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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行业周报 
宁德时代、蜂巢能源公布新扩产计划，推荐锂电设
备板块 
 

本周观点 

 锂电设备：宁德时代、蜂巢能源公布扩产计划，关注锂电设备需求释放。近日，
宁德时代、蜂巢能源宣布新的扩产计划，其中宁德时代拟投资 135 亿元建设宜春
锂电池生产制造基地，蜂巢能源将斥资 220 亿元在成都建设总产能约 60GWh 的动
力电池制造基地及西南研发基地。在新能源车市场持续景气的背景下，锂电池厂
商纷纷加速产能扩张以应对市场的快速发展，宁德时代 2025 年规划产能将达到
500GW 以上，蜂巢能源 2025 年规划产能 200GW，此外，中航锂电、国轩高科、
比亚迪等多家动力电池企业也宣布扩产。电池厂商的加速扩产布局下，锂电设备
行业将充分受益。推荐先导智能、杭可科技，建议关注先惠技术。 

 半导体设备：全球晶圆厂支出持续高增长，国产先进封装光刻机取得进展。据
SEMI 最新研判，2022 年全球晶圆厂设备支出预计将近 1000 亿美元，将标志着从 
2020 年开始罕见的连续三年增长。其中，Foundry 将占晶圆厂设备投资的大部分，
支出超过 440亿美元；其次是 Memory，超 380亿美元；DRAM和 NAND也都在 2022
年出现大幅增长，支出分别跃升至 170亿美元和 210亿美元。。国产光刻机方面，
上海微电子推出 SSB520 型新一代大视场高分辨率先进封装光刻机，可帮助晶圆
级先进封装企业实现多芯片高密度互连封装技术的应用，满足异构集成超大芯片
封装尺寸的应用需求，并已与多家客户达成销售协议，首台设备将于年内交付。
同时，国产纳米级精密运动与测控系统供应商华卓精科成功过会，国产半导体零
部件正处于突破阶段。推荐中微公司、北方华创、华峰测控、精测电子、芯源微、
长川科技、万业企业，建议关注晶盛机电、ACM Research、神工股份、迈为股份
等。 

 光伏设备：多个异质结项目陆续落地，HJT 产业化持续加速。近期，华晟二期 2GW
异质结电池、组件项目正式奠基启动，赢得该项目设备采购订单的是迈为科技和
理想万里晖，该项目预计于 2022 年第二季度末量产出片。另外，近期多个 HJT
项目公布，包括华润电力位于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的 12GW高效异质结太阳能电
池及组件制造项目、爱康位于泰州的 6GW 高效异质结电池及组件项目等。异质
结凭借其在良率、成本、效率上的优势，受到各个电池片厂商的高度关注。建议
关注在 HJT上布局领先、技术占优的核心设备厂商。推荐迈为股份、捷佳伟创。 

 工程机械：8月挖机销量降幅扩大，关注四季度专项债加速发放带来的工程机械
需求释放。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8月纳入统计的 25家主机制造
企业共计销售挖掘机 18075 台，同比下降 13.7%；其中国内 12349 台，同比下降
31.7%；出口 5726台，同比增长 100.0%。7月 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需求
端要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进入下半年，多地重大项目
进入密集开工期，我们认为随着专项债发行加速，基建投资将持续发力，支撑工
程机械需求，挖机销量尤其是中大挖需求有望在四季度有所改善。推荐中联重科、
三一重工、徐工机械、恒立液压、浙江鼎力，建议关注建设机械、柳工等。 

 泛自动化：行业高景气度延续，政策加持工业母机前景广阔。当前机器人、机床、
激光等细分子行业景气度仍然较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 7月国内工
业机器人产量 31342 台，同比增长 42.3%。近日，国资委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工
业母机是未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首要方向，未来有望针对数控机床产业出台
配套支持政策，利好行业发展。目前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国产化率低，高度依赖进
口，作为卡脖子的关键所在，未来国产化势在必行。建议关注泛自动化各细分龙
头埃斯顿、绿的谐波、拓斯达、汇川技术、信捷电气等。 

推荐组合 

 重点推荐组合：中微公司、北方华创、万业企业、华峰测控、精测电子、长川科
技、芯源微，中联重科、三一重工、恒立液压，先导智能、杭可科技，迈为股份、
捷佳伟创； 

 建议关注标的：杰瑞股份、浙江鼎力、至纯科技、建设机械、柳工、赢合科技、
汇川技术、信捷电气、埃斯顿、绿的谐波、埃夫特、中信博、先惠技术等。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疫情影响超预期；基建和地产投资不及预期；制造业投资不及预期；
政策不达预期；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进程放缓、价格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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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股关注 

