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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 15日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

电新行业双周报 2024年第 2期总第 24期

碳酸锂价格处于相对低位 重点关注电池化学品板块

行情回顾：

报告期内电力设备行业指数跌幅为 2.31%，跑赢沪深 300指数 1.97Pct。

电力设备申万二级子行业中光伏设备、电网设备、其他电源设备Ⅱ、

电池、电机Ⅱ、风电设备分别变动-0.27%、-0.61%、-2.55%、-3.81%、

-6.81%、-6.86%。重点跟踪的三级子行业锂电池、电池化学品分别变

动-2.86%、-4.62%。

2023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电力设备行业累计下跌 27.90%，沪深 300指

数累计下跌 15.17%，电力设备行业累计跑输 12.72Pct。电力设备的四

个申万二级子行业在下跌，其中光伏设备累计跌幅最大，为 39.01%；

电机Ⅱ上涨 13.19%。重点跟踪的两个三级子行业锂电池、电池化学品

全部下跌，跌幅分别为 33.92%、36.66%。电力设备行业整体表现较差。

本报告期内重点跟踪三级子行业个股以下跌为主。报告期内，锂电池

行业 31只 A股成分股中 4只上涨，其中德福科技涨幅最大，为 20.22%。

电池化学品 43只 A股成分股中有 6只个股上涨，中银绒业涨幅最大，

为 9.52%。

估值方面，截至 2024年 1月 12日，电力设备行业 PE为 16.78倍，低

于负一倍标准差，位于申万一级行业第 22位的水平。电力设备申万二

级行业中重点跟踪的电池行业 PE为 18.73倍，位居第四位。重点跟踪

的两个三级子行业 PE分别为电池化学品 20.40倍、锂电池 17.58倍。

本报告期，电力设备行业共有 13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减持 2.74亿元。

其中，1家增持 29.71万元，12家减持 2.74亿元。

投资观点：

根据鑫椤锂电，截至 1月 11日，电池级碳酸锂均价 9.7万元/吨，部分

冶炼端企业挺价心态亦有所动摇，推动价格小幅下移。由于电池企业 2

月需求前置，近期现货成交量略有好转，但下游企业压价依然明显，

锂盐企业多处于亏损边缘，江西部分厂家加大限产力度，以保长协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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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主。随着去年行业整年的去库存，锂盐价格下跌调整超过 1年，

当前锂盐企业多处于亏损边缘，行业供过于求的状况将逐步达到平衡，

叠加行业有望进入补库存阶段，并且终端需求仍保持快速增长，建议

继续重点关注电池化学品板块。

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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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场回顾

1. 行情回顾

报告期内电力设备行业指数跌幅为 2.31%，跑赢沪深 300指数 1.97Pct。电力设备申万二级

子行业中光伏设备、电网设备、其他电源设备Ⅱ、电池、电机Ⅱ、风电设备分别变动-0.27%、-0.61%、

-2.55%、-3.81%、-6.81%、-6.86%。重点跟踪的三级子行业锂电池、电池化学品分别变动-2.86%、

-4.62%。

2023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电力设备行业累计下跌 27.90%，沪深 300指数累计下跌 15.17%，

电力设备行业累计跑输 12.72Pct。电力设备的四个申万二级子行业在下跌，其中光伏设备累计

跌幅最大，为 39.01%；电机Ⅱ上涨 13.19%。重点跟踪的两个三级子行业锂电池、电池化学品全

部下跌，跌幅分别为 33.92%、36.66%。电力设备行业整体表现较差。

图 1：本报告期内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图 2：本报告期内电力设备申万二级行业涨跌幅（%） 图 3：本报告期内重点跟踪三级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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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电力设备行业 2023年初至报告期末累计涨跌

幅（%）

图 5：重点跟踪三级行业 2023年初至报告期末累计

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本报告期内重点跟踪三级子行业个股以下跌为主。报告期内，锂电池行业 31只 A股成分

股中 4只上涨，其中德福科技涨幅最大，为 20.22%。电池化学品 43只 A股成分股中有 6只个

股上涨，中银绒业涨幅最大，为 9.52%。

图 6：锂电池行业涨跌幅前五个股（%） 图 7：锂电池行业涨跌幅后五个股（%）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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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电池化学品行业涨跌幅前五个股（%） 图 9：电池化学品行业涨跌幅后五个股（%）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估值方面，截至 2024年 1月 12日，电力设备行业 PE为 16.78倍，低于负一倍标准差，位

