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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点： 

⚫ 7 月新材料板块走势稍强于沪深 300。新材料指数（万得）下跌

0.06%，跑赢沪深 300 指数(-0.57%)0.51 个百分点。同期上证综指

下跌 0.97%，深证成指下跌 1.07%，创业板指上涨 0.28%。新材料

指数涨跌幅与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相比位列第 17 位，涨跌幅排名靠

后。新材料板块 7 月成交额 5854.61 亿元，环比增量 8.12%。截至

7 月 31 日，全部 A 股的 PE（TTM，剔除负值）为 13.57 倍；新材

料指数的 PE（TTM，剔除负值）为 20.32 倍，环比上月下跌 1.58%，

处于自 2021 年以来历史估值的 33.00%分位。 

⚫ 基本金属：7 月基本金属价格继续环比下降。上海期货交易所基本

金属价格涨跌幅度：铜（-4.60%）、铝（-5.83%）、铅（-4.32%）、

锌（-6.30%）、锡（-9.02%）、镍（-3.77%）。 

⚫ 半导体材料：7 月中国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 26.9%。根据美国半

导体行业协会（SIA）的数据，6 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 499.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8.3%，环比增长 1.7%。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7 月

中国集成电路产量为 375 亿块，同比增长 26.9%。 

⚫ 超硬材料：6 月超硬材料及制品出口额同比下跌 0.12%。6 月我国

超硬材料及其制品出口 1.53 万吨，同比上涨 17.99%；出口额 1.69

亿美元，同比下跌 0.12%。分层级来看，超硬材料出口 73.38 吨，

同比上涨 21.60%；出口额 0.30 亿美元，同比下跌 29.65%。超硬

制品出口 1.52 万吨，同比上涨 17.97%；出口额 1.39 亿美元，同比

上涨 9.82%。 

⚫ 特种气体：稀有气体价格持续环比下降。7 月，稀有气体价格环比

下降。稀有气体价格和月涨跌幅度分别为氦气（695 元/瓶，-1.83%），

氙气（35371 元/立方米，-6.51%），氖气（129 元/立方米，-3.83%），

氪气（350 元/立方米，-8.22%）。 

⚫ 维持行业“强于大市”的投资评级。从市场估值来看，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新材料指数市盈率（TTM，剔除负值）为 20.32，处

于近三年的 33%，目前板块估值相对较低，基于新材料行业和下

游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发展前景、新材料板块业绩增长预期及

估值水平，维持新材料行业“强于大市”投资评级。 

⚫ 风险提示：技术进展不及预期；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下游需

求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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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表现回顾 

1.1. 新材料板块成交额环比增量 8.12% 

7 月新材料板块走势稍强于沪深 300。2024 年 7 月，新材料指数（万得）下跌 0.06%，跑

赢沪深 300 指数(-0.57%)0.51 个百分点。同期上证综指下跌 0.97%，深证成指下跌 1.07%，创

业板指上涨 0.28%。新材料指数涨跌幅与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相比位列第 17 位，涨跌幅排名靠

后。新材料板块 7 月成交额 5854.61 亿元，环比增量 8.12%。 

图 1：2024 年 7 月新材料指数与中信一级行业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图 2：新材料指数与 A 股主要指数涨跌幅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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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新材料行业碳纤维、半导体材料板块涨幅居前。各子板块涨跌幅排名依次为碳纤维

(7.67%)、半导体材料(3.88%)、电子化学品(-0.09%)、其他金属新材料(-0.67%)、超硬材料(-

1.18%)、有机硅(-1.22%)、稀土及磁性材料(-2.15%)、膜材料(-3.04%)、锂电化学品(-3.21%)、

工业气体(-3.47%)。 

图 3：2024 年 7 月新材料行业细分子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1.2. 新材料板块个股表现 

7 月新材料股票跌多涨少。2024 年 7 月新材料板块 167 只个股中，66 只上涨，99 只下

跌，2 只收平。涨幅排名前五的公司分别为中晶科技(29.33%)、沃尔核材(18.84%)、沙钢股份

(17.51%)、光威复材(15.85%)、天岳先进(15.30%)；跌幅排名前五的公司分别为悦安新材(-

26.60%)、龙磁科技(-14.97%)、裕兴股份(-14.75%)、道明光学(-14.14%)、杭氧股份(-12.45%)。 

表 1：2024 年 7 月新材料板块个股领涨、领跌情况 

本月涨幅前十 本月跌幅前十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涨跌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涨跌幅（%） 

