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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核心看点： 

[Table_Summary] 1、创世纪立足于中高端数控机床产业，产品广泛应用于 3C 消费电子、5G 产业链、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核

心部件加工。公司专注于发展高端智能装备业务，产品主要分为 3C 系列和通用系列两类，其中 3C 系列产品是公司的核

心产品，高速钻铣攻牙加工中心系列产品累计交付量超过 70000 台；通用系列产品是公司大力发展的新业务，2020 年

公司通用机床累计出货量突破 5000 台，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在通用机床领域的资源投入。 

 

2、数控机床行业有望进入发展“快车道”，公司作为国内数控机床龙头企业将受益。一方面，高端智能装备属于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数控机床和基础制造装备作为装备制造业“工作母机”，行业规模有望不断扩大，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

测，我国数控机床市场规模将从 2020 年的 4128 亿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5728 亿元（CAGR：8.53%）。另一方面，国内

5G 产业的快速发展将带动 5G 基站建设加速及 5G 手机需求快速增长，进而推动 5G 基站核心部件和 5G 通讯类产品精

密结构件加工需求的同步增长，上游数控机床产业有望充分受益。 

 

3、公司业务结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快速边际改善，表现为：1)剥离持续亏损的精密结构件业务；2)2021 年 3 月，

夏军先生通过定增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使公司顶层治理实现归位；3)2020 年 12 月，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

基金以增资 5 亿元的方式入股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创世纪，表明其对公司数控机床业务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4)2020

年 11 月，公司颁布股权激励计划，有望调动管理层、员工积极性。 

 

4、我们看好抓住数控机床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业绩持续稳定增长。我们预计 21/22/23 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32.3%/28.7%/26.2%至 45.97/59.17/74.69 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84.7%/45.9%/32.7%至 5.88/8.59/11.40 亿元，

当前股价对应 PE 为 40.3/27.6/20.8 倍，维持“买入”评级。 

评论： 

 行业领先的高端智能装备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立足于中高端数控机床产业 

创世纪是中国数控机床的龙头企业，核心主业为高端智能装备业务，立足于中高端数控机床产业，为广大用户提供

高性价比、高可靠性的，具备综合竞争优势的数控机床产品和优质服务。公司数控机床业务具有完整的研、产、供、

销、服体系，主要产品面向 3C 供应链、通用领域（包括 5G 产业链、汽车零部件、模具、医疗器械、轨道交通、

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风电、船舶重工等诸多领域）的核心部件加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Page  2 

公司近年来实施业务战略性调整，剥离精密结构件业务，重点发展高端智能装备业务。目前公司产品共分为 5 类。 

 数控机床（销售）：主要归集通过一般销售模式销售的数控机床产品，是公司主力产品线之一，2020 年营收占

比最高，达到 86.63%。 

 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主要归集公司消费电子产品精密结构件产品实现的销售，2020 年营收占比 7.9%。

2021 年及以后，公司将不再专门从事精密结构件业务的经营。 

 智能制造服务：主要归集 IOT（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TOM（智能工厂解决方案）、工业自动化业务实现销售

情况，主要涉及中创智能及创世纪自动化两个主体，2020 年营收占比 0.52%。 

 经营性租赁：主要归集数控机床类高端智能装备产品租赁，精密结构件业务剩余生产设备及相关资产租赁、公

司自有房产租赁，2020 年营收占比 2.65%。 

 其他业务、产品：主要归集除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他业务，包括贸易形式的数控机床产品买卖等（二手机置换），

2020 年营收占比 2.29%。 

图 1：公司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公司高端智能装备业务营收占总营收约 90%，高端智能装备业务产品主要分为 3C 系列产品和通用系列产品。 

 3C 系列产品是公司的核心产品，3C 系列产品主要有高速钻铣攻牙加工中心和其他系列产品。高速钻铣攻牙系

列产品主要应用于 3C 领域（手机、平板、PC、Watch 等产品）、5G 通讯、自动化设备、无人机、医疗机械等

领域。3C 领域其他产品主要包括精雕机系列、热弯机系列等。公司通过技术研发、规模化制作等不断地推动

进口替代，并且在产品综合性能、性价比等多方面积累了多重优势。3C 系列核心产品高速钻铣攻牙加工中心

系列产品累计交付量超过 70000 台，基本实现在核心用户端的全面覆盖，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公司立足 3C 领域后，将资源投入通用机床领域。通用系列产品主要包括立式加工中心和其他产品。立式加工

