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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水泥：需求缓慢恢复，库存下降。需求方面，整体需求恢复相对迟缓，当前

水泥市场需求弱势运行，工地复工情况较差，整体市场复苏仍需待春季开工季

真正启动。供给方面，目前北方地区仍处于冬季错峰停窑阶段，预计将于 3 月

10 日结束，南方地区一季度执行错峰停窑计划或安排检修，短期水泥供给量

变动幅度不大。本周熟料库存小幅下降，较上周下降 2.79 个百分点。水泥价

格小幅下降，随着春季来临、气温回升，下游施工季开启有望带动水泥需求增

长，价格有望上行。建议关注南方地区市场需求情况。  

 浮法玻璃：需求偏弱，库存增加。本周浮法玻璃价格小幅上涨。需求方面，

浮法玻璃市场刚需恢复缓慢，新增订单有限，加工厂陆续复工，但整体复产率

较低。供给方面，本周浮法玻璃供给量较上周不变，周内在产 259 条产线。本

周浮法玻璃企业库存较上周增长 2.99%。短期来看，市场需求改善进度偏缓，

当前库存偏高，一定程度抑制价格上行，预计短期浮法玻璃价格维稳运行；中

长期地产保交楼有望延续，玻璃需求有上行预期。  

 玻璃纤维：粗纱、电子纱价格平稳运行。近期粗纱下游需求表现较弱，节后

市场需求尚未完全恢复，主流玻纤厂家粗纱报价延续稳定运行。电子纱价格维

持稳定运行，市场需求以按需采购为主，多数厂家出货一般。当前成本水平较

高，对价格有一定支撑，粗纱库存较高，企业去库压力较大。短期来看，市场

需求疲软叠加厂家去库压力，价格或将维持弱势运行。中长期来看，玻璃纤维

下游需求如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持续扩张，行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消费建材：消费建材需求有望回升。近期地产利好政策持续加码，对规范经

营、发展前景良好的房企可发放用于偿还房企及控股公司存量房地产领域的

相关贷款和公开市场债券，住建部提出各城市可因地制宜调整地产政策后，广

州、上海、苏州等城市陆续发布优化住房限购通知，此外，5 年期 LPR 下调超

市场预期进一步提振地产消费信心，有望带动消费建材需求增加。与此同时，

消费建材龙头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销售策略及产品结构，加速推进渠

道下沉及零售业务市场规模，企业市占率有望不断提升。建议关注消费建材龙

头企业。  

 投资建议：消费建材：推荐后地产周期下有望在存量房、城市更新以及区域

性基建 需求 提升 中受益 的行 业龙头 企业 东方 雨虹（ 002271.SZ）、公 元股 份  

（002641.SZ）、 北新建材（000786.SZ）、 伟星新材（002372.SZ）、科顺股

份（300737.SZ）。水泥：关注受益于基建高增速及后续地产开工回暖下需求

增长的水泥龙头企业海螺水泥（600585.SH）、华新水泥（600801.SH）、上峰

水泥  （000672.SZ）、冀东水泥（000401.SZ）。玻璃：建议关注多业务布局的

玻璃龙头旗滨集团（601636.SH）、凯盛新能（600876.SH）。玻璃纤维：推荐

产能进一步扩张的玻纤龙头中国巨石（600176.SH）。新材料：建议关注工业

胶需求高增长的硅宝科技（300019.SZ）。  

 风险提示：原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新增

产能超预期的风险；地产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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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要闻 

1. 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印发《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 2024 年版）》的通知  

2 月 29 日  ，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关于印发《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的通

知称，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国家发展

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在《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基础上，结合绿色发展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修订形成《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  

其中与建材行业相关的内容有：  

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减排包括通过工艺改进和清洁生产等措施减少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

排放的活动，如水泥行业通过非碳酸盐原料替代传统石灰石原料。  

工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包括钢铁、水泥、焦化、锅炉、有色金属、建材、铸造、石化、化工等

行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高炉煤气和焦炉煤气精脱硫，低氮燃烧改造，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

效分级指标开展绩效等级提升改造。需符合国家、地方相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以及《产业

园区废气综合利用原则和要求》（GB/T36574）等标准规范要求。  

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包括电力、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及锅炉针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污染物开展的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需符合本行