003026.SZ 中晶科技 29.33  688786.SH 悦安新材 -26.60  

002130.SZ 沃尔核材 18.84  300835.SZ 龙磁科技 -14.97  

002075.SZ 沙钢股份 17.51  300305.SZ 裕兴股份 -14.75  

300699.SZ 光威复材 15.85  002632.SZ 道明光学 -14.14  

688234.SH 天岳先进 15.30  002430.SZ 杭氧股份 -12.45  

300037.SZ 新宙邦 15.13  688035.SH 德邦科技 -12.17  

300408.SZ 三环集团 13.32  600989.SH 宝丰能源 -11.76  

300180.SZ 华峰超纤 12.18  301319.SZ 唯特偶 -11.49  

688126.SH 沪硅产业 11.52  300700.SZ 岱勒新材 -11.18  

600114.SH 东睦股份 11.33  002080.SZ 中材科技 -11.16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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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板块估值环比小幅回落 

新材料板块估值环比上月小幅回落。从市盈率来看，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全部 A 股

的 PE（TTM，剔除负值）为 13.57 倍；新材料指数的 PE（TTM，剔除负值）为 20.32 倍，环

比上月下跌 1.58%，处于自 2021 年以来历史估值的 33.00%分位。行业横向对比来看，新材料

指数的 PE（TTM，剔除负值）与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相比排名第 10 位。 

图 4：新材料板块历史市盈率情况  图 5：新材料子板块近三年市盈率与市盈率分位数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图 6：新材料指数与中信以及行业市盈率（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超硬材料、工业气体等子行业估值处于近 3 年来较低水平。半导体材料整体估值 PE 为

51.21 倍(5.40%)；稀土及磁性材料整体估值 PE 为 47.44 倍(78.10%)；碳纤维整体估值 PE 为

40.29 倍(39.80%)；工业气体整体估值 PE 为 27.97 倍(2.60%)；有机硅整体估值 PE 为 24.97

倍(74.40%)；锂电化学品整体估值 PE 为 18.78 倍(39.30%)；膜材料整体估值 PE 为 30.1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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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0%)；超硬材料整体估值 PE 为 25.17 倍(2.60%)；电子化学品整体估值 PE 为 35.70 倍

(3.00%)；其他金属新材料整体估值 PE 为 21.99 倍(3.20%)。 

2. 重要行业数据跟踪 

2.1. 宏观数据：CPI 保持温和上涨，PPI 环比下降 

7 月份，消费需求持续恢复，加之部分地区高温降雨天气影响，全国 CPI 环比由降转涨，

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4%，保持温和上涨。从环比

看，CPI 由 6 月下降 0.2%转为上涨 0.5%，涨幅处于近年同期较高水平；从同比看，CPI 上涨

0.5%，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7 月份，受市场需求不足及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全国 PPI 环比、同比

降幅均与 6 月相同。从环比看，PPI 下降 0.2%，降幅与上月相同。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0.3%，降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由上月下降 0.1%转为持平；从同比看，

PPI 下降 0.8%，降幅与 6 月相同。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0.7%，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

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下降 1.0%，降幅扩大 0.2 个百分点。 

图 7：近三年我国 CPI、PPI（%）  图 8：近三年我国制造业 PMI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PMI 方面，7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与 6 月份相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PMI 指数仍为于荣枯

线以下为 49.4。其中 PMI 生产指数 50.1，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继续保持扩张，虽较上月

下降 0.5 个百分点，仍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 49.3，环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市

场需求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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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近一年我国 PMI 各分项指标 

 2407 2406 2405 2404 2403 2402 2401 2312 2311 2310 2309 2308 

PMI 49.4  49.5  49.5  50.4  50.8  49.1  49.2  49.0  49.4  49.5  50.2  49.7  

生产 50.1  50.6  50.8  52.9  52.2  49.8  51.3  50.2  50.7  50.9  52.7  51.9  

新订单 49.3  49.5  49.6  51.1  53.0  49.0  49.0  48.7  49.4  49.5  50.5  50.2  

新出口订单 48.5  48.3  48.3  50.6  51.3  46.3  47.2  45.8  46.3  46.8  47.8  46.7  

在手订单 45.3  45.0  45.3  45.6  47.6  43.5  44.3  44.5  44.4  44.2  45.3  45.9  

产成品库存 47.8  48.3  46.5  47.3  48.9  47.9  49.4  47.8  48.2  48.5  46.7  47.2  

采购量 48.8  48.1  49.3  50.5  52.7  48.0  49.2  49.0  49.6  49.8  50.7  50.5  

进口 47.0  46.9  46.8  48.1  50.4  46.4  46.7  46.4  47.3  47.5  47.6  48.9  

出厂价格 46.3  47.9  50.4  49.1  47.4  48.1  47.0  47.7  48.2  47.7  53.5  52.0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 49.9  51.7  56.9  54.0  50.5  50.1  50.4  51.5  50.7  52.6  59.4  56.5  