中心可以广泛应用于 5G 通讯、各类塑胶、五金模具、汽车零部件、自动化设备、医疗机械、航空航天、轨道

交通等。其他产品主要包括龙门加工中心系列、卧式加工中心系列等。公司利用 3C 领域积累的资源，在通用

机床领域快速布局，集中主要资源打造立式加工中心系列产品，连续三年实现了销量翻倍。2020 年，公司通用

机床累计出货量突破 5000 台，跻身通用机床领域第一梯队，其中立式加工中心系列产品累计出货量达到 4000

台。目前，公司已形成 3C 业务与通用业务并行发展的局面。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在通用机床领域的资源投

入，为公司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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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公司高端智能装备业务产品主要分为 3C 系列产品和通用系列产品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剥离精密结构件业务，2021 年以来公司营收及归母净利润实现突破性增长 

2017-2020 年，公司营收持续下滑，且归母净利润波动较大，主要系公司结构件业务持续亏损所致。2017 年以来，

智能手机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同时受智能手机机壳材质从金属转向玻璃、消费电子精密结构件行业竞争加剧、

公司主要客户三星终止业务合作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结构件业务持续亏损。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虽有

较大幅度下滑，但公司加快并基本完成了精密结构件业务的整合与剥离。2020 年，高端智能装备业务占公司总营收

的比例达到 89.0%，精密结构件业务占公司总营收的比例仅为 8.0%。根据公司年报，2021 年及以后，公司将不再

专门从事精密结构件业务的经营。 

图 3：公司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结构（按业务）  图 4：公司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结构（按区域）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伴随着精密结构件业务的剥离，2021 年以来公司营收及归母净利润实现突破性增长。1H21 公司营收 23.49 亿元，

同比增长 51.80%，归母净利润 2.45 亿元，同比增长 70.82%。1H21 业绩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高端智能装备业务延

续了较高景气度，发展态势良好。其中：通用业务方面，2021 年上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半年度业务规模已超过

2020 年全年水平，成为公司业务增长的关键驱动力；3C 业务方面，公司在稳步推进传统 3C 领域“进口替代”的

同时，积极推动部分“非 3C 产品 3C 化”。2021 年上半年，面对大宗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压力，公司积极发挥规模

化集采和规模化制造优势，适时调整终端产品销售价格，整体毛利率水平较 2020 年度保持基本稳定。 

 

  

高端智能装备
89.0%

精密结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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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服务
0.7%

其他
2.3%

境内
98.1%

境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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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公司营业收入及同比增速  图 6：公司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7：公司单季度营业收入及同比增速  图 8：公司单季度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公司毛利率稳步提升，期间费用率总体较稳定。随着公司逐步剥离亏损的精密结构件业务，2019 年以来公司毛利率

稳步提升，从 2019 年的 11.75%提升至 2021 年上半年的 31.47%。公司期间费用率水平总体较稳定，1H21 公司期

间费用率同比提升 1.44pct 至 20.95%，其中销售费用率同比提升 1.67pct 至 5.46%，管理费用率同比下降 2.14pct

至 6.60%，研发费用率同比提升 1.68pct 至 5.00%，财务费用率同比提升 0.24pct 至 3.89%。 

公司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积极投入研发。公司始终坚持“技术是根本”的战略定位，高度重视研发体系的建设

和研发人才的培育，并以此推动研发技术创新。公司依托“一站一室两中心”（深圳市院士<专家>工作站、智能精

密加工关键技术工程实验室、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圳市企业技术中心）四个高端研发创新平台，并在深圳、

苏州两地设立企业技术中心，围绕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提高产品性价比、降低产品综合成本，以及基于未来需求

的前瞻性开发等四个方向，积极投入资源、持续研发。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研发人员超过 400 名，具备行业领先的自主研发能力，同时，公司加大国内知名高校

优秀毕业生的引入力度，加大中长期技术人才储备。此外，公司积极推动相关知识产权成果的申请和保护，公司被

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拥有有效专利 723 件，其中发

明专利 78 件，实用新型 523 件、外观设计专利 112 件，PCT 专利 10 件；累计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7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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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公司综合毛利率、归母净利率及期间费用率  图 10：公司销售、管理、研发、财务费用率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国家政策重点支持+下游 5G 产业快速推进，数控机床行业进入发展“快车道”，公司基本面边际改善将充分受益 

