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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AI检测设备制造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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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为光伏检测方案的设计及其配套设备、软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1.1 公司主营业务

Ø 上海欧普泰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欧普泰”）成立于1999年12月2日，2016年4月13日新三板挂牌，2022年12月12日北交所上市。

Ø 公司主营业务为光伏检测方案的设计及其配套设备、软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光伏检测设备、视觉缺陷检测系统和技术服务及配件。

Ø 从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来看，光伏检测设备收入占比最高，视觉缺陷检测系统业务收入占比次之。2019年至2022年，这两项业务的收入占比合计分别为94.69%、98.02%、

95.91%和95.04%。光伏检测设备业务收入占比下降主要因为视觉缺陷检测系统业务从2021年开始逐渐放量所至。2019年至2022年，公司光伏检测设备业务的平均毛利

率为34.58%，视觉缺陷检测系统业务的平均毛利率为77.47%。

Ø 公司采用直销模式，客户主要为国内太阳能光伏生产企业，涵盖多家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如隆基股份、晶澳科技、英利中国等。2020年至2022年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分

别为82.02%、55.28%和49.27%，客户集中度下降。

3

图表1：公司收入构成 图表2：公司各产品毛利率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主营产品构成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H1

光伏检测设备 94.69% 92.59% 61.62% 70.23% 97%

视觉缺陷检测系统 - 5.43% 34.29% 24.81%

技术服务及配件 5.31% 1.98% 4.08% 4.95%

配件及升级改造 3%

主营产品构成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H1

光伏检测设备 38.61 38.24 29.4 32.10 42.93%

技术服务及配件 70.44 79.23 71.35 50.78

视觉缺陷检测系统 68.35 80.77 83.29

配件及升级改造 64.92%

序号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客户 金额（万元） 占比 客户 金额（万元） 占比 客户 金额（万元） 占比

1 隆基股份及其子公司(合并) 4,032.48 42.8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067.30 16.63 隆基股份及其子公司(合并) 2,644.71 19.89

2 晶科能源及其子公司(合并) 1,486.64 15.78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48.36 15.67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67.84 9.54

3 晶澳科技及其子公司(合并) 1,140.21 12.1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66.55 10.99 苏州宏瑞达新能源装配有限公司 1,009.52 7.59

4 顺风光电及其子公司(合并) 717.61 7.62 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776.59 6.25 晶科能源及其子公司(合并) 835.59 6.28

5 阿特斯及其子公司(合并) 350.45 3.72 苏州宏瑞达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713.69 5.74 晶澳科技及其子公司(合并) 794.36 5.97

合计 7,727.39 82.02 合计 6,872.49 55.28 合计 6,552.02 49.27

图表3：2020年至2022年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

备注：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收入按产品分类中不再单独列示视觉缺陷检测系统，是由于从 2020 年下半年度开始推行的视觉缺陷检测系统，多应用于老产线的加装、替代与配套新建产线，目前由于客户端
以新扩产线为主，欧普泰在销的产品中该视觉缺陷检测系统已集成在光伏检测设备中，故该项收入并入光伏检测设备项目，不单独列示。



公司主要产品为光伏检测设备和视觉缺陷检测系统1.2 公司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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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图例 终端应用场景

光伏检测设备

电池片检测设备 检测太阳能电池片内部缺陷

电池串检测设备 对EL和隐裂、虚焊、断栅、脏污等电池串缺陷进行检测

光伏组件检测设备
检测出组件隐裂、碎片、混档、烧结网纹、材料缺失、断栅等缺陷，同时也可检测出光伏组件外观方面的长度

缺陷、间距缺陷、主栅露白、脏污、缺角、崩边等缺陷

接线盒焊接及检测设备 在焊接的同时完成对接线盒焊接效果的检测

视觉缺陷检测系统

电池串自动检测系统 自动识别电池串图像中的缺陷并标注

电池串返修查询系统 快速查询电池串所对应的缺陷，便于返修

光伏组件自动检测系统 自动识别光伏组件图像中的缺陷并标注

技术服务及配件

技术服务 光伏检测设备升级改造服务和光伏电站现场检测

配件 销售电脑主机、相机、焊头、探针头、步进电机等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4：公司产品和服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王振先生，近三年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1.3 企业股权结构