原材料库存 47.8  47.6  47.8  48.1  48.1  47.4  47.6  47.7  48.0  48.2  48.5  48.4  

从业人员 48.3  48.1  48.1  48.0  48.1  47.5  47.6  47.9  48.1  48.0  48.1  48.0  

供货商配送时间 49.3  49.5  50.1  50.4  50.6  48.8  50.8  50.3  50.3  50.2  50.8  51.6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53.1  54.4  54.3  55.2  55.6  54.2  54.0  55.9  55.8  55.6  55.5  55.6  

大型企业 50.5  50.1  50.7  50.3  51.1  50.4  50.4  50.0  50.5  50.7  51.6  50.8  

中型企业 49.4  49.8  49.4  50.7  50.6  49.1  48.9  48.7  48.8  48.7  49.6  49.6  

小型企业 46.7  47.4  46.7  50.3  50.3  46.4  47.2  47.3  47.8  47.9  48.0  47.7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24 年 7 月制造业、基建、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 9.3%、8.1%、

-10.2%。7 月制造业投资仍保持较高增速，环比增速收窄，基建投资增速有所增加，房地产投

资继续下行趋势，降幅继续扩大。 

进出口方面，2024 年 7 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7.0%。进口金额当月同比增长 7.2%，同比

增速提升。 

图 10：近一年我国 GDP、工业增加值、进出口金额与投资情况 

指标名称 2407 2406 2405 2404 2403 2402 2401 2312 2311 2310 2309 2308 

GDP 不变价当季同比 N/A 4.7% N/A N/A 5.3% N/A N/A 5.2% N/A N/A 4.9% N/A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

计同比 
5.9% 6.0% 6.2% 6.3% 6.1% 7.0% 26.3% 4.6% 4.3% 4.1% 4.0% 3.9% 

进口金额当月同比 7.2% -2.3% 1.8% 8.3% -1.9% -8.1% 15.5% 0.3% -0.6% 3.0% -6.3% -7.2% 

出口金额当月同比 7.0% 8.6% 7.6% 1.3% -7.7% 5.3% 7.8% 2.1% 0.7% -6.6% -6.8% -8.6%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 3.6% 3.9% 4.0% 4.2% 4.5% 4.2% N/A 3.0% 2.9% 2.9% 3.1% 3.2% 

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 9.3% 9.5% 9.6% 9.7% 9.9% 9.4% N/A 6.5% 6.3% 6.2% 6.2% 5.9% 

基建投资累计同比 8.1% 7.7% 6.7% 7.8% 8.8% 9.0% N/A 8.2% 8.0% 8.3% 8.6% 9.0% 

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 -10.2% -9.5% -9.4% -8.6% -7.9% -7.5% N/A -8.1% -8.0% -7.8% -7.8% -7.5%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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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金属价格及库存变动：7 月基本金属价格继续环比下降 

基本金属方面， 7 月，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基本金属价格涨跌幅度：铜（-4.11%）、

铝（-8.04%）、铅（-5.17%）、锌（-7.51%）、锡（-7.63%）、镍（-5.50%）；上海期货交易所基

本金属价格涨跌幅度：铜（-4.60%）、铝（-5.83%）、铅（-4.32%）、锌（-6.30%）、锡（-9.02%）、

镍（-3.77%）。 

表 2：7 月 LME 和 SHFE 基本金属价格和涨跌幅度 

 品种 单位 收盘价 单月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铜 
LME 铜 美元/吨 9240  -4.11% 8.29% 

SHFE 铜 元/吨 74470  -4.60% 7.99% 

铝 
LME 铝 美元/吨 2315  -8.04% -0.45% 

SHFE 铝 元/吨 19135  -5.83% -3.14% 

铅 
LME 铅 美元/吨 2100  -5.17% 1.65% 

SHFE 铅 元/吨 18805  -4.32% 17.86% 

锌 
LME 锌 美元/吨 2698  -7.51% 3.29% 

SHFE 锌 元/吨 22840  -6.30% 5.57% 

锡 
LME 锡 美元/吨 30395  -7.63% 20.81% 

SHFE 锡 元/吨 249320  -9.02% 18.33% 

镍 
LME 镍 美元/吨 16490  -5.50% -0.54% 

SHFE 镍 元/吨 131840  -3.77% 3.40% 

资料来源：LME,SHFE，中原证券研究所 

备注：价格月度涨幅以 2024 年 7 月 1 日为基准 

7 月，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基本金属全球库存增减幅度：铜（32.89%）、铝（-8.43%）、