高端智能装备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领域。《“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壮大高端制造领域，到 2020 年，高端制造发展成为产值 10 万亿元级别的新支柱。《智能制造

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规划在 2025 年前，推进智能制造发展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到 2020 年，智

能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业智能

转型取得明显进展；第二步，到 2025 年，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基本建立，重点产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在此背景下，

数控机床和基础制造装备作为装备制造业“工作母机”，行业规模有望不断扩大；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我国

数控机床市场规模将从 2020 年的 4128 亿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5728 亿元（CAGR：8.53%）。 

5G 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精密结构件需求增长，上游数控机床产业有望充分受益。在 2019 年 6 月工信部颁发 5G 商用

牌照后，国内 5G 产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在 5G 基站方面，根据工信部部长肖亚庆介绍，截至 2021 年 8 月，

我国累计建成 5G 基站达 103.7 万个，国内 5G 基站占全球比超过 70%；在 5G 手机方面，根据 IDC 数据，2020 年

中国 5G 手机出货量 1.67 亿部，渗透率 51.43%；IDC 预计 2025 年中国 5G 手机出货量达到 3.72 亿部，渗透率达

到 99.56%。我们认为，国内 5G 产业的快速发展将带动 5G 基站建设加速及 5G 手机需求快速增长，进而推动 5G

基站核心部件和 5G 通讯类产品精密结构件加工需求的同步增长，上游数控机床产业有望充分受益。 

图 11：中国数控机床市场规模  图 12：全球 5G 手机出货量及渗透率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DC，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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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以来，公司业务结构、股权结构快速边际改善，作为行业龙头有望紧抓高端智能装备行业以及数控机床行业

的快速发展机遇，实现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剥离精密结构件业务：2020 年末公司完成此前持续亏损的精密结构件业务的剥离，2020 年精密结构件业务占

公司总营收的比例仅为 8.0%，2021 年及以后公司将不再专门从事精密结构件业务的经营。 

 夏军先生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021 年 3 月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此前公司无控股股东、无

实际控制人，发行完成后，夏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凌慧女士、创世纪投资持股比例增加至 20.78%，夏军先

生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军先生作为公司高端智能装备业务的创始人、公司领军人物，被认定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使公司顶层治理实现归位，从而为核心主业的发展提供更稳定的治理和发展环境。 

表 1：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明细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市值（亿元）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夏军 27.8462 254,303,167 16.6600 

2 劲辉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9.5246 86,983,100 5.7000 

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6.3510 58,000,280 3.8000 

4 何海江 4.6357 42,335,412 2.7700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364 34,122,111 2.2400 

6 凌慧 3.7131 33,909,428 2.2200 

7 深圳市创世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751 28,996,416 1.9000 

8 杨绍刚 2.9222 26,686,741 1.7500 

9 KB 资产运用-KB 中国大陆基金 2.4966 22,799,918 1.4900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复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48 16,482,000 1.0800 

 合计 66.2057 604,618,573 39.6100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入股：2020 年 12 月，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以增资 5 亿元的方式入股公司控股子

公司深圳创世纪，增资完成后持有深圳创世纪 8.73%股权。深圳创世纪为公司数控机床高端智能装备业务的经

营主体，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的入股表明其对公司数控机床业务未来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 

 股权激励计划调动高层、员工积极性：2020 年 11 月，公司颁布《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200 万股，约占该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2.94%；激励对象为公司部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关键岗位员工合计 125 人。 

表 2：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归属安排 考核要求 

第一个归属期 深圳创世纪（合并财务报表）2020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8 亿元 

第二个归属期 深圳创世纪（合并财务报表）2021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38 亿元，或 2020-2021 年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 66 亿元 

第三个归属期 深圳创世纪（合并财务报表）2022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51 亿元，或 2020-2022 年三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 117 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投资建议：维持“买入”评级 

我们预计 21/22/23 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32.3%/28.7%/26.2%至 45.97/59.17/74.69 亿元，核心数据假设如下： 

