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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行业指数本周涨跌幅：截至2021年12月17日，申万电子行业本

周下跌2.18%，涨幅在申万28个行业中位列第21位，跑输沪深300指数

0.20个百分点；申万电子板块本月下跌0.33%，跑输沪深300指数2.87

个百分点；申万电子板块本年上涨14.35%，跑赢沪深300指数19.28个

百分点；各二级子板块涨跌幅：截至2021年12月17日，申万电子板块

的5个二级子板块除SW电子制造外全部下跌，涨跌幅从高到低依次

为：SW电子制造（0.58%）、SW光学光电子（-1.02%）、SW元件（-

2.23%）、SW其他电子（-3.39%）和SW半导体（-4.62%）。 

◼ 板块估值情况：截至2021年12月17日，电子行业PE（TTM）为33.36

倍，低于近一年均值（近一年均值为38.14倍）；SW半导体、SW其他

电子、SW元件、SW光学光电子和SW电子制造估值分别为82.88倍、

49.33倍、35.48倍、34.43倍和30.23倍。 

◼ 电子行业周观点：全球电子行业仍处于较高景气时期，一方面把握半

导体设备/材料、功率半导体、IC载板等领域的国产替代进程，另一

方面关注AR/VR、汽车电子和Mini LED等下游创新对供应链企业的业

绩拉动作用。建议关注歌尔股份（002241）、联创电子（002036）、

长信科技（300088）、电连技术（300679）、北方华创（002371）、

鼎龙股份（300054）、士兰微（600460）、斯达半导（603290）、鹏

鼎控股（002938）、东山精密（002384）、兴森科技（002436）、胜

宏科技（300476）、三安光电（600703）、国星光电（002449）、利

亚德（300296）等相关受益企业。 

◼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不如预期，国产替代不及预期、行业创新力度放

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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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行业行情回顾 

电子行业指数本周涨跌幅：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申万电子行业本周下跌 2.18%，涨

幅在申万 28 个行业中位列第 21 位，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20 个百分点；申万电子板块本

月下跌 0.33%，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87 个百分点；申万电子板块本年上涨 14.35%，跑赢

沪深 300 指数 19.28 个百分点。 

图 1：申万电子行业年初至今行情走势（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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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申万电子板块的 5 个二级子板块除 SW 电子制造外全部下跌，

涨跌幅从高到低依次为：SW 电子制造（0.58%）、SW 光学光电子（-1.02%）、SW 元件

（-2.23%）、SW 其他电子（-3.39%）和 SW 半导体（-4.62%）。 

表 1： 申万 28 个行业涨跌幅情况（单位：%）（截至 2021年 12月 17 日） 

序号 代码 名称 本周涨跌幅 本月至今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1 801160.SL 公用事业(申万) 6.54 9.44 31.98 

