、安徽、湖南、福建；装机规模在 10MW-100MW

的占比为 24%，项目主要位于新疆、青海、内蒙古、吉林、湖北、安徽、江苏、湖南、浙江、广东、

台湾；1MW-10MW 的占 18%，1MW 以下的占比 11%，规模暂不明确的为 37%。 

 

图 5：2021 上半年不同规模储能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6：100MW 及以上规模储能项目地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7：10MW 级及以上 100MW 以下规模储能项目地区  图 8：2021 上半年储能项目地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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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应用场景分类，2021上半年度储能项目中电源侧占比最高，占比为 60%，全国除少数省份外均

有电源侧储能项目；电网侧储能项目占比 11%，主要集在河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用户侧

占比 17%，主要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暂不明确的 12%。 

图 9：2021 上半年储能项目不同应用场景占比  图 10：电源侧储能项目地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1：电网侧储能项目地区分布图  图 12：用户侧储能项目地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在日照和风能资源丰富的省份，2021 上年各省按实际情况也均有储能项目建设，如日照资源丰富

的新疆、青海、山东等地，2021 年上半年都有光伏储能项目建设；风能资源丰富的内蒙、青海、

辽宁、河南、湖南等地，2021年上半年均有风电储能项目建设，可有效降低各省弃光率和弃风率，

实现清洁能源的有效利用。此外，在辽宁、江苏、湖北、广东等省份有储能辅助调频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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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光伏储能项目地区分布图  图 14：风电侧储能项目地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5：储能辅助调频项目地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2021 年上半年储能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中，四分之一已竣工验收，四分之三处于施工安装阶段，主

要取决于不同省份的项目规模大小，处于施工安装阶段的项目中 100MW 以上的占比达到 72.16%，

处于竣工验收的储能项目中 10MW 级以上 100MW 级以下规模占比达到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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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021 年储能项目进展分布  图 17：风电侧储能项目地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8：2021 年储能项目进展分布  图 19：处于施工安装阶段的储能项目地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0：处于竣工验收阶段储能项目地区分布图  

 

 

数据来源：索比储能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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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储能是未来发展重点，锂电池受益增速较快。截止 2020 年底中国储能市场累计装机规模

35.6GW，其中电化学储能 31.79GW，占比 9.2%，电化学储能中锂离子电池储能占比达 88.8%。 

图 21：我国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单位：GW） 

 

数据来源：CNESA，东方证券研究所 

 

电池成本占储能系统总成本一半以上，龙头企业领先布局。由高工锂电数据，一套锂电储能系统中，

电池成本约占 67%，储能变流器成本占 10%，电池管理系统和能量管理系统占 5%。根据 GGII 预

计，2025 年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将达到 416GWh，未来 5 年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72.8%。动力电池

企业、光伏逆变器企业的技术路线与储能相近，容易更快切入储能领域，已经开始领先布局。 

图 22：储能系统成本构成 

 

数据来源：高工锂电,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2：2021 中国储能 20 强公司排名 

排名 储能电池公司名称 

储能电

池销量

（MWh） 

储能系统公司名称 

储能系统

装机量

（MWh） 

1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6840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830 

67%

10%

9%

2%
3%

3%

6%

电池 PCS BMS EMS 屏柜电缆 土建安装 升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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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12598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10 

3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3352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750 

4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3163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700 

5 双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00 双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 

6 时代上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1354 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320 

7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111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 

8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921 上海采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60 

9 瑞浦能源有限公司 833 上海中能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240 

10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0 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238 

11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684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7 

12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0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198 

13 塔菲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16 深圳库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0 

14 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614 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88 

15 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548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 

16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08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0 

17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7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 

18 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87 上海正泰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58 

19 深圳市首航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0 江苏海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7 

20 上海采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0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0 

数据来源：365光伏，东方证券研究所，注:依据为企业 2020年全年储能电池销量、储能系统装机量 

 

宁德时代定增 582亿元加码扩产，全面布局电动化和储能。公司近日公告，定增不超过 582 亿元,

用于五大生产基地共计 137Gwh 锂电池和 30Gwh 储能电柜的新产能投资以及前沿技术的投入研

发。其中，储能项目为新增项目，公司在储能领域布局加速。 

(1) 福鼎时代: 60Gwh 锂离子电池,总投资 183 亿元，定增资金投入 152 亿元。 

(2) 瑞庆时代:30Gwh 锂离子电池，总投资 120 亿，定增资金投入 117 亿元。。 

(3) 江苏时代四期:30Gwh 动力及储能锂离子电池，总投资 116亿元，定增资金投入 65 亿元。 

(4) 蕉城时代车里湾项目:15Gwh 锂离子电池及部分 pack 产线，总投资 73 亿元，定增资金投入

54 亿元。。 

(5) 湖西二期项目:2Gwh 锂离子电池及 30Gwh 储能电柜，总投资 36 亿元，定增资金投入 31 亿

元。为新增项目，储能项目布局加速。 

(6) 先进技术研发:动力和储能电池关键材料、钠离子电池关键材料及设备、大规模储能系统等的

研发投入，总投资 70 亿元，定增资金投入 70 亿元。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HeaderTable_TypeTitle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行业周报 ——  新型储能2021H1高增长，行业景气确认 