业国家、地方超低排放相关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要求。  

工业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处置主要包括尾矿、粉煤灰、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赤泥、化工

废渣、除尘灰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回收、无害化处理和再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历史遗留尾矿库整

治。需符合《工业综合利用设备环境化设计导则》（GB/T3151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术语》

（GB/T3491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水泥窑协同处置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锰渣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1241）、《排污许可证申

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工业固体废物（试行）》（HJ1200）等国家、地方、行业相关标准规范要求，以

及《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等支持范围。  

电石渣制备水泥、新型建材，磷石膏在水泥、土壤调理剂、硫酸、新型建筑材料生产中的利用，

脱硫石膏、柠檬酸石膏在绿色建材和石膏晶须等新材料生产中的应用，工业副产石膏的资源化、高

价值化利用等。工艺、产品等需符合国家、地方有关法规政策和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技术、产品的评价参照《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评价导则》（GB/T32326)、《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产品环境与质量安全评价技术导则》（GB/T32328）。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包括企业建立能源管理中心、能源管理体系咨询服务、能源管理标杆企业信

息咨询、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成效评估、能源管理体系工具软件开发、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服务等。需

符合《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23331）、《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GB/T29456）、《水泥行

业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GB/T30259）等国家、地方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绿色技术产品认证推广，包括节能降碳、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

保护修复和利用等领域先进技术推广、硅酸盐水泥等低碳产品认证和推广需符合《绿色产品标识使

用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0 号）、《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建科〔2014〕

75 号）等有关法规政策要求，产品需符合《绿色产品评价标准清单及认证目录（第一批、第二批、

第三批、第四批）》（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 号、2020 年第 59 号、2021 年第 43 号、2023

年第 24 号）等国家、地方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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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https://www.dcement.com/article/202403/222285.html  

2. 工信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

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七部门发布我国首个《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主要目标，到 2030 年，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传统产业绿色发展层级整体

跃升，产业结构和布局明显优化，绿色低碳能源利用比例显著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稳步提升，

污染物和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碳排放总量实现达峰，新兴产业绿色增长引擎作用更加突出，规模

质量进一步提升，绿色低碳产业比重显著提高，绿色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绿色发展基础能力大幅

提升，绿色低碳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绿色发展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坚实基础。到 2035 年，制造

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碳中和能力稳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绿色低碳竞争优势凸显，绿色发展成为新型工业化的普遍形态。  

其中涉及建材行业相关内容有：  

健全市场化法治化化解过剩产能长效机制，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到 2030 年，主要再

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62%。  

定期更新发布制造业绿色低碳技术导向目录，遴选推广成熟度高、经济性好、绿色成效显著的

关键共性技术，推动企业、园区、重点行业全面实施新一轮绿色低碳技术改造升级。  

严格项目准入，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推动区域产业绿色协同提升，

重点发展钢化联产、炼化一体化、林浆纸一体化、以化固碳等产业耦合模式，以及冶金和建材等行

业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向城镇居民供热等产城融合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强资源耦合和循环利

用，加快建设“无废企业”“无废园区”“无废城市”。  

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在生产制造全流程拓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典型应用场景，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势，建立回收利用环节溯源系统，推广“工

业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新模式。加快建立数字化碳管理体系，鼓励企业、园区协同推进能

源数据与碳排放数据的采集监控、智能分析和精细管理。  

综合考虑能耗、环保绩效水平，完善阶梯电价制度和水价政策。健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

套制度，研究有序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协调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用能权交易、绿电绿证交易等市场

建设。  

加快制定碳排放基础通用、核算与报告、低碳技术与装备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

到 2030 年完成 500 项以上碳达峰急需标准制修订。  

优化绿色低碳标杆培育体系。发挥绿色低碳标杆的引领带动作用，构建绿色制造“综合标杆”

和细分领域“单项标杆”相衔接的标杆培育体系，打造制造业绿色化发展领军力量。制定绿色工厂

梯度培育及管理办法，发挥绿色工厂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纵向形成国

家、省、市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培育机制，横向通过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带动园区

内、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创建绿色工厂。到 2030 年，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过 40%。

鼓励绿色工厂进一步深挖节能降碳潜力，创建“零碳”工厂。深入开展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培育，不断探索绿色低碳路径和解决方案。持续遴选发布能效“领跑者”、水效“领跑者”、再生