2 801760.SL 传媒(申万) 6.30 10.89 -3.56 

3 801720.SL 建筑装饰(申万) 4.17 8.68 17.32 

4 801230.SL 综合(申万) 2.54 2.71 11.36 

5 801770.SL 通信(申万) 2.33 1.19 2.44 

6 801040.SL 钢铁(申万) 1.44 3.29 36.33 

7 801750.SL 计算机(申万) 1.21 0.60 0.34 

8 801710.SL 建筑材料(申万) 0.91 8.77 0.71 

9 801140.SL 轻工制造(申万) 0.49 3.89 6.52 

10 801890.SL 机械设备(申万) 0.44 0.62 15.03 

11 801020.SL 采掘(申万) 0.00 4.50 38.07 

12 801790.SL 非银金融(申万) -0.05 5.94 -17.16 

13 801740.SL 国防军工(申万) -0.58 -3.82 8.01 

14 801210.SL 休闲服务(申万) -0.58 8.66 -14.41 

15 801030.SL 化工(申万) -0.65 -0.08 37.02 

16 801130.SL 纺织服装(申万) -0.66 -0.44 1.30 

17 801180.SL 房地产(申万) -0.71 4.72 -13.52 

18 801170.SL 交通运输(申万) -0.88 3.76 0.32 

19 801730.SL 电气设备(申万) -1.38 -4.55 54.39 

20 801010.SL 农林牧渔(申万) -1.87 0.49 -10.83 

21 801080.SL 电子(申万) -2.18 -0.33 14.35 

22 801780.SL 银行(申万) -2.22 2.00 -2.95 

23 801150.SL 医药生物(申万) -2.34 -3.13 -9.11 

24 801200.SL 商业贸易(申万) -2.69 -0.33 -5.99 

25 801120.SL 食品饮料(申万) -3.35 5.08 -5.00 

26 801880.SL 汽车(申万) -3.60 -3.65 18.61 

27 801050.SL 有色金属(申万) -3.81 -4.20 43.49 

28 801110.SL 家用电器(申万) -3.98 1.74 -23.27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表 2： 申万电子行业各子板块涨跌幅情况（单位：%）（截至 2021年 12 月 17 日） 

序号 代码 名称 一周涨跌幅 本月至今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1 801085.SL 电子制造 0.58 6.55 6.66 

2 801083.SL 元件 -2.23 -3.25 16.00 

3 801081.SL 半导体 -4.62 -4.72 31.79 

4 801084.SL 光学光电子 -1.02 1.77 2.36 

5 801082.SL 其他电子 -3.39 -5.66 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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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板块估值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电子行业 PE（TTM）为 33.36 倍，低于近一年均值（近一年均

值为 38.14 倍）；SW 半导体、SW 其他电子、SW 元件、SW 光学光电子和 SW 电子制造

估值分别为 82.88 倍、49.33 倍、35.48 倍、34.43 倍和 30.23 倍。 

 

图 2：申万电子板块近一年市盈率水平（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图 3：申万半导体板块近一年市盈率水平（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表 3： 申万电子板块及其子板块估值（PE（TTM））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代码 板块名称 当日估值 

近一年

平均值

（倍） 

近一年

最大值

（倍） 

近一年

最小值

（倍） 

当前估值距近一

年平均值差距 

当前估值距

近一年最大

值差距 

当前估值距

近一年最小

值差距 

801080.SL 电子 33.36  38.14  47.33  31.81  -12.52% -29.52% 4.89% 

801081.SL 半导体 66.17  82.88  109.36  61.74  -20.16% -39.49% 7.19% 

801082.SL 其他电子 44.23  49.33  60.90  40.08  -10.34% -27.38% 10.35% 

801083.SL 元件 32.06  35.48  43.86  28.29  -9.62% -26.90% 13.33% 

801084.SL 光学光电子 17.29  34.43  51.76  17.11  -49.77% -66.59% 1.07% 

801085.SL 电子制造 30.17  30.23  36.56  25.93  -0.19% -17.48% 16.35%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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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申万其他电子板块近一年市盈率水平（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图 5：申万元件板块近一年市盈率水平（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6：申万光学光电子板块近一年市盈率水平（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图 7：申万电子制造板块近一年市盈率水平（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三、产业新闻 

1. 【商务部：海运不畅、芯片供应短缺等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缓解】 

财联社 12 月 16 日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以来，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国外贸依然展现了强劲韧性，实现较快增长，稳中向

好。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外贸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不均衡因

素，全球疫情起伏反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海运不畅、芯片供应短缺等问题短期内

难以根本缓解，企业综合成本居高不下，外贸运行面临较大压力。 

2. 【台积电推 N4X 制程主打高效能运算 2023 上半年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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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 12 月 16 日电，台积电今天宣布，推出 N4X 制程技术，主要针对高效能运

算产品工作负载的高度要求量身打造。台积电预估 N4X 将于 2023 年上半年进入试

产。台积电表示，N4X 为旗下第一个以高效能运算为主的制程技术，代表 5nm 制程

家族所具备的至高效能与最大时脉频率，X 系列代表台积电特别为高效能运算产品

开发的技术。 

3. 【OPPO 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Find N】 

《科创板日报》15 日讯，OPPO 首款折叠屏手机 Find N 今日发布，售价 7699 元起，

采用 E5 材质、8192 级双屏自动亮度调节，基于 LTPO 技术可实现 1-120Hz 智能动

态刷新率。其他配置方面，OPPO Find N 搭载高通骁龙 888 移动平台，最大 12GB 

RAM+512GB ROM 的存储组合，内置 4500mAh 大电池。 

4. 【外媒称美国政府考虑对中芯国际实施更严厉制裁 外交部回应】 

财联社 12 月 15 日电，据外媒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

国际实施更严厉制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 15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国对有关的报道感到严重关切。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中方始