铅（3.65%）、锌（-9.66%）、锡（-0.53%）、镍（15.13%）。 

表 3：7 月 LME 基本金属全球库存 

 铜 铝 铅 锌 锡 镍 

  月末库存量（吨） 245150  929325  234325  234675  4700  109950  

当月变动幅度 32.89% -8.43% 3.65% -9.66% -0.53% 15.13% 

年初至今变动幅度 47.95% 64.43% 77.38% 5.08% -39.20% 70.70% 

资料来源：LME，中原证券研究所 

备注：库存月度涨幅以 2024 年 7 月 1 日为基准 

7 月，上海期货交易所（LME）基本金属全球库存增减幅度：铜（-6.35%）、铝（8.25%）、

铅（-27.41%）、锌（-10.04%）、锡（-13.35%）、镍（-6.62%）。 

表 4：7 月 SHFE 基本金属全球库存 

 铜 铝 铅 锌 锡 镍 

  月末库存量（吨） 301203 264158 40770 113978 12982 20068 

当月变动幅度 -6.35% 8.25% -27.41% -10.04% -13.35% -6.62% 

年初至今变动幅度 809.15% 173.35% -22.27% 422.50% 102.78% 49.05% 

资料来源：SHFE，中原证券研究所  

备注：库存月度涨幅以 2024 年 7 月 1 日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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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方面， 7 月，主要稀土品种价格涨跌幅：氧化镧（0.00%）、氧化铈（0.00%）、氧化

镨（0.00%）、氧化钕（0.27%）、氧化铽（-5.56%）、氧化镝（-7.57%）、氧化镨钕（-0.27%）、

氧化钇铕（0.00%）。 

表 5：7 月主要稀土价格及涨跌幅 

 氧化镧 氧化铈 氧化镨 氧化钕 氧化铽 氧化镝 氧化镨钕 氧化钇铕 

单位 元/吨 元/吨 元/吨 元/吨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吨 元/吨 

价格 4000 7000 375000 374000 5100 1710 368000 44000 

涨跌幅 0.00% 0.00% 0.00% 0.27% -5.56% -7.57% -0.27% 0.00% 

年初至今涨跌幅 0.00% 16.67% -18.12% -17.44% -31.31% -31.60% -16.93% 0.00% 

资料来源：中国稀土行业协会，中原证券研究所 

 

2.3. 半导体材料：中国半导体销售额连续 8 个月同比增长 

2024 年 6 月，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的数据，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 499.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8.3%，环比增长 1.7%，继去年 11 月份以来，连续第 8 个月同比增长。从地区

来看，美洲（6.3%）、日本（1.8%）、中国（0.8%）的销售额环比增长，亚太（-0.2%）、欧洲

（-1%）的销售额环比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美洲（42.8%）、中国（21.6%）、亚太（17.4%）

的销售额有所增长，但日本（-5%）、欧洲（-11.2%）的销售额有所下降。 

 

图 11：2000-2024 年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额情况 

 

资料来源：SIA，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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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的数据，中国半导体销售额为 150.9 亿

美元，同比增长 21.6%，环比增长 0.8%，继去年 11 月份以来，连续第 8 个月实现同比增

长。 

图 12：2000-2024 年中国半导体市场销售额情况 

 

资料来源：SIA，中原证券研究所 

2024 年 7 月,中国集成电路产量为 375 亿块，同比增长 26.9%。同期费城半导体指数为

5233.18 点，同比增长 35.52%。费城半导体指数和中国集成电路产量均已连续 16 个月实现同

比增长。随着半导体行业持续改善会对半导体材料有所带动。 

图 13：2001-2024 年费城半导体指数与中国集成电路产量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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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超硬材料：6 月超硬材料及制品出口额同比下跌 0.12% 