Ø 截至2023年6月31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是董事长、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王振先生，持有公司34.25%股份。第二大股东晨鸣(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公司5.02%股份，是新进股东。

Ø 第三大股东联储证券持有公司4.00%股份，在2018年2月至2021年9月是公司的督导券商。第五大股东汤雨香持有公司3.29%股份，是公司董事。

Ø 第六大股东李龙萍持有公司3.00%股份，目前未在公司任职，是上海洪鑫源的董事长并持股98.02%，上海洪鑫源实业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发起人股东，2020年底持有

公司11.15%股份，已退出，所以李龙萍曾经是间接持股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李龙萍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在多家企业参股。

Ø 第八大股东苏州中新兴富数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持有公司2.40%股份，其GP是兴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九大股东浙江浙创好雨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持有公

司2.25%股份，其GP是公司上市保荐机构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LP包含多家国企的投资公司和政府产业基金。公司拥有3家全资子公司。

5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视觉缺陷检测系统 光伏组件检测设备、配件、升级改造等服务 光伏检测设备、视觉缺陷检测系统

图表5：公司股权结构图（截至2023年6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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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公司收入增长放缓，归母净利润下滑，2023年H1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回升1.4 财务分析(1)

Ø 2019年至2021年公司总体上实现了收入和净利润增长，主要因为公司视觉缺陷检测系统业务在2020年产生收入后，逐渐实现了业务放量。2022年受疫情影响设备安装

调试时间延长，视觉缺陷系统销售下降以及老产品价格下调，公司收入增长放缓，归母净利润下滑。2022年公司收入同比增长6.96%，较2021年下降24.97个百分点。

2022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为2,915.90万元，同比下降4.64%。2023年上半年公司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回升，分别同比增长32.11%和31.09%。

Ø 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在2019年至2021年呈现上升趋势，但在2022年均出现下滑情况。2022年公司销售毛利率为45.73%，较2021年下降3个百分点。2022年公司销售净

利率为21.93%，较2021年下降2.67个百分点。2023年上半年公司销售毛利率进一步下滑，降至43.68%；公司销售净利率回升1.17个百分点至23.1%。

Ø 2020年至2022年公司期间费用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22年达到21.55%，较2020年上升3.39个百分点，在2023年上半年升至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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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公司收入情况 图表7：公司归母净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8：公司毛利率与净利率 图表9：公司期间费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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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体上为负数1.4 财务分析(2)

Ø 2019年至2022年公司平均研发费用为943.69万元，平均研发费用率为10.53%。公司研发项目主要为电池串双工位返修&自动EL检测设备的研发，新一代机器视觉系统平

台硬件研发测试，基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检测服务平台，高速组件接线盒自动焊接设备，全自动层后缺陷线扫检测设备，全自动组件外观检测设备等，以对公司现有产

品就行完善。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共拥有33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0项。

Ø 从资产周转情况来看，公司存货周转天数较长，2019年至2022年平均水平为310.89天，存货管理效率较低。2019年至2021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呈下降趋势，在

2021年为92.03天，较2019年下降186.25天。2022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回升至125.85天，较2021年上涨33.82天。

Ø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体上为负数，并且随着净利润的增加，缺口不断扩大。这与公司销售模式有较大关系，公司销售商品后，一般在安装调试完成时收取合同

价的50%-60%，终验后收取30%-40%，质保期满收取10%。公司光伏检测设备以安装调试完成时点确认收入，销售款在较长时间段内收取，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形成较大