终认为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而不应成为限制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赵立

坚表示，美方个别政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

识形态化，这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只会威胁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破坏国际贸易规则，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政治操弄。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决捍卫中

国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 

5. 【小米虚拟试穿专利获授权 可将虚拟服饰精准叠加到人像】 

财联社 12 月 15 日电，天眼查 App 显示，12 月 14 日，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

获“虚拟试穿的方法及装置”专利授权，申请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摘要显示，该方

法包括：对电子显示屏显示的人体图像进行分割，得到人体图像中与待试穿服饰类

型相同的已穿戴服饰的区域，通过对分割后的人体图像进行变形计算、调整颜色分

布，得到调整后的人体图像，并通过电子显示屏显示。该技术方案可以将虚拟服饰

精准地叠加到人体图像上。 

6. 【华为申请元 OS 商标】 

财联社 12 月 15 日电，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申请注册“元 OS”

商标，国际分类为科技仪器，当前商标状态为申请中。 

7. 【OPPO 发布首个自研芯片马里亚纳 MariSilicon X】 

财联社 12 月 14 日电，在 2021 年 INNO DAY 上，OPPO 发布首个自研芯片马里亚

纳 MariSilicon X，这是由 OPPO 第一个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影像专用 NPU 芯片。 

8. 【中国信通院与中兴通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财联社 12 月 14 日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 13 日在深圳举行。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领域的人才、技术



                                               电子行业周报（2021/12/13-2021/12/19） 

 8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及市场资源等优势，开展广泛的战略合作，形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围绕网络

通信、人工智能、云计算与大数据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进一步开展在数字化转型方

面的合作，继续在标准组织、生态联盟中共同开展技术研究、标准起草、测试认证

和产业化发展等工作。 

9. 【罗姆的马来西亚半导体工厂产能将升至 1.5 倍】 

财联社 12 月 14 日电，罗姆在马来西亚的半导体工厂产能将扩大到 1.5 倍。罗姆将

于 2022 年 1 月开始着手建设新厂房，计划到 2023 年 8 月建成。投资额为 82 亿日

元。罗姆将增产占全球份额过半的“绝缘栅驱动器”。这是用于驱动功率半导体的大

规模集成电路（LSI），预计面向汽车和工业设备存在需求。 

10. 【高善文：中国 70%产业结构升级集中在计算机和通信设备领域】 

财联社 12 月 14 日电，高善文表示，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在过去 10 年进展非常迅

猛，且 70%以上的产业结构升级集中在计算机和通信设备领域。这一领域持续进行

着快速的技术革命和迭代，为我们创造了越来越多弯道超车的机会。在该领域庞大

且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中，中国总体处在下游的装配和生产环节，沿着供应链从最下

端向上快速爬升，但距离最顶端仍有一定差距，这是中国过去 10 年产业结构转型

的重要特点。 

11. 【华为将于 12 月 23 日发布新款折叠屏手机 P50 Pocket】 

财联社 12月 14日电，华为官宣华为将于 12月 23日发布新款折叠屏手机P50 Pocket，

此次新品将采用纵向折叠设计，有白色和金色两款配色。 

12. 【群智研究：三季度全球车载显示面板出货量同比增 25.6%】 

财联社 12 月 13 日电，根据群智咨询调查数据显示，2021 年三季度全球车载显示面

板出货量约 4185 万片（仅前装），同比增长约 25.6%，前三季度车载显示已累计出

货量约为 1.2 亿片（仅前装），同比增长约 30.4%。主要原因受到汽车智能化加速

渗透，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作为汽车智能化最好的载体，在 2021 年销量爆发。车载显

示作为人机交互的重要硬件设施，其大屏化、多屏化的趋势加速推进，其单车平均

搭载数量也跟着快速增加。 

13. 【台积电回应德国设厂进展：有接触 仍在初期阶段】 

财联社 12 月 11 日电，台湾经济日报消息，针对台积电德国设厂议题，台积电企业

社会责任委员会主席暨欧亚业务资深副总经理何丽梅今日出席活动面对相关询问

时简短指出，有接触、仍在初期阶段，地点也还没定案。 

14. 【联发科毫米波新品量产在即】 

财联社 12 月 17 日电，联发科 CEO 蔡力行指出，虽然半导体市场在 2022 年可能不

会像 2021 年一样大幅成长，但联发科营收仍然能维持 1~2 年成的成长幅度，也确

定会在 2022 年正式推出首款毫米波（mmWave）规格手机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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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张峰：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已超 1800 个】 