资源规范条件企业、环保装备规范条件企业、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企业园区等，从工业全过程深

挖能源资源节约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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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https://www.dcement.com/article/202403/222283.html  

3. 2024 年专项债提前批额度顶格下达  

截至 2 月 23 日，31 个省份都披露了预算报告，且都公布了提前批地方债额度的情况。  

2024 年 31 省份获得的提前批专项债、一般债额度加总分别为 22800 亿元、4320 亿元，二者均

为 2023 年新增专项债、新增一般债额度的 60%，意味着监管部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限下

达了提前批额度。  

其中一般债总额度和去年持平，各省份提前批一般债额度和去年变化不大；专项债总额度相比

去年增加 900 亿元（增长 4%），但结构出现调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大省专项债

额度相比去年增长 10%以上，而天津、重庆、广西等一些高风险省份相比去年下降 40%左右。  

分省份来看，广东省提前批专项债额度最高为 3245 亿元，其次为山东（2433 亿元）、浙江（1903

亿元），三省额度合计超过 7500 亿元，占全国总额度的三成。而青海、西藏、宁夏三省份额度较

少，均不到 30 亿元。  

新闻链接：https://www.dcement.com/article/202402/222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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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数据 

水泥板块，水泥价格：本周全国水泥价格微降，水泥周均价为 316.22 元 /吨，环比上周下降 0.01%，

截至 3 月 1 日全国水泥价格为 316.83 元 /吨，同比下降 17.69%，当前水泥价格低于 2017-2023 年同

期。水泥熟料库存：本周熟料库存周环比小幅下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截至 2 月 29 日全国水泥

熟料周度库容率为 67.6%，环比上周减少 2.79 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增长 5.46 个百分点，水泥熟料

库容率处于历史高位水平。单位利润：截至 3 月 1 日，吨水泥煤炭价差周环比小幅增长，但仍低于

去年同期水平。3 月 1 日秦皇岛港山西产 5500 大卡动力末煤平仓价为 922 元 /吨，环比上周下降

1.91%，按照生产一吨水泥消耗动力煤 0.13 吨计算，3 月 1 日吨水泥煤炭成本约 119.86 元 /吨，吨

水泥煤炭价差 196.97 元 /吨，环比上周增长 1.59%，年同比下降 14.68%。  

图1：历年水泥价格（元/吨）  图2：全国水泥熟料周度库容率（%）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图3：吨水泥煤炭价差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卓创资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浮法玻璃板块，价格：本周浮法玻璃周均价小幅上涨，周均价为 2071.09 元 /吨，环比上周增长

0.36%，截至 3 月 1 日浮法玻璃价格为 2072.47 元 /吨，同比增长 19.02%。库存：本周浮法玻璃库存

继续增长，截至 2 月 29 日浮法玻璃周度企业库存为 5093 万重量箱，环比上周增加 2.99%，同比减

少 28.29%。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22
-
07

22
-
08

22
-
09

22
-
10

22
-
11

22
-
12

23
-
01

23
-
02

23
-
03

23
-
04

23
-
05

23
-
06

23
-
07

23
-
08

23
-
09

23
-
10

23
-
11

23
-
12

24
-
01

24
-
02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20
21

-
01

-
04

20
21

-
02

-
04

20
21

-
03

-
04

20
21

-
04

-
04

20
21

-
05

-
04

20
21

-
06

-
04

20
21

-
07

-
04

20
21

-
08

-
04

20
21

-
09

-
04

20
21

-
10

-
04

20
21

-
11

-
04

20
21

-
12

-
04

20
22

-
01

-
04

20
22

-
02

-
04

20
22

-
03

-
04

20
22

-
04

-
04

20
22

-
05

-
04

20
22

-
06

-
04

20
22

-
07

-
04

20
22

-
08

-
04

20
22

-
09

-
04

20
22

-
10

-
04

20
22

-
11

-
04

20
22

-
12

-
04

20
23

-
01

-
04

20
23

-
02

-
04

20
23

-
03

-
04

20
23

-
04

-
04

20
23

-
05

-
04

20
23

-
06

-
04

20
23

-
07

-
04

20
23

-
08

-
04

20
23

-
09

-
04

20
23

-
10

-
04

20
23

-
11

-
04

20
23

-
12

-
04

20
24

-
01

-
04

20
24

-
02

-
04

吨水泥煤炭价格差 水泥价格 吨水泥煤炭成本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免责声明。 7 