机械相关新股情况 

 

图表 1.近两个月内机械行业相关新股情况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发行日期 上市日期 所属行业（新证监会） 主营业务 

已上市 

688776.SH 国光电气 2021-08-20 2021-08-3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真空及微波应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301053.SZ 远信工业 2021-08-23 2021-09-01 专用设备制造业 新型节能环保拉幅定形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88187.SH 时代电气 2021-08-26 2021-09-0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主要从事轨道交通装备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

销售并提供相关服务。 

688697.SH 纽威数控 2021-09-07 2021-09-17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中高档数控机床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未上市 

301070.SZ 开勒股份 2021-09-09 未上市 通用设备制造业 
大型工业风扇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及相关

技术服务 

301079.SZ 邵阳液压 2021-09-30 未上市 通用设备制造业 
液压柱塞泵、液压缸、液压系统的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和液压产品专业技术服务。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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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行业数据跟踪 

工程机械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8月纳入统计的 25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挖掘机 18075台，

同比下降 13.7%；其中国内 12349 台，同比下降 31.7%；出口 5726 台，同比增长 100.0%。2021 年 1-8

月，共销售挖掘机 259253 台，同比增长 23.2%；其中国内 218378台，同比增长 14.8%；出口 40875 台，

同比增长 101.8%。 

 

图表 2.挖掘机月销量情况（台）  图表 3.挖掘机年销量情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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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中银证券 

 

半导体设备 

近期，费城半导体指数维持高位，自 2020 年 3 月 21 日以来累计上涨超 140%，彰显半导体产业的高

景气度；2021 年 7月，北美半导体销售额 38.6亿美元，同比增加 49.8%。 

 

图表 4.费城半导体指数  图表 5.北美半导体设备出货额（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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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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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设备 

新能源汽车销量：据中汽协统计，2021年 8 月全国新能源车销量 32.1 万台，同比增长 181.9%，渗透

率达到 17.8%；1-8月累计销量 179.9万辆，增长 194.0%，渗透率达到 10.9%。 

图表 6.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辆）  图表 7.新能源车销量渗透率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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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汽协，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中汽协，中银证券 

 

动力电池装机量：2021年 8月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 12.6GWh，同比增长 144.9%，环比增加 11.2%，保

持快速增长。全年累计装车量 76.3GWh，同比增长 176.3%；按动力电池厂商来看，8 月宁德时代

（6.50GWh）、比亚迪（2.40GWh）和国轩高科（0.69GWh）的装车量排名前三。 

 

图表 8.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GWh）  图表 9.全球各企业动力电池装机量（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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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EV SALES，汽车纵横，第一电动汽车网，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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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设备 

光伏产业链价格跟踪： 

1）硅料价格：多数硅料厂家先前大多已将九月产量几乎全数谈定，本周市场上仅有少数急单、散单

签订，散单成交价格陆续靠拢每公斤 215 元人民币上下。也由于硅料企业几乎已无余量可售，后续

将在月底才会出现较明显波动。目前看来由于预期十一节前预期将出现备货潮、加上硅片价格仍在

推升，因此预期月底价格仍可能小幅上扬。 

2）硅片价格：9月 14日单晶硅片龙头厂家隆基公告价格的大幅调涨超过市场预期，170μm 厚度 G1、

M6、M10 价格来到每片 5.24、5.34、6.41 元人民币，0.717、0.731、0.877 元美金。对比上期价格 G1、

M6每片上涨 0.25 元人民币、M10上涨 0.3元人民币，涨幅约 5%。 

尽管其他中型硅片厂家也欲跟涨，但在电池、组件环节上涨已经有限的情况下，本次隆基的新价格

还未被市场所接受，本周还处于博弈阶段，尚未实际落地。目前市场也担心硅片叠加辅材绵延的涨

势将冲击终端组件需求，市场对于此次涨价因此更显观望。 

多晶部分，上周开始先前过快的涨势出现反转，不仅电池片采购量出现下修，多晶硅片需求也开始

走弱，国内实际成交价小幅回跌至每片 2.25-2.35 元人民币之间。海外市场则尚未出现变化。然而，

在硅料缓涨态势尚未停歇、且单晶硅片报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多晶硅片厂家也在观望价格是否有