财联社 12 月 19 日电，近日，在 2021（第三届）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上，中国电子

学会理事长张峰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加速完善，5G+工业互

联网在建项目已经超过 1800 个；连接设备总量超过 7600 万台套；同时安全保障能

力持续提升，国家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与 31 个省级系统全面实现对接。 

四、公司公告与动态 

1. 【盛美上海：公司建立了全球化的采购体系 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科创板日报》16 日讯，盛美上海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建立了全球化的采购体系，

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在韩国和美国分别成立了盛美韩国和盛

美加州，组建了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团队，依靠韩国和美国发达且完善的半导体

产业链，境外采购部分关键零部件，并计划与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公

司在中国大陆积极与当地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合作，在逐步提升关键零部件采购

渠道多元化的同时，可缩短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周期，降低采购成本。公司会根

据销售预测，将未来 12 个月可能需要的零部件与供应商进行洽谈，保证公司中长

期的核心零部件供应。 

2. 【晶瑞电材：高端 KrF（248）光刻胶已完成中试 进入客户测试阶段】 

财联社 12 月 16 日电，晶瑞电材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高端 KrF（248）光刻胶已完

成中试，建成了中试示范线，已进入客户测试阶段。近期已购得 KrF 光刻机一台，

可用于 KrF 光刻胶的曝光测试，同时公司 KrF 光刻胶量产化生产线正在积极建设

中。目前 ArF（193）高端光刻胶研发工作已正式启动，已完成光刻机、匀胶显影机、

扫描电镜、台阶仪等设备购置，其中 ASML1900Gi 型光刻机设备正在积极调试中。

同时公司正在积极开展对上游材料树脂单体及配方的研究。 

3. 【芯源微：国科瑞祺拟减持不超 2.67%股份】 

《科创板日报》15 日讯，芯源微公告，国科瑞祺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本次减持计

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即 2021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 2.67%。 

4. 【产业链人士：闻泰科技拿下三星 2022 年约 4000 万台手机 ODM 订单】 

财联社 12 月 15 日电，从手机产业链人士处获悉，近期，三星 2022 年给手机 ODM

（原始设计制造）厂商订单已释放出来，闻泰科技拿到三星约 4000 万台订单。产业

链人士称，除了拿下三星的大量手机订单，闻泰科技近期还获得了其他多个手机

ODM 项目，同时在进一步扩大手机 ODM 业务团队规模。闻泰科技此前连续多年是

手机 ODM 行业龙头之一，三星是其重要客户之一。 

5. 【赛微电子：拟收购 Elmos 汽车芯片制造产线】 

财联社 12 月 14 日电，赛微电子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瑞典 Silex 拟以 8450 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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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 700 万欧元的在制品款项）（折算成人民币为 6.07 亿元）收购德国法兰

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Elmos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多特蒙德市的汽车芯

片制造产线相关资产。德国 Elmos 将在产线交割时提供工艺技术许可，特别是支持

产线 350nm 工艺流程的产品开发套件。通过此次收购，公司将把核心主业传感器和

芯片工艺制造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拓宽至汽车电子领域。 

6. 【欣旺达：子公司拟 200 亿元投建动力电池等项目】 

财联社 12 月 14 日电，欣旺达公告，子公司欣旺达汽车电池与枣庄管委会已签订项

目投资协议，项目总投资约 200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150 亿元，主要用于建

设年产能 30GWh 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 

7. 【联想计划三年投入 2 亿元资金 用于上海交大科研及人才培养】 

《科创板日报》14 日讯 ，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获悉，未来三年，联想集团将在科

研合作、人才培养、新技术孵化三方面向上海交大投入 2 亿元资金。联想集团董事

长兼 CEO 杨元庆捐建的“杨元庆科学计算中心”14 日在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揭牌