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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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公司研发费用情况 图表11：公司资产周转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12：公司收现比 图表13：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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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处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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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检测行业上游为视觉类和计算机类原材料，下游为光伏制造，应用终端为光伏电站2.1 行业产业链

Ø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属于“C35专用设备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属于“C35专用设备制造业”下的“C3599其他专用设备制造”；公司具体的细分行业为光伏检测，处于产业链中游，上游为光伏检测设

备原材料，下游为光伏制造。

Ø 行业上游为相机、镜头等视觉类产品供应行业与显卡、CPU、GPU等计算机类产品的供应行业。视觉类产品发展历史悠久，品牌较多，供应充分，不存在因供应商

集中度较高而影响中游企业发展情形。计算机类产品贸易商较多，供应相对宽松。

Ø 行业下游光伏制造包括高纯度多晶硅材料的生产和硅片的制造，电池加工与组件封装。硅片加工为电池片是实现光电转换最为核心的步骤，组件环节通过物理封

装工艺完成光伏发电单元的封装；光伏的应用终端为光伏电站，包括集中式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电站两类，集中式电站为光伏发电的主流，分布式光伏在政策引导

下占比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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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检测设备行业企业 硅料/硅片

电池行业企业

组件行业企业

视觉缺陷系统行业企业

沛德光电

图表14：光伏检测行业产业链

上游原材料供应 中游光伏检测 下游光伏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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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检测和外观检测是最重要的检测形式，发展情况受光伏行业和视觉行业的共同影响2.2 行业定义与分类

Ø 光伏检测对应生产的专用设备为光伏检测设备，公司主要产品光伏检测设备和视觉缺陷检测系统是传统的光伏检测设备和机器视觉技术的结合，因此光伏检测行业的

发展受到光伏行业发展和视觉行业发展的影响。

Ø 光伏检测首先通过光伏检测设备将电池片、电池串、组件等光伏产品进行成像，然后通过视觉缺陷检测系统对图像信息进行处理、识别和标记，实现对光伏产品缺陷

的判别和认定，进而实现光伏产品检测环节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Ø 光伏组件内部存在的问题很难通过肉眼发现，必须借助各种检测仪器来判断光伏组件的电器性能和结构安全性能是否满足要求。按光伏组件的加工工艺区分，主要有

电池串EL检测、叠焊后二次铺设前外观检测、层压前EL及外观检测、层压后EL检测、层压后削边后外观翻转检验、接线盒焊接及检测、以及出货前终检等几个检测环

节。其中EL检测和外观检测是光伏产品的重要检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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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检测类别 简介

EL检测

EL检测利用电致发光原理对组件内部进行检测。通过给组件外加正向偏置电压，电源向组件内部注入大量非平衡载流子，电致发光依靠从扩散区注入

的大量非平衡载流子不断地复合发光，放出光子，再利用CCD相机捕捉到这些光子，利用计算机进行处理后显示出来。EL图像的亮度正比于电池片的

少子扩散长度与电流密度，组件电池片有缺陷的地方，少子扩散长度较低，所以显示出来的图像亮度较暗。因此通过EL图像，可以有效地发现光伏产

品隐裂、烧结缺陷、黑心、混档等问题。

外观检测 外观检测通过图像识别和机器视觉技术，可以检测出光伏产品外观方面的长度缺陷、间距缺陷、脏污、缺角、崩边、组件汇流条偏移等问题。

图表15：光伏检测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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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光伏检测主要应用于光伏制造过程，近几年在政策推动下全球和中国光伏装机量快速提升，带动全球及中国光伏组件产量提升，有利于光伏检测设备需求的增长。

Ø 随着全球范围内对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的重视，新能源利用以及碳中和概念正在世界各国不断推广，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推动光伏行业发展。根据国际可

再生能源机构数据，2022年全球累计光伏装机容量已达到1,046,614MW，同比增长22.38%。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中国累计光伏装机容量为