2024 年 1 月至 6 月，我国超硬材料及其制品出口 8.19 万吨，同比上涨 11.33%；出口额

10.18 亿美元，同比下跌 1.90%；出口单价 12.42 美元/千克，同比下跌 11.89%。从商品分类

来看，11 产品出口量上升、2 产品出口量下降；10 产品出口额上升、3 产品出口额下降。 

单看 6 月，我国超硬材料及其制品出口 1.53 万吨，同比上涨 17.99%；出口额 1.69 亿美

元，同比下跌 0.12%；出口单价 11.05 美元/千克，同比下跌 15.34%。从商品分类来看，9 产

品出口量上升、4 产品出口量下降；6 产品出口额上升、8 产品出口额下降。 

表 6：2024 年 1-6 月中国超硬材料类商品出口数据汇总 

层级 商品类别 出口量（吨） 增幅 
出口额（百万

美元） 
增幅 

单价（美元/千

克） 
同比增幅 

超硬

材料 

工业金刚石 437.28  9.73% 84.80  -2.06% 193.93  -10.75% 

加工钻石 2.66  46.19% 146.47  -30.58% 54975.17  -52.51% 

超硬

制品 

砂轮 6460.50  27.03% 53.49  8.15% 8.28  -14.86% 

石磨石碾 8040.52  14.83% 92.84  24.06% 11.55  8.04% 

金刚石锯片 19156.85  7.53% 165.94  4.55% 8.66  -2.77% 

未列名锯片 34181.31  6.56% 234.80  2.47% 6.87  -3.84% 

凿岩钻探工具 7528.41  18.81% 107.25  4.38% 14.25  -12.14% 

拉丝模 61.34  2.27% 14.91  -11.49% 243.01  -13.45% 

钻头 3595.82  44.94% 47.64  14.38% 13.25  -21.08% 

镗铰刀 36.24  0.29% 1.18  33.50% 32.47  33.12% 

铣刀 272.42  -1.21% 16.03  3.34% 58.85  4.60% 

车刀 26.51  -7.35% 15.32  10.97% 577.68  19.77% 

未列名可互换工具 2143.26  6.90% 37.35  2.02% 17.43  -4.57% 

超硬材料合计 439.95  9.89% 231.27  -22.28% 525.68  -29.28% 

超硬制品合计 81503.16  11.34% 786.75  6.29% 9.65  -4.53% 

合计 81943.11  11.33% 1018.02  -1.90% 12.42  -11.89%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原证券研究所 

2024 年 1 月至 6 月，我国超硬材料出口 439.95 吨，同比上涨 9.89%；出口额 2.31 亿美

元；出口单价 525.68 美元/千克，同比下跌 29.28%。单看 6 月，我国超硬材料出口 73.38

吨，同比上涨 21.60%；出口额 0.30 亿美元，同比下跌 29.65%；出口单价 408.33 美元/千

克，同比下跌 42.15%。6 月加工钻石出口单价为 50125.43 美元/千克，同比下跌 32.57%，

环比增长 22.75%。从环比来看，加工钻石出口价格有所止跌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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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中国加工钻石出口量和价格月度走势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原证券研究所 

2024 年 1 月至 6 月，我国超硬制品出口 8.15 万吨，同比上涨 11.34%；出口额 7.87 亿美

元，同比上涨 6.29%；出口单价 9.65 美元/千克，同比下跌 4.53%。单看 6 月，我国超硬制品

出口 1.52 万吨，同比上涨 17.97%；出口额 1.39 亿美元，同比上涨 9.82%；出口单价 9.13 美

元/千克，同比下跌 6.91%。 

图 15：中国超硬制品出口量和价格月度走势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原证券研究所 

从出口地区来看，出口目的地高度集中，2024 年 1-6 月排名前十的目的地占据了出口总量

的 53.61%、出口总额的 61.42%。其中，印度依然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地，出口量和出口额占比

分别为 22.91%、13.51%。从出口量来看，中国香港、越南、巴西、德国等目的地出口量同比

增长较大；从出口额方面来看，越南同比增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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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24 年 1-6 月中国超硬材料类商品出口目的地及份额 

