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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猪价快速上涨，周期进入右侧阶段。（1）猪价：5月中旬以来，生猪价格呈现明显上涨。

根据钢联数据，6月14日生猪均价18.5元/公斤，周环比-1.70%，月环比+22.60%。标肥价

差收窄，大体重猪逐步出清。前期产能去化逐步兑现，猪价走强。（2）盈利：6月14日，

自繁自养养殖利润413.26元/头，周环比+24.27%，外购仔猪养殖利润396.11元/头，周环

比+9.38%，养殖逐渐恢复盈利，行业进入周期右侧阶段。（3）期货：生猪期货5月以来走

强，短期有所调整。 6 月 14 日生猪期货 LH2407/2409/2411 合约收盘价分别为

17205/17880/18080元/吨，较5月初分别上涨了10.54%/3.08%/3.46%，近月合约表现强于

远月合约。受到现货价格小幅下跌的影响，近期期货价格出现回调，但在产能供给偏紧的

背景下，预计回调幅度有限。随着前期产能去化的逐步兑现，预计2024年全年生猪价格将

逐月回升，下半年猪价好于上半年。 

➢ 上市猪企出栏节奏放缓，产能去化逐步兑现。（1）产能去化超过一年，供给影响将逐步兑

现。根据农业农村部，能繁母猪存栏2023年1月开始去化，至今合计去化了16个月，截至

2024年4月，能繁母猪产能降至3986万头，较2022年12月阶段性高点下降9.20%，较2021

年高点下降了12.66%，产能处于近3年以来新低。（2）出栏节奏放缓。从上市猪企2024年

1-5月出栏量来看，大部分猪企的出栏量同比增速较前两年有所放缓，在行业逐步恢复盈

利的阶段，大部分上市猪企并没有进行快速扩张，而是维持原来制定的出栏计划，把降本

增效、稳健经营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行业固定资产增速下滑，生产性生物资产持续下降。

各大猪企非常重视产能的优化整合，助力自身资产负债表的修复。（3）行业资金压力较大，

产能增产有限。我们统计了15家上市猪企，2024Q1平均资产负债率66%，处于历史最高

水平。由于前期产能扩张叠加猪价景气时间不长，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连续3年处于高位。

从猪企现金流量情况来看，近3年行业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快速下降，融资难度加大。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绝对值连续收窄，猪企扩张受到制约。目前行业盈利持续时间较短，

预计企业仍需较长时间来修复资产负债表，短期猪企产能明显增加的可能性不大。 

➢ 新一轮猪周期开启，板块配置价值凸显。复盘以往几轮周期来看，股价往往会早于猪价提

前上涨，在猪价预期反转的阶段，股价有着较强的安全边际。但在猪价拐点到来，开启上

涨以后，股价往往有着比较强势的表现。在本轮周期中，2024年2月底猪价开始上行，至

今猪价上涨41%，股价上涨仅15%，仍有较大空间。当前猪价拐点已经确定，短期板块有

所调整主要是由于市场担忧猪价上涨的持续性与二育的影响等。与2022年周期不同，今年

这一轮周期中，大猪占比大幅下降，标肥价差已收窄至历史低位，产能去化幅度较上一轮

更大，二育的积极性远低于2022年。随着供给端的持续减少，预计2024年下半年猪价将处

于景气周期，建议积极布局板块配置机会。 

➢ 投资观点：在行业供给整体偏紧的状态下，预计本轮周期上涨仍将延续，积极布局右侧机

会，建议优选成本优异、同时具有一定扩张能力的企业。今年以来上市猪企加强成本控制，

部分企业养殖成本降至阶段性低位。在猪价上行周期中，成本管控优异、资金状况良好、

同时兼具一定成长性的企业将充分受益。个股建议关注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巨星农牧、

神农集团、华统股份等。 

➢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不及预期；大规模疫病爆发；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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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猪价快速上涨，周期进入右侧阶段 