392,436MW，同比增长28.08%。

Ø 受光伏装机需求增长的驱动，全球及中国光伏组件产量持续提升。根据CPIA数据，截至2022年，全球及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分别达到347.4GW、294.7GW。中国是全球

光伏组件的主要生产国，其光伏组件产量在全球所占份额自2011年以来持续保持在60%以上，并稳步提升至2022年的88.83%。2022年，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大幅增长。

光伏装机量提升带动组件产量增长，有利于拉动光伏组件制造和检测设备需求2.3 光伏行业发展情况

图表17：2011-2022年全球及中国光伏组件产量（GW）图表16：全球及中国累计光伏装机容量

数据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国家能源局，CPIA，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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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组件扩产催生光伏检测需求，2021年光伏检测行业存量市场规模达19.22

亿元
2.4 光伏检测行业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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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2020年至2024年全球光伏检测

存量市场规模及预测（亿元）

Ø 随着光伏装机容量的提升和全球市场对清洁能源需求的增长，行业龙头企业不断加码产能稳固地位，大量新增市场参与者也纷纷进入行业，使得光伏组件产能持续扩

张。PVinfo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球组件产能达442GW，同比增长38.12%，2022年至2024年预计全球组件产能将分别达到549GW、636GW和667GW。2021年底，中国

大陆光伏组件产能达到337GW，同比增长38.11%，约占全球总产能的76.24%，预计到2024年将达到509GW，迅速扩张的光伏组件产能将不断带动光伏组件制造和检测设

备需求的增长。

Ø 目前光伏行业中平均一条产线组件产能为500MW，每条生产线需配备的检测硬件设备价值约为157.5万元，视觉缺陷检测系统价值约为60万元。据此测算2021年，光伏

检测行业存量市场规模约为19.22亿元，其中光伏检测硬件设备13.92亿元，视觉缺陷检测系统5.3亿元。随着下游扩张步伐的加速，预计到2024年，光伏检测行业的

存量市场规模将达到29.01亿元，其中硬件设备21.01亿元，软件8.00亿元。

Ø 目前公司主要细分产品包括电池串检测设备、光伏组件检测设备、接线盒焊接及检测设备、电池串自动检测系统、电池串返修查询系统和光伏组件自动检测系统。在

每条生产线中相应设备和系统的价值分别为24.00万元、33.00万元、32万元、8万元、8万元、12万元和32万元。根据PVInfolink出具的对于全球组件产能的统计与预

测数据，预计公司对应产品的细分市场空间情况如图表20所示。

数据来源：PVInfolink，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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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公司细分产品全球存量市场规

模及预测（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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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企业多为未上市企业或为上市公司子公司，欧普泰是唯一一家独立上市企业2.5 行业竞争格局

Ø 目前国内光伏检测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传统光伏检测设备企业、综合性自动化设备企业以及软件企业。从光伏检测设备竞争领域来看，参与者有欧普泰、沛煜

光电、沛德光电、苏州巨能、苏州晟成，从已知的规模数据来看，苏州晟成的业务体量较大。从视觉缺陷检测系统竞争领域来看，参与者有欧普泰、优层智能、

洪朴信息，后2家企业分别成立于2016年和2018年，欧普泰成立于1999年，发展史较长。业内企业凭借自身的优势在市场中各有侧重，在市场竞争同时也体现出

部分合作竞争的关系，例如，据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信息，2021年晟成光伏联合优层智能推出光伏组件生产全流程视觉AI+检测及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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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
领域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产品定位 目标客户 主要客户 业务规模