于申万一级行业第 22位的水平。电力设备申万二级行业中重点跟踪的电池行业 PE为 18.73倍，

位居第四位。重点跟踪的两个三级子行业 PE分别为电池化学品 20.40倍、锂电池 17.58倍。

图 10：申万一级行业 PE（TTM）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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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电力设备行业 PE（TTM）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图 12：电力设备申万二级行业 PE（TTM） 图 13：重点跟踪三级子行业 PE（TTM）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2. 行业重要资讯

2.1 新能源汽车行业

 国家能源局：鼓励条件适宜地区结合充电设施建设分布式光伏等，形成绿色充电一体

化系统

1月 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示范县和示范乡镇”

申报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加大充电网络建设运营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出台

农村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专项支持政策，加大用地保障，加大配套电网改造升级力度。

鼓励条件适宜地区结合充电设施建设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等，形成绿色充电一体化系统。

鼓励开展车网互动等新技术应用。结合农村地区充电设施环境、运行维护要求等，完善充电设

施运维体系。（资料来源：西部碳中和新能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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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TOP13车企配套动力电池一览

电池中国联合动力电池应用分会梳理了 2023年销量靠前的车企动力电池配套信息，以供参

考：2023 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达 3,024,417 辆，同比增长 61.9%，完成年销量 300

万辆目标，是全球第一家新能源车年销量超 300万辆车企。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比亚迪新

能源汽车已累计销售超 630万辆。在动力电池配套上，比亚迪依靠垂直供应链体系，动力电池

由其旗下的弗迪电池自主配套。动力电池应用分会数据显示，2023年 1-11月（12月份数据尚

未公布，下同），弗迪电池为比亚迪配套了 91.4GWh动力电池。

2023年，吉利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487,461辆，同比增长 48%。吉利通过吉利银河、领克、

几何等多个品牌，覆盖了新能源汽车中高低端，动力类型涵盖纯电、插电式混合动力等多种类

型，实现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在动力电池配套上，目前吉利汽车有宁德时代、蜂巢能源、

国轩高科、欣旺达、中创新航、正力新能等多家动力电池供应商。同时其旗下的耀宁新能源也

在 2023年动作频频。

2023年，广汽埃安实现电动汽车销量达到 480,003辆，同比增长 77%，且均为纯电动汽车，

势头非常强劲。仅 2023年前 11个月就带动动力电池装机量达到 28.4GWh。在动力电池配套上，

目前广汽埃安主要有中创新航、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孚能科技，以及巨湾技研等 5家电池供

应商。值得注意的是，广汽埃安投资的因湃电池，也已于 2023年 12月建成投产，首期可实现

6GWh产能，后期将完成 36GWh产线导入，同时可满足 60万辆电动汽车配套需求（资料来源：

电池中国）。

2.2 动力电池行业

 2023年 12月动力电池月度信息

产量方面：12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 77.7GWh,环比下降 11.4%，同比增长

48.1%。1-12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累计产量为 778.1GWh，累计同比增长 42.5%。

销量方面：12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销量为 90.1GWh，环比增长 7.1%。其中,动力

电池销量为 72.1GWh，占比 80.0%，环比增长 5.9%，同比增长 38.2%；其他电池销量为 18.0GWh,

占比 20.0%，环比增长 12.5%。1-12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累计销量为 729.7GWh。其中，

动力电池累计销量为 616.3GWh，占比 84.5%，累计同比增长 32.4%；其他电池累计销量为

113.4GWh，占比 15.5%。12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出口 19.4GWh,环比增长 8.5%，占当

月销量 21.6%。其中动力电池出口 13.9GWh，占比 71.6%，环比增长 7.0%，同比增长 48.4%。

其他电池出口 5.5GWh，占比 28.4%，环比增长 12.6%。1-12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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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达 152.6GWh，占前 12月累计销量 20.9%。其中，动力电池累计出口 127.4GWh，占比 83.5%，

累计同比增长 87.1%；其他电池累计出口 25.2GWh，占比 16.5%。

装车量方面：12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47.9GWh，同比增长 32.6%，环比增长 6.8%。其