1.1.猪价持续上涨，行业景气度快速回升 

猪价持续上涨，周期进入右侧阶段。从价格来看，5 月中旬以来，生猪价格呈现明显上

涨。根据钢联数据，6 月 14 日生猪均价 18.5 元/公斤，周环比-1.70%，月环比+22.60%；截

至 6 月 14 日，7kg 仔猪价格 680.71 元/头，周环比+3.21%，月环比+26.17%。标肥价差收

窄，大体重猪逐步出清。前期产能去化逐步兑现，猪价走强。猪价快速上涨后二育成本大幅

上行，二育情绪下降，若后续猪价回调，二育或再次介入，对猪价形成支撑。从行业盈利情

况来看，6 月 14 日，自繁自养养殖利润 413.26 元/头，周环比+24.27%，外购仔猪养殖利润

396.11 元/头，周环比+9.38%，养殖逐渐恢复盈利，行业进入周期右侧阶段。随着前期产能

去化的逐步兑现，预计生猪价格将逐月走强，下半年猪价将好于上半年。 

生猪期货 5 月以来走强，短期有所调整。6 月 14 日生猪期货 LH2407/2409/2411 合约

收盘价分别为 17205/17880/18080 元/吨，较 5 月初分别上涨了 10.54%/3.08%/3.46%，近

月合约表现强于远月合约。受到现货价格小幅下跌的影响，近期期货价格出现回调，但在产

能供给偏紧的背景下，预计回调幅度有限。目前产业对于 2024 年下半年猪价保持乐观，预

计回调后仍有进一步上涨动能。 

图1  生猪价格  图2  仔猪价格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3  标肥价差  图4  二育成本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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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大猪占比降至低位  图6  出栏体重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7  养殖利润  图8  生猪期货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1.2.冻品库存高位下降，屠宰量缩量回落 

冻品库存和屠宰量均回落。根据钢联数据，截至 6 月 14 日，重点屠宰企业冷冻猪肉库

容率为 23.6%，月环比-0.37pct，同比-1.77pct，冻品库存下降。从屠宰量来看，6 月 14 日，

样本企业屠宰量 9.17 万头，月环比-18.66%，同比-31.01%。2024 年年初以来屠宰量大部

分时间低于 2023 年同期，屠宰量缩量回落，一方面反应出行业供给的逐步减少，整体产能

供给偏紧，另一方面也反应出节日效应减弱，终端需求较弱。 

餐饮收入增速收窄，终端需求偏弱。人口结构变化使得猪肉终端消费恢复偏弱，2023 年

我国 15-59 岁人口占比 62.57%，较 2011 年下降 7.23pct。2024 年以来，社零餐饮收入同

比增速向下，4 月社零餐饮服务总额 3915 亿元，同比上涨 4.4%（环比-2.5pct）。进入淡季，

餐饮消费呈现弱复苏。根据USDA预测，2024年我国猪肉消费量 5772.5万吨，同比-3.37%。

猪肉消费需求在逐步恢复中，但整体需求仍然偏弱。但本轮猪周期中，供给端减少的逻辑较

强，预计需求端影响有限。 

 

0

2

4

6

8

10

12
2

0
2

1
-0

1

2
0
2

1
-0

4

2
0
2

1
-0

7

2
0
2

1
-1

0

2
0
2

2
-0

1

2
0
2

2
-0

4

2
0
2

2
-0

7

2
0
2

2
-1

0

2
0
2

3
-0

1

2
0
2

3
-0

4

2
0
2

3
-0

7

2
0
2

3
-1

0

2
0
2

4
-0

1

2
0
2

4
-0

4

大猪140kg以上存栏数占比（%）

116

118

120

122

124

126

128

2
0
2

2
-0

1

2
0
2

2
-0

3

2
0
2

2
-0

5

2
0
2

2
-0

7

2
0
2

2
-0

9

2
0
2

2
-1

1

2
0
2

3
-0

1

2
0
2

3
-0

3

2
0
2

3
-0

5

2
0
2

3
-0

7

2
0
2

3
-0

9

2
0
2

3
-1

1

2
0
2

4
-0

1

2
0
2

4
-0

3

2
0
2

4
-0

5

出栏体重（公斤）

-800
-600
-400
-2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2022/1/7 2023/1/7 2024/1/7

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元/头）

外购仔猪养殖利润（元/头）

15000

15500

16000

16500

17000

17500

18000

18500

19000

LH2407 LH2409 LH2411



证券研究报告 HTTP://WWW.LONGONE.COM.CN 6/15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后的所有说明和声明 

 

 

 

行业深度 

图9  重点屠宰企业冷冻猪肉库容率  图10  屠宰量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11  4 月社零餐饮收入同比增速回落  图12  我国猪肉消费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DA，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13  我国 15-19 岁人口占比  图14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DA，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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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市猪企出栏节奏放缓，产能去化逐步兑现 

2.1.预计 2024 年生猪供给逐步减少 

产能去化超过一年，供给影响将逐步兑现。根据农业农村部，能繁母猪存栏 2023 年 1

月开始去化，至今合计去化了 16 个月，截至 2024 年 4 月，能繁母猪产能降至 3986 万头，

较 2022 年 12 月阶段性高点下降 9.20%，较 2021 年高点下降了 12.66%，产能处于近 3 年

以来新低。对比上一轮周期，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4 月，能繁母猪产能下降 8.48%。本