止跌回升的机会，近期市场价格较为混乱。 

3）电池片价格：本周硅片龙头厂家公告调整硅片定价，M6上扬每片 0.25元、M10 上扬每片 0.3元，

对应电池片成本上涨每瓦 0.04 元人民币。成本预期上升使得电池片厂家暂缓发货，目前并无太多新

签订单，截至本周三整体均价单晶电池片均价与上周水平一致，158.75 价格区间维稳每瓦 1.08-1.15

元人民币、166价格每瓦 1.04-1.06元人民币、182价格每瓦 1.04-1.065人民币、210 价格则落在每瓦 1-1.04

元人民币。 

当前电池片厂家正在商谈报价上调、预期整体上调每瓦 0.02-0.04 元人民币不等，上涨幅度来看主要

反映硅片上涨，目前了解各家电池厂报价较为分散 M6 规格每瓦 1.07-1.09元人民币、M10每瓦 1.09-1.1

元人民币都有听闻。然而在电池片价格来到 1.05 后，可以发现垂直整合厂家普遍不买单，仅有部分

中小组件厂家采购，后续预期电池片跟涨力道有限，10 月有机会出现减产。 

本周多晶电池片价格持稳在每片 3.8-3.9元人民币，低价略为回升。上游多晶硅片采购不易的情况下，

后续价格保守看待。 

4）组件价格：本周组件端利润情况在成本上升下雪上加霜，硅料、硅片的再度涨价，再加之 EVA 陆

续传出 20%以上的涨势，让组件的成本压力日益严峻，对比 7 月组件辅材料成本已上涨每瓦 0.04 元

人民币，成本的大幅上升、EVA原材料短缺等因素也连带影响组件厂家 10 月开工率恐不如预期。 

组件价格涨势有限，9月初仅略微调整 M6单玻组件约每瓦 1.75-1.8元人民币，500W+单玻组件报价约

落在每瓦 1.8-1.83元人民币；海外组件价格暂时稳定在当前水位，当前 M6组件均价约每瓦 0.23-0.242

元美金、M10 组件均价约每瓦 0.24-0.245元美金。当前终端接受度明显有限，实际成交订单仍尚未落

地。 

（信息来源：PVInf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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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光伏产业链价格变化情况 

产品种类 2021/8/18 2021/8/25 2021/9/1 2021/9/8 2021/9/15 涨跌幅(%) 

硅料 致密料（元/kg） 203 205 208 209 210 0.5 

硅片 

多晶-金刚线（美元/片） 0.295 0.305 0.305 0.355 0.355 - 

多晶-金刚线（元/片） 2.050 2.280 2.400 2.400 2.300 -4.2 

单晶-158.75mm（元/片） 4.840 4.990 5.010 5.010 5.020 0.2 

单晶-166mm（美元/片） 0.670 0.694 0.694 0.697 0.697 - 

单晶-166mm（元/片） 4.950 5.080 5.090 5.090 5.090 - 

单晶-182mm（美元/片） 0.811 0.836 0.836 0.836 0.836 - 

单晶-182mm（元/片） 5.900 6.110 6.110 6.110 6.110 - 

单晶-210mm（美元/片）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 

单晶-210mm（元/片） 8.050 8.050 8.170 8.170 8.170 - 

电池片 

多晶-金刚线-18.7%（美元/W） 0.104 0.114 0.116 0.116 0.116 - 

多晶-金刚线-18.7%（元/W） 0.761 0.837 0.848 0.837 0.837 - 

单晶 PERC-158.75mm/22.4%+（美元/W） 0.153 0.153 0.153 0.153 0.153 - 

单晶 PERC-158.75mm/22.4%+（元/W）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 