启用。计算中心装备的绿色水冷高性能计算设备被命名为“思源一号”，总计算力为

6 千万亿次/秒(双精度)。 

8. 【海康威视：子公司萤石网络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 

财联社 12 月 13 日电，海康威视公告，所属子公司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 

9. 【露笑科技：拟对合肥露笑半导体增加 6500 万元注册资本】 

财联社 12 月 13 日电，露笑科技公告，拟对合肥露笑半导体增加 6500 万元注册资

本，公司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合肥露笑半导体

55.65%股权。 

10. 【工业富联：2021 年 OTT 产品出货逾 6000 万个】 

财联社 12 月 13 日电，据鸿海旗下工业富联统计，2021 年的 STB/OTT 相关产品全

球出货量，已累积超过 6,000 万个，也宣布加入 Netflix 的 Hailstorm Program 合作计

划，强攻智慧家庭影音巿场。 

11. 【江丰电子：拟向控股股东等定增募资不超 16.5 亿元】 

财联社 12 月 17 日电，江丰电子公告，拟向控股股东姚力军等不超过 35 名发行对

象发行股票，募资总额不超过 16.5 亿元，其中姚力军以 5000 万元-1 亿元认购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宁波江丰电子年产 5.2 万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

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产业化项目、浙江海宁年产 1.8 万个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超高

纯金属溅射靶材产业化项目、宁波江丰电子半导体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

动资金及偿还借款。 

12. 【景嘉微：此次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总体影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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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 12 月 17 日电，景嘉微公告，公司此次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总体影

响可控，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针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公司将采取相

关应对措施。当前，公司经营及财务情况一切正常，业务发展态势良好，各项业务

稳步推进。 

13. 【欧菲光：未来五年力争在智能汽车、VR/AR 等新业务开拓进取】 

财联社 12 月 17 日电，欧菲光在互动平台表示，在 VR/AR 领域，公司主要生产光

学相关的 VR/AR 产品，例如 VR/AR 透镜、VR/AR 模组，目前公司在 VR/AR 领域

与国内主流品牌客户开展了广泛合作。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 年）将力争在智能

汽车、VR/AR 等新业务开拓进取，显著提升新业务收入占比，使之成为公司新的增

长动力。 

14. 【海康微影声明：美方将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的决定毫无根据】 

财联社 12 月 17 日电，海康威视控股子公司海康微影 12 月 17 日发布声明称，美国

商务部以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为由将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这个的决定是毫无根据的，

海康微影过去、现在未曾研发、生产和销售中国军用产品。 

 

五、行业数据更新 

5.1 智能手机数据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根据 IDC 数据，21Q3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3.31 亿部，同比下

降 6.33%，环比上升 5.75%。 

图 8：全球智能手机出货情况 

 
资料来源：IDC，东莞证券研究所 

 

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根据工信部数据，2021 年 10 月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3,360 万

部，同比增长 28.4%，环比增长 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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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国内智能手机出货情况 

 

资料来源：工信部，东莞证券研究所 

5.2 半导体销售数据 

全球、中国半导体销售数据：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2021 年 10 月全球半导体

销售额为 48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01%，国内半导体销售额为 167.7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1.17%，同比增速均有所放缓。 

图 10：全球半导体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工信部，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11：中国半导体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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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工信部，东莞证券研究所 

 

5.3 液晶面板价格数据 

截至 2021 年 10 月，32 吋、43 吋、50 吋、55 吋和 65 吋液晶面板价格分别为 44、78、

131、150 和 215 美元/片，环比上期分别下降 12.00%、7.14%、15.48%、11.76%和 10.42%；

截至 2021 年 11 月，32 吋、43 吋和 55 吋液晶面板价格分别为 41、74 和 134 美元/片，

环比上期分别下降 6.82%、5.13%和 10.67%，下跌幅度有所放缓。 

图 12：液晶面板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六、电子板块本周观点 

全球电子行业仍处于较高景气时期，一方面把握半导体设备/材料、功率半导体、IC 载板

等领域的国产替代进程，另一方面关注 AR/VR、汽车电子和 Mini LED 等下游创新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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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企业的业绩拉动作用。建议关注歌尔股份（002241）、联创电子（002036）、长信科

技（300088）、电连技术（300679）、北方华创（002371）、鼎龙股份（300054）、士

兰微（600460）、斯达半导（603290）、鹏鼎控股（002938）、东山精密（002384）、

兴森科技（002436）、胜宏科技（300476）、三安光电（600703）、国星光电（002449）、

利亚德（300296）等相关受益企业。 

七、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不如预期，国产替代不及预期、行业创新力度放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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