轮能繁母猪去化幅度已大于 2021 年-2022 年周期。 

产能效率提升，传导至生猪出栏减少幅度或更大。（1）产能效率提升：2020 年以来，

生猪产能效率逐步提升，根据钢联数据，2023 年样本企业 PSY 为 20.1 头，同比+2.6 头，

接近非洲猪瘟疫情前水平。2023 年全年平均窝均健仔数 10.96 头，较 2020 年+1.45 头；平

均配种分娩率 74.75%，较 2020 年+0.28pct；平均育肥猪出栏成活率 89.63%，较 2020 年

+3.55pct。主要生产指标均有所提升。（2）规模化提升：农业农村部预计 2023 年生猪养殖

规模化率超过 68%（500 头以上出栏），较 2022 年提升约 3pct，较 2018 年提升约 19pct。

中小散户逐渐退出，规模场占比提高。本轮产能去化周期伴随着生产指标的优化以及规模场

占比的不断提升，传导到今年至明年生猪出栏量去化幅度或更大。 

预计 2024 年生猪出栏量逐月减少，全年均价好于 2023 年。从饲料数据来看，根据钢

联数据，2024 年 1 月/2 月母猪料销量环比+2.8%/-8.1%，仔猪料销量环比 2.3%/-9.76%。1

月受到节前备货的影响环比增加，整体来看 1-2 月饲料数据延续环比下降趋势。母猪料和仔

猪料销量均从 2023 年 9 月开始环比下降，分别对应 10 个月和 5 个月左右的生猪出栏。同

时，农业农村部能繁母猪存栏数据从 2023Q4 开始加速下滑，对应今年 8 月份以后生猪供给

加速减少，猪价上涨预期强化。我们预计 2024 年生猪供给压力将逐月减小，2024 年猪价大

概率好于 2023 年，且下半年猪价好于上半年。 

图15  能繁母猪存栏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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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生猪生产指标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17  行业 PSY（头）  图18  不同生猪出栏规模占比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峰会，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19  母猪料销量环比  图20  仔猪料销量环比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钢联数据，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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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上市猪企出栏节奏放缓，注重质量提升 

上市猪企的扩张节奏放缓，注重质量提升。从上市猪企 2024 年 1-5 月的出栏量来看，

大部分猪企的出栏量同比增速较前两年有所放缓，头部企业牧原股份、温氏股份 2024 年 1-

5 月出栏量同比分别+9%、+23%，增速较 2022 年分别-43pct、-13pct，其他部分资金流紧

张企业出栏量出现明显下滑。从第三方数据来看，根据钢联数据，5 月能繁母猪存栏环比

+0.43%（4 月环比+0.94%），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幅收窄。在行业逐步恢复盈利的阶段，大

部分上市猪企并没有进行快速扩张，而是维持原来制定的出栏计划，把降本增效、稳健经营

作为首要任务。 

今年以来上市猪企加强成本控制，部分企业养殖成本降至阶段性低位。根据投资者关系

记录表，牧原股份 5 月完全成本降至 14.3 元/公斤左右，今年年底目标将完全成本降至 13

元/公斤。温氏股份 5 月综合成本降至 14.2 元/公斤左右，较年初明显下降。巨星农牧 5 月养

殖成本为 12.7 元/公斤，预计 2024 年度养殖成本将在一季度基础上持续下降。神农集团 4

月最新完全成本约为 14.2 元/公斤，降本增效显著。 

行业固定资产增速下滑，生产性生物资产持续下降。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影响未

来一年左右的生猪出栏量。大部分上市猪企 2024Q1 固定资产同比增速均有不同程度下滑，

生产性生物资产同比持续下降。我们选取了 15 家上市猪企合计计算，2024Q1 固定资产同

比+1%，增速较 2022 年和 2023 年分别-6pct 和-2pct；2024Q1 生产性生物资产合计同比-

8%，除牧原股份、新五丰、神农集团等少数企业同比仍有增加以外，其余猪企生产性生物资

产均持续下降。在行业低谷期，各大猪企非常重视产能的优化整合，助力自身资产负债表的

修复。 

 