单晶 PERC-166mm/22.4%+（美元/W） 0.139 0.142 0.145 0.145 0.145 - 

单晶 PERC-166mm/22.4%+（元/W） 1.020 1.040 1.050 1.050 1.050 - 

单晶 PERC-182mm/22.4%+（美元/W） 0.141 0.143 0.145 0.145 0.145 - 

单晶 PERC-182mm/22.4%+（元/W） 1.030 1.050 1.050 1.050 1.050 - 

单晶 PERC-210mm/22.4%+（美元/W） 0.136 0.136 0.136 0.136 0.136 - 

单晶 PERC-210mm/22.4%+（元/W）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组件 

单晶 PERC355-365/430-440W（美元/W） 0.240 0.240 0.240 0.240 0.240 - 

单晶 PERC355-365/430-440W（元/W） 1.740 1.760 1.770 1.770 1.770 - 

单晶 PERC355-365/430-440W现货（美元/W） 0.240 0.240 0.240 0.242 0.242 - 

182mm单面单晶 PERC组件（美元/W） 0.245 0.245 0.245 0.245 0.245 - 

182mm单面单晶 PERC组件（元/W） 1.770 1.790 1.800 1.800 1.800 - 

210mm单面单晶 PERC组件（美元/W） 0.245 0.245 0.245 0.245 0.245 - 

210mm单面单晶 PERC组件（元/W） 1.770 1.790 1.800 1.800 1.800 - 

资料来源：PVInfoLink，中银证券 

 

国内需求：据中电联统计，2021年 7月光伏新增装机容量 4.93GW，同比增长 67.69%，1-6月累计光伏

新增装机 17.94GW，国内光伏需求持续旺盛。 

 

图表 11. 光伏月度新增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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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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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设备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 8 月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 32828 台，同比增长 57.4%，2021 年 1-8 月

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 239249 台，同比增长 63.9%。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形机床等其它产品同样取

得不同的增长，进一步验证行业的高景气度。 

 

图表 12.国内工业机器人月产量及增速  图表 13.国内金属切削及成形机床月销量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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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信息汇总 

工程机械 

【中联重科】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开工，再造千亿元级别工程机械产业集群 

9 月 17 日，中联智慧产业城总部及三大智能制造园区开工仪式在长沙高新区隆重举行。此次开工的

包括总部大楼，以及工程起重机械、混凝土泵送机械、高空作业机械三大智造园区。据悉，新开工

的工程起重机械、混凝土泵送机械、高空作业机械三大智造园区分别位于中联智慧产业城的南部、

中部和东北部，与位于中联智慧产业城西北部的首开区——挖掘机械智造园区共同构成四大主机园

区。四大主机园区年规划产值均为两三百亿元，汇聚成千亿元级别的产业集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

工程机械最大的智能制造园区和工程机械制造集群。 

（资料来源：证券日报网） 

 

半导体设备 

【奥特维】拟向弘元新材料销售硅片分选机设备 

9月 13日，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于 2021年 9月 13 日与弘元新材料（包头）

有限公司签订《硅片分选机采购合同》，公司向弘元新材料销售硅片分选机设备，合同金额 8478 万

元（含税）。 

奥特维表示，因公司商品平均验收周期为 6-9个月，受本合同具体交货批次及验收时间的影响，合同

履行对 2021年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将对公司 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据公告介绍，弘元新材料注册资本为 7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杨昊，经营范围包含半导体材料、

石墨材料、碳碳材料、单晶硅棒及硅片、半导体设备等。该公司的大股东为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资料来源：全球半导体观察） 

【晶盛机电】子公司鑫晶新材料第一只大尺寸石英坩埚正式下线 

9 月 16 日，晶盛机电宣布，近日，在下属公司内蒙古鑫晶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第一只大尺寸石英

坩埚正式下线，标志着该公司石英坩埚项目正式启动投产。晶盛机电表示，鑫晶新材料生产的大尺

寸石英坩埚，是拉制半导体级与光伏级大尺寸单晶硅棒必不可少的基础材料，为国内制造大直径硅

片提供了技术基础。鑫晶新材料生产的 28 至 40 英寸的石英坩埚，可以满足客户对不同型号规格产

品的需求。 

（资料来源：全球半导体观察） 

 

锂电设备 

【宁德时代】宁德时代 135亿“落子”宜春 

9 月 13 日，宁德时代与宜春签署三项合作协议。一是与宜春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新型锂电池

生产制造基地项目；二是深耕产业链上下游，与宜春市矿业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三是与合众新能源

汽车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在宜春建设宁德时代新型锂电池生产制造基地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300亩，

投资总金额约 135 亿元。宁德时代宜春锂电池工厂有望直接供货合众新能源宜春整车工厂。6 月 27

日，合众汽车宜春整车工厂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规划年产能 10万辆/年。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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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LG/现代 10GWh四元电池厂落子印尼 

外媒报道称，LG新能源与现代汽车共同投资 1.2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66亿元）在印尼建设的电动

汽车电池工厂举行了破土动工仪式。该电池厂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附近的卡拉旺工业园区，

靠近现代汽车工厂。现代汽车和 LG 新能源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工厂预计将于 2023 年上半年竣工，