高端智能装备：我们预计 21/22/23 年公司高端智能装备营收同比增长 43.5%/29.1%/26.5%，预计 21/22/23 年公司

高端智能装备毛利率 30.9%/31.3%/31.6%。 

智能制造服务：我们预计 21/22/23 年公司智能制造服务营收同比增长 50.0%/45.0%/40.0%，预计 21/22/23 年公司

智能制造服务毛利率 48.0%/47.5%/47.1%。 

其他：我们预计 21/22/23 年公司其他业务营收同比增长 10.0%/10.0%/10.0%，预计 21/22/23 年公司其他业务毛利

率 26.5%/26.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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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率预测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收入（百万元） 5506.54 5439.27 3475.38 4597.38 5916.57 7468.60 

    高端智能装备 1942.25 2181.17 3093.98 4441.23 5732.31 7250.38 

    精密结构件 3600.64 3319.27 276.91 - - - 

    智能制造服务 21.34 21.80 23.80 35.69 51.76 72.46 

    其他   109.51 120.46 132.50 145.75 

    分部间抵消 -57.68 -82.98 -28.81 - - - 

同比增速 -14.3% -1.2% -36.1% 32.3% 28.7% 26.2% 

    高端智能装备 -24.3% 12.3% 41.8% 43.5% 29.1% 26.5% 

    精密结构件 -7.1% -7.8% -91.7% - - - 

    智能制造服务  2.2% 9.1% 50.0% 45.0% 40.0% 

    其他    10.0% 10.0% 10.0% 

    分部间抵消    - - - 

毛利率 12.5% 11.7% 22.0% 30.9% 31.4% 31.7% 

    高端智能装备 37.9% 29.4% 30.0% 30.9% 31.3% 31.6% 

    精密结构件 -1.2% -0.2% -74.6% - - - 

    智能制造服务 19.7% 41.3% 48.5% 48.0% 47.5% 47.1% 

    其他   26.5% 26.5% 26.5% 26.5% 

    分部间抵消    - - -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我们预计 21/22/23 年公司期间费用率 16.5%/15.9%/15.3%；综上，我们预计 21/22/23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184.7%/45.9%/32.7%至 5.88/8.59/11.40 亿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40.3/27.6/20.8 倍。 

表 4：公司未来 3 年盈利预测表 

单位：百万元 2018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收入 5506.54 5439.27 3475.38 4597.38 5916.57 7468.60 

营业成本 4815.96 4800.25 2709.69 3178.04 4061.71 5102.62 

销售费用 269.70 178.33 184.40 195.15 253.66 323.40 

管理费用 509.00 345.72 340.38 315.19 393.46 476.80 

研发费用 229.70 122.31 162.66 182.90 236.55 300.10 

财务费用 101.92 113.88 122.82 64.69 55.06 38.72 

营业利润 -2802.78 63.26 -631.58 673.61 990.07 1319.09 

利润总额 -2810.33 50.59 -634.47 693.00 1011.32 1342.20 

归母净利润 -2865.63 12.58 -695.00 588.39 858.66 1139.59 

EPS (元) -2.00 0.01 -0.46 0.39 0.56 0.75 

ROE (%) -104.8% 0.5% -33.5% 22.1% 24.4% 24.5%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我们选择海天精工、国盛智科、日发精机、秦川机床作为可比公司。参考可比公司 Wind 一致预期下 2021 年 PE 均

值（37.65x），考虑到 2021 年以来公司剥离持续亏损的精密结构件业务，以及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快速边际改善，

我们认为公司估值相比于行业平均水平仍有上升空间，维持“买入”评级。 

表 5：同类公司估值比较 

代码 简称 
股价 

（9 月 24 日） 
EPS（元） PE 

PB PEG 
总市值 

（百万元） 
2020 2021E 2022E 2020 2021E 2022E 

300083 创世纪 15.52 -0.46 0.39 0.56 -34.09 40.26 27.59 11.48 0.75 23689 

同类公司： 

601882 海天精工 24.20 0.26 0.55 0.73 93.08 44.12 33.36 9.03 0.84 12632 

688558 国盛智科 51.40 1.04 1.50 2.07 49.42 34.32 24.89 5.50 0.92 6785 

002520 日发精机 9.40 0.15 0.23 0.31 62.67 41.17 30.44 2.80 1.10 8111 

000837 秦川机床 11.30 0.22 0.36 0.44 51.25 30.98 25.40 4.72 0.78 10163 

均值           64.10 37.65 28.52 5.51 0.91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和预测 