表1  上市猪企出栏量 

公司简称 
2022 年出栏量

（万头） 

2023 年出栏量

（万头） 

2024 年 1-5 月

出栏量（万头） 
2022 年同比 2023 年同比 

2024 年 1-5 月

同比 

牧原股份 6120 6382 2146 52% 4% 9% 

温氏股份 1791 2626 966 35% 47% 23% 

新希望 1461 1768 604 46% 21% -4% 

正邦科技 845 548 110 -43% -35% -50% 

ST 天邦 442 692 197 3% 57% 3% 

*ST 傲农 519 586 112 60% 13% -45% 

巨星农牧 153 267 51（2024Q1） 76% 75% - 

华统股份 120 230 86 757% 91% 21% 

唐人神 216 371 126 40% 72% 18% 

天康生物 203 282 89 27% 39% 7% 

新五丰 183 312 88（2024Q1） 358% 74% 46% 

东瑞股份 52 63 22 41% 20% -12% 

神农集团 93 152 67 41% 64% 53% 

京基智农 126 185 65 - 46% -35% 

金新农 126 105 44 18% -16% 26% 

中粮家佳康 410 520 106 19% 27% 15%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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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上市猪企固定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同比增速 

公司简称  2021 2022 2023 2024Q1  2021 2022 2023 2024Q1 

牧原股份 

固
定
资
产
同
比
增
速 

70% 7% 5% 3% 

生
产
性
生
物
资
产
同
比
增
速 

-1% 0% 27% 44% 

温氏股份 24% -1% -2% -2% -48% 24% -17% -18% 

新希望 17% 6% 1% 1% -24% -15% -33% -41% 

正邦科技 11% -35% -34% -34% -74% -62% -45% -13% 

ST 天邦 9% 30% -1% -2% -55% -2% -25% -23% 

*ST 傲农 45% 10% -7% -10% -2% -7% -78% -78% 

巨星农牧 23% 10% 95% 94% 7% 90% -12% -17% 

华统股份 103% 16% 34% 16% 37% 1% -16% 0% 

唐人神 73% 54% -2% -2% -12% 85% -23% -29% 

天康生物 18% 18% 4% 2% 1% 1% -11% -22% 

新五丰 11% 138% 30% 39% 385% 76% 13% 6% 

东瑞股份 49% 222% 8% 7% 63% 89% -38% -8% 

神农集团 76% 29% 29% 19% 41% 26% 41% 45% 

京基智农 494% 51% 25% 2% 51% -12% -17% -18% 

金新农 32% 2% 29% 30% -54% -5% -23% -16% 

合计  43% 7% 3% 1%  -35% -3% -12% -8%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21  牧原股份完全成本  图22  温氏股份综合成本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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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巨星农牧养殖成本  图24  神农集团完全成本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海证券研究所 

 

2.3.行业资金压力较大，预计产能增产有限 

猪企资产负债率高位，现金流压力增加。我们统计了 15 家上市猪企，2024Q1 行业平

均资产负债率 66%，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由于前期的产能扩张叠加猪价景气时间不长，行业

平均资产负债率连续 3 年处于高位。从猪企现金流量情况来看，近 3 年行业筹资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快速下降，猪企融资难度加大。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绝对值连续收窄，猪企扩张速

度受到制约。 

短期行业恢复盈利，产能增产仍需时间。外购仔猪养殖 2024 年 3 月开始全面盈利，自

繁自养 5 月开始盈利，行业盈利持续时间较短，预计企业仍需较长时间来修复资产负债表，

改善现金流状况。在行业资金压力仍较大以及融资难度加大的背景下，预计短期猪企产能明

显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今年至明年上半年行业将持续处于供给偏紧的状态中。预计 2024 年

全年生猪价格将逐月回升，下半年猪价好于上半年。  

表3  上市猪企资产负债率 

公司简称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1 

牧原股份 46% 61% 54% 62% 64% 

温氏股份 41% 64% 56% 61% 63% 

新希望 53% 65% 68% 72% 74% 

正邦科技 59% 93% 148% 54% 50% 

ST 天邦 43% 80% 80% 87% 81% 

*ST 傲农 68% 87% 82% 104% 107% 

巨星农牧 37% 45% 49% 60% 62% 

华统股份 55% 70% 62% 75% 77% 

唐人神 43% 58% 60% 65% 67% 

天康生物 56% 55% 50% 53% 54% 

新五丰 33% 59% 71% 75% 76% 

东瑞股份 31% 16% 34% 42% 44% 

神农集团 21% 13% 14% 26% 30% 

京基智农 72% 83% 85% 68% 66% 

金新农 50% 66% 69% 74% 74% 

平均资产负债率 47% 61% 66% 65% 66%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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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猪企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图26  猪企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图27  行业盈利情况与能繁母猪存栏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3.新一轮猪周期开启，板块配置价值凸显 