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6.6GWh，占总装车量 34.5%，同比增长 44.9%，环比增长 5.3%；磷酸铁锂

电池装车量 31.3GWh，占总装车量 65.3%，同比增长 26.8%，环比增长 7.5%。1-12月，我国动

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387.7GWh, 累计同比增长 31.6%。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126.2GWh,占总

装车量 32.6%，累计同比增长 14.3%；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261.0GWh,占总装车量 67.3%，

累计同比增长 42.1%。12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共计 43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装车配套，较去

年同期增加 2家。排名前 3家、前 5家、前 10家动力电池企业动力电池装车量分别为 35.4GWh、

39.6GWh和 45.5GWh,占总装车量比分别为 73.8%、82.6%和 94.8%。1-12月，我国新能源汽车

市场共计 52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装车配套，较去年同期减少 5 家，排名前 3家、前 5家、前

10家动力电池企业动力电池装车量分别为 305.5GWh、338.6GWh和 375.3GWh，占总装车量比

分别为 78.8%、87.4%和 96.8%。（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EVTank：2023年中国锂离子电池隔膜出货量达 176.9亿平米，干法隔膜占比首次回升

研究机构 EVTank联合伊维经济研究院共同发布了《中国锂离子电池隔膜行业发展白皮书

（2024年）》。白皮书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锂离子电池隔膜出货量同比增长 32.8%，达到

176.9亿平米，其中湿法隔膜出货量达到 129.4亿平米，干法隔膜出货量达到 47.5亿平米。EVTank

在白皮书中表示，2023年全球锂离子电池隔膜出货量已经突破 210亿平米，中国隔膜企业出货

量的全球占比在 2023年已经突破 83%。

从不同类型隔膜出货量来看，EVTank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干法隔膜出货量增长明显，

同比增速 67.4%，远超湿法隔膜的增速。《中国锂离子电池隔膜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干法隔膜的总体占比增长至 26.9%，比 2022年提高 5.6个百分点，为 2014

年以来中国干法隔膜出货量占比的首次回升。EVTank分析认为 2023年干法隔膜出货量增长明

显的主要原因在于储能电池用隔膜的拉动。

从中国的主要隔膜企业来看，2023年隔膜行业的竞争格局呈现较大的变化，其中上海恩捷

仍保持行业龙头地位并且出货量遥遥领先，但是其市场份额相比 2022年已经明显下降，星源材

质、中材科技、河北金力、中兴新材和惠强新材等企业的市场份额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中国隔

膜行业 CR10在 2023年超过 90%，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EVTank新发布的《中国锂离子电

池隔膜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中关于行业前十企业的榜单中，博盛新材为今年新进入企

业，其以 4.8亿平米的出货量排名第九。（资料来源：EV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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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储能行业

 2023年锂电储能排名

据 ICC鑫椤资讯统计，2023年国内储能电芯出货量 199Gwh，同比增长 78%；全球储能电

芯出货量 210Gwh，同比增长 70%。

国内市场增长因素：根据国家规划，我国将在“十四五”期间建成九大集风光水火储于一体的

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新能源合计装机规模达 664.8GW，以及以三北沙漠、戈壁、荒漠等地区为