 

12 

表 3：宁德时代增发项目及金额（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随着屋顶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有望推动用户侧储能的发展。近日，甘肃、山西、河北冀南、河南、

浙江陆续公布了首批屋顶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试点情况，五省共批复项目规模约为 20.8GW左右。

其中，山西省公布了各县市对应的项目投主体，全部为国有企业；浙江省则是推荐了 18 家参与整

县推进光伏投资建设企业名单，包括以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国家电投、华能、中广核为代表的

央国企共计 13 家以及晶科、正泰等民营企业为 5 家。位于衢州市开化县第三初级中学，装机规模

514kWp，每年发电约 52.8 万度的整县推进首批试点电站成功并网，从开发到并网仅耗时一周，为

全国整县推进试点项目做出优秀示范。 

表 4：五省批复屋顶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试点情况 

省份 项目规模 模式 

山西 26个县（市、区），规模总计为 1.1GW 国有企业为项目投资主体 

甘肃 全省 46个县，，拟规划装机容量 3.086GW 
“3+10+X”框架思路，“一个企业建设一个

县”的建设模式 

河北冀

南 

35个县市区，规模总计为 6.22GW；但由于受消

纳限制与电网安全影响，共批复 18个县市区，

规模为 1.64GW 

河北电网明确要求整县开发分布式按装机容

量的 10%——30%（按发展阶段适时调

整）、2——4小时配置储能设施，以村镇

为单位，在主要并网点集中建设 

河南 66个县（市、区），拟建设规模为 15GW 1+1+X"建设模式整体推进 

浙江 山区 26县全覆盖参与试点项目 
推荐了 18家参与整县推进光伏投资建设企

业名单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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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或成为整县推进的关键。索比光伏网报道，据业内测算，未来分布式屋顶电站总体市场规模将

达 800GW 以上，配电网面临多重压力。首先，分布式光伏大量接入配电网后，可能造成潮流方向

改变、局部电压越限、继电保护误动等问题，电网安全稳定性变差；其次，我国县域配电网发展相

对滞后，每户平均配电容量甚至不超过 3kVA，很难有效保证分布式光伏的接入规模和消纳水平。

截至今年 7 月份，全国已有 20多个县（市）出现配电网接入能力和容量受限情况。面对多重压力，

一方面需要新增或升级改造配电网来解决以上问题，但周期长、成本高、实施难度大；另一方面可

利用储能能量搬移和快速响应的特性来缓解配电网的压力，储能或成为整县推进的关键。 

图 23：我国历年光伏新增装机情况（单位：GW）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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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讯 

⚫ 特斯拉将在日本涉足电力业务 供应传输储能电池。特斯拉将在日本涉足电力业务，将

作为电力供需调节的大型蓄电池和控制系统提供给电力企业，促进发电量随天气变化的

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利用。预计将以日本国内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出售，有望降低再生能

源使用成本。（索比储能网） 

⚫ 宁德时代与上海绑定 开创“上海时代”。日前，宁德时代与上海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宁德时代将在上海落地全球创新中心及国际功能总部、

未来能源研究院、高端制造基地等相关项目。同时，宁德时代未来还将在上海推广电动

化及新能源储能领域的前沿技术示范应用，助力上海市加快落实“碳中和、碳达峰”工

作目标。（宁德时代） 

⚫  比亚迪创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月销历史新高，卫冕月度销冠 。7 月份，比亚迪新能源乘

用车销量同比暴涨 262.7%、达 50057 辆，卫冕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月度销量冠军。而这

一数据，不仅刷新了比亚迪自己的单月销量记录，同时也是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月度销量

的历史新高。随着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的升级，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全面市场化

阶段已经来临。（比亚迪） 

⚫ 格林美动力电池回收朋友圈“扩员”。G20-锂电峰会成员格林美公告，近日已与孚能科

技签署《关于建设废旧动力电池及电池废料绿色处理产业链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

建废旧动力电池及其废料的回收、资源化、再制造的全生命周期价值链体系。根据协议，

孚能科技全球供应链所产生的退役/废旧动力电池及废料，根据市场行情及双方约定的价

格，由格林美进行回收、拆解、处置与利用，实现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格林美） 

⚫ 海辰新能源与山东电建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共同开启储能发展新篇章。8 月 17 日，厦门

海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辰新能源")与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电建”）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新能源储能项目开发、储

能系统产线、电源侧储能电站试点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携手促进新能源储能产业发展。

（索比储能网） 

⚫ 河南：因地制宜推广应用储能、氢能利用新技术。8月 18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

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意见》，文件要求因地制宜推广应用

储能、氢能利用新技术。加强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加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应用

节能环保先进技术和产品，推动废旧材料资源化利用。（北极星储能网） 

⚫ 加大储能、氢能等发展力度！中国能建换股吸收合并葛洲坝获无条件过会。中国能源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能建）换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件通过。交易完

成后，中国能建将实现在 A+H 两地上市（中国能建） 

⚫ 全国首个有机液态储氢及氢储能综合实验室落地陕西。2021 年 8 月 12 日，由陕西御氢

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西安瀚海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联手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打造