并将于 2024年上半年开始批量生产电池。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可生产 10GWh的 NCMA（镍钴

锰铝）锂离子电池，可为超过 15万辆电动汽车提供动力。声明称，该设施还将准备将其产能提高至

30GWh，以满足未来市场的增长。 

NCMA 四元电池的镍含量接近 90%，同时钴含量进一步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提升电池能量密

度、降低成本、改善充放电性能的多维度平衡。通过添加铝元素，可抑制钴元素的不稳定杂质生成。 

据此前报道，LG 化学将于今年开始向特斯拉供应 NCMA 四元电池。如今工厂落地，表明其 NCMA 电

池或进入量产阶段。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 

【蜂巢能源】蜂巢能源 220亿打造 60GWh成都基地 

9 月 16 日，蜂巢能源与成都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投资 220 亿元在成都建设总产能约 60GWh

的动力电池制造基地及西南研发基地。蜂巢能源（成都）动力电池制造及西南研发基地项目位于成

都东部新区简州新城，占地约 2500 亩，计划分三期建设，每期建设约 20GWh，其中一期投资约 100

亿元。 

据了解，这是继遂宁 20GWh 项目后，蜂巢能源在四川单体投资额最大和产能规划最高的生产基地。

截至目前，蜂巢能源 2021年新增产能规划已达 150GWh，离 2025年 200GWh产能总目标近在咫尺。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 

 

光伏设备 

【爱康科技】整体规划 10GW异质结电池和 6GW高效组件，爱康异质结项目投资协议签约 

9 月 14 日，爱康异质结电池项目投资协议签约仪式在长兴县煤山镇人民政府成功举行。根据协议约

定，煤山镇将对爱康项目用地优先保障，从土地、设备、税收以及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

对爱康的支持力度。项目整体达产后，将实现百亿产值。 

签约仪式上，邹承慧董事长首先对长兴县和煤山镇党委、政府以及浙能集团和浙能产业园的高度重

视和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爱康长兴项目稳扎稳打，在浙能智慧能源产业园实现了异质结技术、规模、

质量等各方面的突破，并表态，爱康将在前期 2GW规划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投入，集中优势资源保

证项目高效建设、达产达效，早日实现 10GW 异质结电池和 6GW 高效组件的整体规划。 

（资料来源：光伏前沿） 

【中来股份】国电投与中来联合打造 2GW TOPCon 组件项目 

9 月 12 日，中来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州中来之全资子公司鄂尔多斯中来拟在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投资建设“年产 2GW高效 N型光伏组件项目”，本次拟先行建设项目一期 1GW，

该 1GW项目投资总额预计 2 亿元。 

中来股份 9 月 17日发布募集说明书，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250,000.00 万

元，公司拟将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于年产 16GW 高效单晶电池智能工厂项目（一期）。 

（资料来源：光伏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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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设备 

【政策】133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入榜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近期，工信部公布了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示名单，共计 4930家企业入选。经高工机器

人统计，有 133家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涵盖核心零部件、工业机器人、移动机器人、机器视觉、

仓储物流集成、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以及 3C、PCB、汽车零部件等多个领域。 

据介绍，专精特新“小巨人”主要以细分行业龙头企业为主，符合制造强国战略十大重点产业领域

等，具有持续创新能力，长期专注并深耕于产业链某一环节或某一产品，主导产品“补短板”、“锻

长板”、“填空白”，在国内细分行业中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高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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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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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和地产投资增速不及预期：工程机械虽有更新、环保、出口、机器换人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但

若基建和地产投资持续大幅低于预期，会影响下游的购机需求和购机意愿。 

制造业投资不及预期：泛自动化板块是典型的顺周期板块，若制造业投资大幅低于预期，即便有下

游应用场景的拓宽、国产替代等，相关公司业绩也会受到较大冲击。 

政策不达预期：锂电设备和光伏设备对政策有较高的敏感性，若政策不达预期，将显著影响细分行

业的基本面，进而降低各板块的投资价值。 

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进程放缓。新一轮设备采购中，因进口品牌已深切感受到来自国产设备替代进口

设备的经营压力，进口品牌可能通过降价压制国产设备扩大市场份额。 

美国进一步向中国禁售关键半导体设备。由于本土晶圆厂对美国设备的依赖度接近 50%，因此一旦

美国对出口至我国的关键半导体设备进行约束，我国本土晶圆厂的建产进度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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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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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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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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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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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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