光伏检
测设备

沛煜光电 2014年 以光伏检测设备为主，对于软件市场开拓较少 光伏组件厂商、设备制造商
天合光能、环晟光伏、常州亿

晶等
-

沛德光电 2009年 以光伏检测设备为主，对于软件市场开拓较少 光伏组件厂商、设备制造商
天合光能、东方日升、晶澳集

团等

累计销售电池串检测设备约1,400套，越南
累计中标组件产线20GW，天合光能累计中标

组件产线22GW

苏州巨能-金辰股份
（603396）控股子公司

2011年
主要为母公司金辰股份生产的成套光伏产线设备

提供光伏检测设备
光伏组件厂商、设备制造商

半导体、光伏、港口、汽车等
制造业客户

2022年营收17,800.35万元，净利润
1,547.28万元

苏州晟成-京山轻机
（000821）全资子公司

2013年
主要光伏设备产品是提供成套光伏产线设备，光

伏检测设备一般为成套设备内含产品
光伏组件厂商、有工业智能化需

求的客户等
安科公司

2022年营收326,909.63万元，净利润
38,783.80万元

欧普泰 1999年
专注于光伏检测设备和视觉缺陷检测系统的研发、
生产、销售，可按照客户产线具体情况进行定制

光伏组件厂商、设备制造商

括隆基、晶澳、晶科、
腾辉、阿特斯、协鑫、正泰、

爱康、尚德、英利中国、亿晶、
英辰等

2022年，公司实现营收13,295.43万元，
2022年光伏检测设备销售额为9,337.98万元，
视觉缺陷检测系统业务销售额为3,299.13万

元。

视觉缺
陷检测
系统

优层智能 2018年 专注于生产人工智能识别软件
光伏行业企业、半导体行业企业
等存在人工智能诊断需求的公司

- -

洪朴信息 2016年 专注于生产人工智能识别软件 存在人工智能诊断需求的公司 - -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21：行业内主要企业情况



产品市占率高，且主要产品的技术指标优于同行业企业2.6 公司行业地位（1）

Ø 截至2021年底，公司电池串检测设备、组件检测设备、接线盒焊接及检测设备在全球市场的市占率分别为28.32%、51.29%和1.07%。公司电池串自动检测系统和电

池串返修查询系统全球市场份额为13.02%，公司组件EL检测系统和组件外观检测系统全球市场份额为9.13%。

Ø 从各公司的电池片检测设备技术指标对比中可以得出，公司在快速检测速度、产量、系统破片率、检测精度、识别准确率以及漏判率的指标数据上均具备优势；从

各公司的光伏组件检测设备技术指标对比中同样可以发现，公司的检测周期、影响采集时间以及EL检测形式均表现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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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2021年公司各产品全球市占率

项目
2021年度累计市场空

间（万元）
截至2021年底累
计收入（万元）

市场份额

电池串检测设备 21,216.00 5,317.77 28.32%

组件检测设备 29,172.00 13,240.15 51.29%

接线盒焊接及检测设备 28,288.00 268.77 1.07%

光伏检测设备合计 78,676.00 18,826.69 27.04%

电池串自动检测系统 7,072.00

1,630.16 13.02%

电池串返修查询系统 7,072.00

组件EL检测系统 10,608.00

3,144.35 9.13%

组件外观检测系统 28,288.00

视觉缺陷检测系统合计 53,040.00 4,774.51 10.17%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23：公司在电池片检测设备的技术指标对比中占优

指标 欧普泰 沛煜光电 沛德光电 苏州巨能

快速检测速度 ≤1s/pcs ≤1.8s/pcs ≤2.25s/pcs -

产量（p/h） >=3600pcs/h - >=1600pcs/h >=3600pcs/h

测试范围（mm） 156*156-210*210mm - - -

兼容电池片类别 PERC/HJT/Topcon - - -

系统破片率 ≤0.03% ≤0.03% ≤0.05% ≤0.05%

检测精度 ≤0.1mm - - ≤0.16mm

识别准确率 ≥99.5% - >95% -

漏判率 ≤0.5% - ≤2% -

图表24：公司在光伏组件检测设备的技术指标对比中占优

指标 欧普泰 沛煜光电 沛德光电 苏州巨能

节拍：检测
周期(s)