新一轮周期开启，重视板块配置机会。复盘以往几轮周期来看，股价往往会早于猪价提

前上涨，在猪价预期反转的阶段，股价有着较强的安全边际。但在猪价拐点到来，开启上涨

以后，股价往往有着比较强势的表现。每一轮的上涨幅度受到猪价上涨幅度以及当时市场环

境的影响。 

我们选取猪价拐点开始到每轮股价阶段性高点来看，2006 年 9 月至 2008 年 1 月周期

上行阶段，猪价上涨 106%，股价上涨 322%。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2 月周期上行阶段，

猪价上涨 38%，股价上涨 81%。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6 月周期上行阶段，猪价上涨 41%，

股价上涨 148%。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8 月周期上行阶段，猪价上涨 267%，股价上涨

166%。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7 月周期上行阶段，猪价上涨 110%，股价上涨 3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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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深度 

轮周期中，2024 年 2 月底猪价开始上行，至今猪价上涨 41%，股价上涨仅 15%，仍有较大

空间。 

当前猪价拐点已经确定，短期板块有所调整主要是由于市场担忧猪价上涨的持续性与二

育的影响等。与 2022 年周期不同，今年这一轮周期中，大猪占比大幅下降，标肥价差已收

窄至历史低位，产能去化幅度较上一轮更大（当前能繁母猪存栏较 2021 年 6 月高点下降

12.66%，而 2022 年 4 月较 2021 年 6 月下降 8.48%），二育的积极性远低于 2022 年。随

着供给端的持续减少，预计 2024 年下半年猪价将处于景气周期。 

图28  猪周期复盘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4.投资建议 

本轮周期上涨仍将延续，积极布局右侧机会。根据农业农村部，能繁母猪存栏 2023 年

1 月开始去化，至今合计去化了 16 个月，截至 2024 年 4 月，能繁母猪产能降至 3986 万

头，较 2022 年 12 月阶段性高点下降 9.20%，较 2021 年高点下降了 12.66%，产能处于近

3 年以来新低。 从行业盈利情况来看，外购仔猪养殖 2024 年 3 月开始全面盈利，自繁自养

5 月开始盈利，行业盈利持续时间较短，预计企业仍需较长时间来修复资产负债表，改善现

金流状况。在行业资金压力仍较大以及融资难度加大的背景下，预计短期猪企产能明显增加

的可能性不大，今年至明年上半年行业将持续处于供给偏紧的状态中。随着前期产能去化的

逐步兑现，预计 2024 年全年生猪价格将逐月回升，下半年猪价好于上半年。 

优选成本优异同时具有一定扩张能力的企业。今年以来上市猪企加强成本控制，部分企

业养殖成本降至阶段性低位。在猪价上行周期中，成本管控优异、资金状况良好、同时兼具

一定成长性的企业将充分受益。个股建议关注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巨星农牧、神农集团、

华统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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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过去几轮周期，猪价拐点确认后，股价往往有强势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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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深度 

表4  部分上市猪企出栏量预计（万头） 

公司 2023 年 同比 2024E 同比 2025E 同比 

牧原股份 6382 4% 6900 8% 7500 9% 

温氏股份 2626 47% 3200 22% 3500 9% 

新希望 1768 21% 1500 -15% 1500 0% 

正邦科技 548 -35% 400 -27% 600 50% 

巨星农牧 267 75% 400 50% 700 75% 

华统股份 230 91% 400 74% 500 25% 

唐人神 371 72% 450 21% 500 11% 

天康生物 282 39% 330 17% 400 21% 

新五丰 312 74% 450 44% 600 33% 

神农集团 152 64% 250 64% 350 40% 

东瑞股份 63 20% 100 60% 150 50%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预测 

 

5.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不及预期。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市场对猪肉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猪价上涨支撑

力度不强。 

大规模疫病爆发。动物疫病的爆发，会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直接损失，造成扑杀防疫

费用增加、生产效率下降等不利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消费者心理，从而影响市场需求。 

原材料价格波动。饲料原材料玉米、豆粕等受国内外粮食播种面积、气候条件、运输条

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不能有效转移，将对行业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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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市场指数评级 

看多 未来 6 个月内沪深 300 指数上升幅度达到或超过 20% 

看平 未来 6 个月内沪深 300 指数波动幅度在-20%—20%之间 

看空 未来 6 个月内沪深 300 指数下跌幅度达到或超过 20% 

行业指数评级 

超配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强于沪深 300 指数达到或超过 10% 

标配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10%—10%之间 

低配 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弱于沪深 300 指数达到或超过 10% 

公司股票评级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强于沪深 300 指数达到或超过 15%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强于沪深 300 指数在 5%—15%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5%—5%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弱于沪深 300 指数 5%—15%之间 

卖出 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弱于沪深 300 指数达到或超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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