注：海天精工、国盛智科、日发精机、秦川机床盈利预测均基于 Wind 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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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下行导致消费电子、数控机床需求不及预期； 

2、子公司深圳创世纪专利权相关诉讼风险； 

3、公司通用机床领域客户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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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财务预测与估值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20 2021E 2022E 2023E  利润表（百万元） 2020 2021E 2022E 2023E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706  782  1085  1256   营业收入 3475  4597  5917  7469  

应收款项 2148  2393  2918  3683   营业成本 2710  3178  4062  5103  

存货净额 1462  1640  1878  2227   营业税金及附加 23  25  33  44  

其他流动资产 257  214  356  398   销售费用 184  195  254  323  

流动资产合计 4592  5051  6261  7591   管理费用 503  512  644  790  

固定资产 621  682  675  646   财务费用 123  65  55  39  

无形资产及其他 338  325  311  298   投资收益 13  13  23  16  

投资性房地产 2017  2017  2017  2017   资产减值及公允价值变动 (515) 0  0  0  

长期股权投资 8  23  43  68   其他收入 (62) 37  98  133  

资产总计 7577  8098  9308  10620   营业利润 (632) 674  990  1319  

短期借款及交易性金融负债 1448  1259  1231  796   营业外净收支 (3) 19  21  23  

应付款项 2615  2849  3093  3340   利润总额 (634) 693  1011  1342  

其他流动负债 709  577  693  1031   所得税费用 61  104  152  201  

流动负债合计 4772  4685  5016  5167   少数股东损益 (1) 1  1  1  

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 485  485  485  485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95) 588  859  1140  

其他长期负债 249  269  288  307        

长期负债合计 735  754  773  793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负债合计 5507  5439  5789  5960   净利润 (695) 588  859  1140  

少数股东权益 (2) (1) 0  1   资产减值准备 (59) 0  0  0  

股东权益 2072  2660  3519  4658   折旧摊销 38  65  76  81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7577  8098  9308  10620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515  0  0  0  

      财务费用 123  65  55  39  

关键财务与估值指标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营运资本变动 325  (260) (526) (551) 

每股收益 -0.46 0.39 0.56 0.75  其它 58  1  1  1  

每股红利 0.04 0.00 0.00 0.00  经营活动现金流 183  394  410  670  

每股净资产 1.36 1.74 2.31 3.05  资本开支 875  (112) (56) (37) 

ROIC 2% 14% 17% 20%  其它投资现金流 25  (2) (2) (2) 

ROE -34% 22% 24% 24%  投资活动现金流 992  (130) (78) (65) 

毛利率 22% 31% 31% 32%  权益性融资 1  0  0  0  

EBIT Margin 2% 15% 16% 16%  负债净变化 240  0  0  0  

EBITDA  Margin 3% 16% 17% 17%  支付股利、利息 (68) 0  0  0  

收入增长 -36% 32% 29% 26%  其它融资现金流 (1503) (189) (28) (434) 

净利润增长率 -5627% 185% 46% 33%  融资活动现金流 (1156) (189) (28) (434) 

资产负债率 73% 67% 62% 56%  现金净变动 18  76  304  171  

息率 0.3% 0.0% 0.0% 0.0%  货币资金的期初余额 688  706  782  1085  

P/E -34.1 40.3 27.6 20.8  货币资金的期末余额 706  782  1085  1256  

P/B 11.4 8.9 6.7 5.1  企业自由现金流 1299  278  280  519  

EV/EBITDA 312.5 38.7 29.4 23.0  权益自由现金流 37  34  205  52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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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劲胜股份-300083-重大事件快评：打造天线产品设计制造能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2013-09-30 

《劲胜股份-300083-2013 年半年报预告点评：业绩略超预期，平台公司成长可期》 ——2013-07-22 

《劲胜股份-300083-平台型公司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2013-05-15 

《劲胜股份-300083-2013 年一季报点评：工艺升级完成，产品布局完善》 ——2013-04-25 

《劲胜股份-300083-2013 一季报业绩预告点评：一季度收入利润均超我们预期》 ——201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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