重点的大型风光基地 200GW；今年年中国家出台细则并批复 270Gw 新能源大基地项目，包含

印发第一批、第二批项目清单总规模为 127.53GW（第一批 97.05GW、第二批 30.48GW）；对

库布齐沙漠、腾格里沙漠等 7个新能源基地的实施方案进行了复函，约 86.60Gw。 7月份开始

五大六小发电企业开启了第一批国家新能源大基地项目建设，随着年底第一批大基地项目的完

工及并网，新能源配储市场需求大幅增长。浙江，广东，江苏，安徽等省份由于电力市场缺口

大，依赖于外省电力输入，加上这些省份工商业企业数量多耗电量大，今年以来这些省份峰谷

价差继续拉大，企业配储意愿增强，工商业表现强劲。

海外市场增长因素：由于输电基础设施的缺乏，加上冗长的许可程序，导致美国清洁能源

和储能项目在接入电网受阻，导致今年美国整体需求延后。而今年表现较为突出的当属澳洲和

英国大储市场，意大利、南非、南美等市场也表现不错，多个大储项目开工和并网。海外户储

市场今年表现整体欠佳，虽然并网数据比去年要好，但一大部分为去年订单的交付，今年整体

属于电芯去库存阶段。

整体来看，今年由于表前侧储能和工商业储能需求激增，加上今年电芯产能充足，企业价

格厮杀，今年电芯价格从年初的 0.9元/wh以上一路下跌到年底的 0.4元/wh左右，跌幅达 56%，

今年年度平均成交价格在 0.65元/wh左右，国内企业凭借强大的供应链及国内市场的壁垒优势，

整体表现好于海外电芯企业，加上储能市场的全面铁锂化，TOP10中 9家为国内电芯厂。国内

电芯企业中，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占据前三的市场份额，在国内电芯企业占比中，宁

德时代以超 70Gwh的出货量，稳居第一，占比 37%，比亚迪和亿纬锂能出货量均在 20Gwh以

上，比亚迪占比 13%，亿纬锂能占比 12%。

大储市场方面：宁德时代今年在国内招投标市场拿下 10个 Gwh的订单，其余订单以签长

协或半年度采购为主，客户主要包括五大六小发电企业及中车株洲所、海博思创、阳光电源、

华能清能院、特斯拉、Powin、Fluence、Wärtsilä、Flexgen、Hyosung等头部系统集成商，占全

球大储市场 41%的份额。比亚迪今年在国内招投标市场表现更强劲，拿下近 13Gwh的订单，客

户主要有五大六小发电企业及联科熙和、平高集团、华能清能院、CSIQ、Terra-Gen 、Nex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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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Wartsila等储能厂商，占全球大储市场 12%的份额。亿纬锂能今年在国内招投标市场收

获近 6Gwh的订单，客户主要包括 5大六小发电企业及林洋亿纬、沃太能源、华为、华能清能

院、阳光电源、威胜能源、Powin、ABS等储能系统集成商，占全球大储市场 10%的份额。

小储市场方面：国轩高科今年加强跟华为、中国铁塔、苏美达等企业的合作，并积极拓展

海外储能市场，与 Edison和 InoBat达成销售合作协议，在越南、泰国、欧洲、美国等地设合资

电池基地，加速融入当地市场，占小储市场 15%的市场份额。亿纬锂能今年以来中标中国移动

2022年至 2024 年通信用磷酸铁锂电池产品集中采购项目，并持续深化跟华为的合作，在基站

备电和数据中心方面持续发力，户储及便携式电池方面今年表现稳健，与沃太能源、古瑞瓦特、

德业科技等小储客户合作紧密，占小储市场 14%的市场份额。比亚迪今年以来则主要依靠海外

强大的经销商网络，迅捷的海外售后团队，稳居欧美澳日等各大户储市场的头部供应商，占据

小储市场 10%的市场份额。（资料来源：鑫椤锂电）

二、 公司动态

1. 重点公司动态

2024年 1月 11日，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603312）正式登陆上交所主板，

IPO发行价格为 29.02元/股，募资总额 11.72亿元。西典新能的主营产品为电池连接系统和复

合母排。其中，电池连接系统是电池模组内电连接的结构件，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化学

储能领域；复合母排是一种多层复合结构连接排，实现功率器件与主电路组件的电气连接。工

业电气母排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工业变频、新能源发电等高电压、大电流领域，电控母排主

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搭载 48V微混系统的燃油车。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化学

储能、轨道交通、工业变频、新能源发电等领域，积累了宁德时代、比亚迪、法拉电子、中国

中车、阳光电源、国轩高科、西屋制动、罗克韦尔、东芝三菱等优质客户。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公司产品应用于比亚迪、特斯拉、蔚来、理想、小鹏、长城、赛力斯等整车厂的热销车型。根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新能源汽车产量数据测算，2023年 1-6月，西典新能电池连接系统产品国

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14.89%，电控母排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30.66%，行业竞争地位突出。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鑫椤锂电）

永太科技 1月 9日晚间公告，公司与宁德时代签订了《物料采购补充协议》，约定了未来

几年内电解液的采购计划。根据公告，永太科技与宁德时代在 2021年 7月 31日签署了《物料

采购协议》，约定了六氟磷酸锂、双氟磺酰亚胺锂（LIFSI）和碳酸亚乙烯酯（VC）三种产品

的交易计划和价格等事宜。随后，在 2024年 1月 9日，双方又签订了《物料采购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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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意向于 2024年和 2025年每年分别向永太科技采购不少于 10万吨各型号电解液（含中