 

[Table_ReportTypeIndex] 行业周报/建筑材料  

图4：历年浮法玻璃价格（元/吨）  图5：全国浮法玻璃周度企业库存（万重量箱）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光伏玻璃板块，价格：截至 2024 年 2 月 28 日，3.2mm 光伏镀膜玻璃现货平均价为 25.5 元 /平

方米，环比上周持平，同比下降 3.77%；2.0mm 光伏镀膜玻璃现货平均价为 16.5 元 /平方米，环比

上周持平，同比下降 15.38%。从部分主流玻璃厂家光伏玻璃报价来看，本周 3.2mm 镀膜光伏玻璃

日度出厂价稳定运行，截至 3 月 1 日主流厂家 3.2mm 镀膜光伏玻璃日度出厂均价为 25.63 元 /平方

米，环比上周持平，同比去年增长 0.49%。  

图6：光伏玻璃现货价格走势（元/平方米）  图7：主流厂家 3.2mm 镀膜光伏玻璃出厂价（元/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玻璃纤维板块，粗纱价格：本周部分主流玻纤厂家粗纱价格平稳运行，截至 3 月 1 日国内主流

玻纤厂家缠绕直接纱 2400tex 日度出厂均价为 3200 元 /吨，环比上周持平，同比下降 28.89%。电子

纱价格：本周电子纱价格稳定运行，截至 3 月 1 日国内主流玻纤厂家电子纱 G75 日度出厂价为 7250

元 /吨，环比上周持平，同比下降 19.44%。  

图8：主流玻纤厂家缠绕直接纱 2400tex 日度出厂价（元/吨）  图9：主流玻纤厂家电子纱（G75）日度出厂价（元/吨）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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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回顾 

本周建材行业涨跌幅为 0.67%，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71 百分点，建材行业在所有 31 个行业中

周涨跌幅排名第 18 位，其中，各细分板块水泥制造 /水泥制品 /玻璃制造 /玻纤制造 /管材 /耐火材料 /

其他建材本周表现分别为-0.60%/1.34%/2.63%/1.87%/2.66%/0.37%/0.18%。年初至今建材行业涨跌

幅为-4.44%，跑输沪深 300 指数 7.55 个百分点，各细分板块水泥制造 /水泥制品 /玻璃制造 /玻纤制

造 / 管 材 / 耐 火 材 料 / 其 他 建 材 年 初 至 今 表 现 分 别 -1.18%/-20.24%/-8.46%/-4.39%/-2.93%/-

6.65%/4.17%。  

图10：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图11：建材行业走势情况  图12：建材行业各细分板块周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本 周 涨 幅 前 五 的 建 材 行 业 上 市 公 司 是 四 川 金 顶 （ 6000678.SH/49.22% ） 、 华 立 股 份

（603038.SH/17.24%）、西藏天路（600326.SH/12.22%）、宏和科技（603256.SH/9.41%）、龙泉股

份（002671.SZ/7.71%）。年初至今涨幅前五的建材行业上市公司是中铁装配（300374.SZ/44.89%）、

中旗新材（001212.SZ/24.28%）、北新建材（000786.SZ/19.26%）、兔宝宝（002043.SZ/12.98%）、

华新水泥（600801.SH/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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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本周建材行业涨幅前五上市公司  图14：年初至今涨幅前五建材行业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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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观点 