≤17s ≤20s
高电流&低电流：

<38s/pcs；高电流：
<30s/pcs

高电流&低电流：
<30s/pcs；高电流：

<28s/pcs

影像采集时
间

0-60S可调 1-60S可调 1-10S可调

EL检测
AI自动识别(在线
识别缺陷并自动

判定)

人工识别、自动识
别可选，外观辅助

识别

人工判断，预留缺陷自
动判断接口，后期可做

软件自动判断升级



公司产品性能指标在行业处于领先水平2.6 公司行业地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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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公司通过累积缺陷数据，不断提升算法的判断能力，使得产品性能指标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目前这些产品已经在行业内得以全面推广应用，这些产品可以实现

对电池片、电池串、组件及接线盒等多种产品瑕疵类型的自动识别，识别精度达到漏判率0.05%，误判率3%，并且能使下游客户良品率达到99.7%，已帮助客户实现

了一定程度上的人力成本节约。

指标 2017年技术参数要求 2019年技术参数要求 2021年技术参数要求 公司光伏检测设备技术

快速检测速度 ≤1s/pcs ≤1.8s/pcs ≤2.25s/pcs -

测试节拍 30秒 25秒 18秒 ≤17s

稼动率 99.00% 99.30% 99.50% ≥99.5%

组件尺寸(mm) 1650-1900 1650-2200 1650-2500 -

电池片兼容性 电池片尺寸：156(mm) 电池片尺寸：156-182(mm) 电池片尺寸：156-230(mm) 尺寸：156-210（mm）

定位精度 99.00% 99.50% 99.90% -

检测类型 虚焊、断栅、黑心、黑边、隐裂等
虚焊、断栅、黑心、黑边、隐裂、异物、缺角

片间距、串间距等
虚焊、断栅、黑心、黑边、隐裂、异物、气泡、缺

角、片间距、串间距等
隐裂、虚焊、失效、混档等

EL上电成功率 99.00% 99.50% 99.90% ≥99.9%

拼图要求 手动拼接EL拼接成功率99.30%无外观 半自动拼接EL、外观拼接成功率99.50%
全自动拼接EL、外观拼接成功率99.90%，拼接间距

与实物无偏差。
软件自动无缝拼接，拼图

成功率≥99.9%

清晰度 0.8mm 0.6mm 0.4mm 0.4-0.5mm

EL/VI图像自动拍摄功能 EL相机和外观相机2个，清晰度0.8mm
EL相机4个，外观相机4个，上外观相机4个，

EL清晰度0.6mm、外观0.5mm
EL相机4个，外观相机4个，上外观相机4个，EL清

晰度0.4mm、外观0.2mm
EL清晰度0.4-0.5mm，外

观0.2mm

缺陷种类 虚焊、断栅、黑心、黑边、隐裂等
虚焊、断栅、黑心、黑边、隐裂、异物、缺角

片间距、串间距等
虚焊、断栅、黑心、黑边、隐裂、异物、气泡、缺

角、片间距、串间距等
隐裂、虚焊、失效、混档等

软件滤波修正 分辨率，条码水印，水平标尺
平常纠正，灰度拉深，

分辨率，条码水印，水平标尺
平常纠正，灰度拉深，畸变纠正，分辨率，条码水

印，图片水平垂直反转，水平标尺
-

缺陷标记功能 虚焊、断栅、黑心、黑边、隐裂等
虚焊、断栅、黑心、黑边、隐裂、异物、缺角

片间距、串间距等
虚焊、断栅、黑心、黑边、隐裂、异物、气泡、缺

角、片间距、串间距等
隐裂、虚焊、失效、混档等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25：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公司产品性能指标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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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通过口头或书面发表

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除非另行说明，本报告中所引用的关于业绩的数据均代表过往表现，过往的业绩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回报的预示。

本报告由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对这些

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次报告仅供参考价值，无任何投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