标数量），具体采购量将视宁德时代业务情况变动。（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电池中国）

科达利：拟不超 12亿元投建深圳新能源电池精密结构件生产基地。1月 5日晚间，科达利

(002850)公告，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不超过 12亿元在深圳市龙华区投资建设“深圳新能源电池

精密结构件生产基地项目”。项目建设期约 2.5年。建设内容包括购置土地;建设、装修生产用

各工序车间厂房;购置新能源电池精密结构件生产所需先进设备和设备安装等。

据公告介绍，该项目拟建设一个高质、高效的智能化、自动化生产基地，主要生产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储能电池精密结构件、消费类电池精密结构件，全部达产后将实现

年产值约 33亿元。

公告表示，此次投资为了完善公司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储能电池精密结构件、

消费类电池精密结构件产能布局，更好的满足客户产能配套需求，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项目

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新能源电池精密结构件的有效产能，规模优势将降低公司产品单位研

发、生产成本，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则会相应得到提升，有利于提高公司经济效益，提升公司核

心竞争力，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电池中国）

2. 重点公司股票增、减持情况

本报告期，电力设备行业共有 13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减持 2.74亿元。其中，1家增持 29.71

万元，12家减持 2.74亿元。

表 1：电力设备行业上市公司股东增、减持情况

代码 名称 变动次数 涉及股东人数 总变动方向 净买入股份数合计(万股) 增减仓参考市值(万元)

688248.SH 南网科技 2 2 增持 1.20 29.71

688681.SH 科汇股份 1 1 减持 -0.60 -9.16

688517.SH 金冠电气 1 1 减持 -1.25 -19.71

688599.SH 天合光能 2 2 减持 -3.25 -90.90

002576.SZ 通达动力 1 1 减持 -8.64 -147.34

831152.BJ 昆工科技 1 1 减持 -18.05 -309.70

300423.SZ 昇辉科技 1 1 减持 -23.06 -221.92

600089.SH 特变电工 5 4 减持 -41.49 -571.42

301278.SZ 快可电子 1 1 减持 -83.32 -4,676.32

301150.SZ 中一科技 1 1 减持 -128.60 -4,179.57

300432.SZ 富临精工 3 2 减持 -132.00 -1,315.53

002759.SZ 天际股份 1 1 减持 -164.00 -2,2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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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08.SZ 华菱线缆 7 1 减持 -1,509.30 -13,641.65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三、 重点数据跟踪

图 14：正极材料单瓦时价格行情（元/KWh）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图 15：金属原材料（镍、钴、电解锰、碳酸锂）每日价格行情（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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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单 GWh电池所需碳酸锂成本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图 17：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及渗透率 图 18：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辆）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图 19：全球动力电池出货结构 图 20：中国动力电池月度装车量（GWh/月）

资料来源：EVTank，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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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瑞证券研究所

图 21：中国动力电池出货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四、 投资建议

根据鑫椤锂电，截至 1月 11日，电池级碳酸锂均价 9.7万元/吨，部分冶炼端企业挺价心态

亦有所动摇，推动价格小幅下移。由于电池企业 2月需求前置，近期现货成交量略有好转，但

下游企业压价依然明显，锂盐企业多处于亏损边缘，江西部分厂家加大限产力度，以保长协供

应为主。随着去年行业整年的去库存，锂盐价格下跌调整超过 1年，当前锂盐企业多处于亏损

边缘，行业供过于求的状况将逐步达到平衡，叠加行业有望进入补库存阶段，并且终端需求仍

保持快速增长，建议继续重点关注电池化学品板块。



行业周报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股票投资评级说明和法律声明 17 / 17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证券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买入：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10％～20％；

中性：相对市场表现在－10％～＋10％之间波动；

减持：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看好：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

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

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完整的观点

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沪深 300指数。

法律声明：“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已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在本机构、本人所知情

的范围内，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与所评价的证券没有利害关系。本报告中的

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报告信息

已做最新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

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投

资者据此投资，投资风险自我承担。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

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载或转发，否则，本公司将保留随时追究其法

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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