水泥：需求缓慢恢复，库存下降。需求方面，整体需求恢复相对迟缓，当前水泥市场需求弱势

运行，工地复工情况较差，整体市场复苏仍需待春季开工季真正启动。供给方面，目前北方地区仍

处于冬季错峰停窑阶段，预计将于 3 月 10 日结束，南方地区一季度执行错峰停窑计划或安排检修，

短期水泥供给量变动幅度不大。本周熟料库存小幅下降，较上周下降 2.79 个百分点。价格方面，

市场需求缓慢恢复，水泥价格小幅下降，随着春季来临、气温回升，下游施工季开启有望带动水泥

需求增长，价格有望上行。建议关注南方地区市场需求情况。  

浮法玻璃：需求偏弱，库存增加。本周浮法玻璃价格小幅上涨。需求方面，浮法玻璃市场刚需

恢复缓慢，新增订单有限，加工厂陆续复工，但整体复产率较低。供给方面，本周浮法玻璃供给量

较上周不变，周内在产 259 条产线。本周浮法玻璃企业库存较上周增长 2.99%。短期来看，市场需

求改善进度偏缓，当前库存偏高，一定程度抑制价格上行，预计短期浮法玻璃价格维稳运行；中长

期地产保交楼有望延续，玻璃需求有上行预期。  

玻璃纤维：粗纱、电子纱价格平稳运行。近期粗纱下游需求表现较弱，节后市场需求尚未完全

恢复，主流玻纤厂家粗纱报价延续稳定运行。电子纱价格维持稳定运行，市场需求以按需采购为主，

多数厂家出货一般。当前成本水平较高，对价格有一定支撑，粗纱库存较高，企业去库压力较大。

短期来看，市场需求疲软叠加厂家去库压力，价格或将维持弱势运行。中长期来看，玻璃纤维下游

需求如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持续扩张，行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消费建材：消费建材需求有望回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全年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售

额同比下降  7.8%，降幅较  1-11 月持平，其中  12 月单月同比下降  7.5%，环比增加  10.39%，12

月受年底竣工旺季影响，消费建材零售端需求有较明显改善。近期地产利好政策持续加码，对规范

经营、发展前景良好的房企可发放用于偿还房企及控股公司存量房地产领域的相关贷款和公开市

场债券，住建部提出各城市可因地制宜调整地产政策后，广州、上海、苏州等城市陆续发布优化住

房限购通知，此外，5 年期 LPR 下调超市场预期进一步提振地产消费信心，有望带动消费建材需求

增加。与此同时，消费建材龙头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销售策略及产品结构，加速推进渠道下

沉及零售业务市场规模，企业市占率有望不断提升。建议关注消费建材龙头企业。  

投资建议：消费建材：推荐后地产周期下有望在存量房、城市更新以及区域性基建需求提升中

受益的行业龙头企业东方雨虹（002271.SZ）、公元股份  （002641.SZ）、 北新建材（000786.SZ）、  

伟星新材（002372.SZ）、科顺股份（300737.SZ）。水泥：关注受益于基建高增速及后续地产开工

回 暖 下 需 求 增 长 的 水 泥 龙 头 企 业 海 螺 水 泥 （ 600585.SH） 、 华 新 水 泥 （ 600801.SH） 、 上 峰 水 泥  

（000672.SZ）、冀东水泥（000401.SZ）。玻璃：建议关注多业务布局的玻璃龙头旗滨集团（601636.SH）、

凯盛新能（600876.SH）。玻璃纤维：推荐产能进一步扩张的玻纤龙头中国巨石（600176.SH）。新

材料：建议关注工业胶需求高增长的硅宝科技（300019.SZ）。  

五、风险提示 

原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新增产能超预期的风险；地产政策

推进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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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录 

表1：重大合同&资金投向 

公告日期 公司代码 公告名称 

2024-02-26 3007155.SZ 凯伦股份:关于终止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4-02-28 603616.SH 韩建河山:关于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公告 

2024-02-28 605158.SH 华达新材: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公告 

2024-02-29 003037.SZ 三和管桩: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2024 年 2 月修订) 

2024-02-29 003037.SZ 三和管桩:对外投资管理办法(2024 年 2 月修订) 

2024-03-01 300196.SZ 长海股份: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表2：股份增减持&质押冻结 

公告日期 公司代码 公告名称 

2024-02-28 002225.SZ 濮耐股份:关于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2024-02-28 002798.SZ 帝欧家居: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24-02-29 600321.SH 正源股份:关于第二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违规减持公司股份致歉并承诺购回的公告 

2024-03-01 603616.SH 韩建河山: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冻结及轮候冻结生效的公告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表3：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关联交易 

公告日期 公司代码 公告名称 

2024-02-27 002671.SZ 龙泉股份: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24-02-29 003037.SZ 三和管桩:关联交易决策制度(2024 年 2 月修订) 

2024-03-02 839792.BJ 东和新材: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2024-03-04 001212.SZ 中旗新材: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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