的西部氢都实验基地项目建设启动仪式在西咸新区秦创原先导区举行。这将是全国首个

有机液态储氢及氢储能研究的综合性实验室，该实验室将建成国内领先、西部首创的氢

能研发利用绿色生态实验基地。（御氢科技） 

⚫ 英国约有 10.5GW储能项目部署计划获得批准。根据调研机构的调查，英国计划部署电

池储能系统数量和装机容量正在不断增加，目前提交部署计划的 800 多个储能项目总装

机容量达到 20GW 以上。根据行业媒体的报道，英国最近提交的储能部署计划数量激

增， 2021 年第二季度提交的计划部署的储能系统装机容量创下新纪录。（中国储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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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储能增量第一名！中国电力拟与海博思创成立储能 EPC 合资公司。8 月 19 日晚，

中国电力发布公告宣布与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新源智储公司，正式

进军储能产业。在未来的规划蓝图方面，新源智储公司有充足的信心在今年成立后的半

年时间内拿下 1 个 GWh容量的储能项目，成为业内储能增量的第一名，并用 2 年左右

时间实现国家级储能创新研发中心落地，形成核心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北极星储能

网） 

⚫ 到 2025 年山东建设 450 万千瓦左右储能设施。8 月 19 日，《山东省能源发展“十四

五”规划》正式挂网发布。其中提出，到 2025 年，建设 450 万千瓦左右的储能设施。

在储能方面，文件提出以市场化为导向，科学合理选择经济技术可行的路线，优先发展

大容量、高效率、长时间储能设施。（山东省人民政府） 

⚫ 派能科技 H1 锂电储能销售 444MWh。8 月 19 日，派能科技（688063）披露半年报，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2 亿元，同比增长 37.81%；净利润 1.55 亿元，

同比增长 25.53%。（高工锂电） 

⚫ 亿纬锂能获美国 1GWh 储能电池订单。近日，外媒报道称，美国储能系统集成商 Powin 

Energy 与亿纬锂能签署了为期两年的总供应协议，亿纬锂能将成为 Powin 电池储能系

统（BESS）项目的电池供应商。Powin 表示，签署合同后，亿纬锂能将在今年之前交

付，为其提供近 500MWh 的储能产品。加上第二年至少相同规模的 500MWh，意味着

亿纬锂能将至少为 Powin 供应 1GWh 的 LFP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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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推荐宁德时代(300750，买入)（新能源汽车组覆盖）、隆基股份(601012，买入)、晶澳科技(002459，买

入)。建议关注阳光电源(300274，未评级)、锦浪科技(300763，未评级)、固德威(688390，未评级)、派能科

技(688063，未评级)、盛弘股份(300693，未评级)、永福股份(300712，未评级)、明阳智能(601615，未评

级)、天合光能(688599，未评级)。 

 

风险提示 

⚫ 储能需求不及预期。目前储能市场尚未成熟，受政策影响大，补贴退坡、电力辅助市场化发展

不及预期等因素将影响储能需求。 

⚫ 储能技术迭代不及预期。目前储能技术路线多样，以锂电池储能为主，需要关注技术发展趋

势，如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的发展，对行业格局有潜在影响。 

⚫ 成本下降不及预期。储能系统的经济性依赖于成本进一步降低，若成本下降不及预期，可能影

响下游对配置储能的接受度，影响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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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依据《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以下条款： 

发布对具体股票作出明确估值和投资评级的证券研究报告时，公司持有该股票达到相关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应当在证券研究报告中向客户披露本公司持有该股票的情况， 

 

就本证券研究报告中涉及符合上述条件的股票，向客户披露本公司持有该股票的情况如下： 

截止本报告发布之日，东证资管仍持有明阳智能(601615)股票达到相关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

上。 

 

 

提请客户在阅读和使用本研究报告时充分考虑以上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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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在本报告中对所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发表的任何建议和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其个人对该证

券或发行人的看法和判断；分析师薪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与其在本研

究报告中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投资评级和相关定义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的公司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的量化标准 

买入：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增持：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减持：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未评级 —— 由于在报告发出之时该股票不在本公司研究覆盖范围内，分析师基于当时对该

股票的研究状况，未给予投资评级相关信息。 

暂停评级 —— 根据监管制度及本公司相关规定，研究报告发布之时该投资对象可能与本公

司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情形；亦或是研究报告发布当时该股票的价值和价格分析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缺乏足够的研究依据支持分析师给出明确投资评级；分析师在上述情况下暂停对该股

票给予投资评级等信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股票的投资评级、盈利预

测及目标价格等信息不再有效。 

行业投资评级的量化标准：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看淡：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未评级：由于在报告发出之时该行业不在本公司研究覆盖范围内，分析师基于当时对该行业的

研究状况，未给予投资评级等相关信息。 

暂停评级：由于研究报告发布当时该行业的投资价值分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缺乏足够的研究

依据支持分析师给出明确行业投资评级；分析师在上述情况下暂停对该行业给予投资评级信

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行业的投资评级信息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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