目的地 出口量（吨） 同比增速 占比 出口额（百万美元） 同比增速 占比 单价（美元/千克） 同比增速 

印度市场 18774.12  1.84% 22.91% 137.57  -6.75% 13.51% 7.33  -8.44% 

美国市场 3675.31  -1.76% 4.49% 82.72  -1.78% 8.13% 22.51  -0.02% 

越南市场 4410.55  30.63% 5.38% 48.61  64.59% 4.77% 11.02  26.00% 

巴西市场 4766.27  26.98% 5.82% 37.20  21.80% 3.65% 7.81  -4.08% 

德国市场 3392.52  27.71% 4.14% 42.98  12.96% 4.22% 12.67  -11.55% 

俄罗斯市场 3763.54  -5.96% 4.59% 44.98  -12.20% 4.42% 11.95  -6.63% 

韩国市场 1654.79  1.44% 2.02% 29.99  13.45% 2.95% 18.12  11.84% 

日本市场 1721.50  13.52% 2.10% 27.61  -4.26% 2.71% 16.04  -15.66% 

阿联酋市场 1466.26  19.67% 1.79% 23.66  -34.19% 2.32% 16.14  -45.01% 

中国香港市场 306.51  341.18% 0.37% 149.94  -22.64% 14.73% 489.17  -82.47% 

全球其他市场 38011.74  14.51% 46.39% 392.76  5.69% 38.58% 10.33  -7.70%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原证券研究所 

2.5. 特种气体：稀有气体价格环比下降 

2024 年 7 月，稀有气体价格环比下降。稀有气体价格和月涨跌幅度分别为氦气（695 元/

瓶，-1.83%），氙气（35371 元/立方米，-6.51%），氖气（129 元/立方米，-3.83%），氪气（350

元/立方米，-8.22%）。 

表 8：7 月稀有气体价格及涨跌幅度 

品种 单位 价格 月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氦气 元/瓶 695.37 -1.83% -20.58% 

氙气 元/立方米 35370.97 -6.51% -15.88% 

氖气 元/立方米 128.71 -3.83% -2.80% 

氪气 元/立方米 350 -8.22% -24.13%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中原证券研究所 

2024 年 6 月中国共进口氦气 279.314 吨，环比减少 27.98%，同比减少 2.73%。6 月进口

均价 99.71 美元/公斤，环比 5 月减少 6%，同比跌 12.73%。 

图 16：中国氦气进口量（吨）月度走势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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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贸易伙伴来看，2024 年 6 月中国氦气自卡塔尔、美国进口量均有减少，欧洲某国家进口

量增加。具体来看，自卡塔尔地区进口 142.143 吨，较 5 月减少 43.74%，占比 51%。欧洲某

国家进口量为 132.973 吨，较 5 月增加 17.08%，占比 48%。美国进口量 4.198 吨，占比 1%，

较 5 月减少 80.58%。 

从需求方面来看，特种气体，广泛应用于半导体、LED、光纤光缆、医药等新兴行业。5 月

集成电路产量继续增加。6 月集成电路产量是 362 亿块，同比增长 12.8%，1-6 月总产量在 2071

亿块，同比增长 28.9%，对稀有气体需求有带动作用；2024 年上半年，国内光缆产量累计值达

到 1.29 亿芯千米，光缆产量累计同比下降 24.0%。我国光纤光缆行业延续弱势，对氦气需求减

弱。 

图 17：中国光缆生产量（万芯千米）月度走势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原证券研究所 

3. 行业动态 

【新材料：9 部门联合发布《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 年）》】近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应急管理部、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能源局等 9 部门联合发布《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4—

2027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总体目标为到 2027 年，石化化工产业精细化延伸取得积极进展。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攻克一批关键产品，对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突破一批绿色化、安全

化、智能化关键技术，能效水平显著提升，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大幅降低，本质安全水平显

著提高；培育 5 家以上创新引领和协同集成能力强的世界一流企业，培育 500 家以上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创建 20 家以上以精细化工为主导、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化工园区，形成

大中小企业融通、上下游企业协同的创新发展体系。 

指出加快关键产品攻关。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需求，采

用“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等方式开展协同创新，提升高端聚烯烃、合成树脂与工程塑料、聚

氨酯、氟硅材料及制品、特种橡胶、高性能纤维、高性能膜材料、电子化学品、高效低毒低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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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农药、高端染颜料、特种涂料、特种胶黏剂、专用助剂和油剂、新型催化剂、高端试剂等领

域关键产品供给能力。（DT 新材料） 

【新材料：商务部、海关总署表示 9 月 15 日起对锑等物项实施出口管制】8 月 15 日，商

务部、海关总署宣布，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对部分锑、超硬材料

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自 9 月 15 日起正式实施。 据商务部公告，相关管制物项包括：锑

矿及原料、金属锑及制品、锑的氧化物、三甲基锑、三乙基锑及其他有机锑化合物、锑的氢化

物、锑化铟和金锑冶炼分离技术。此外，超硬材料相关物项也受管制，包括六面顶压机设备、

六面顶压机专用关键零部件、微波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法（MPCVD）设备、金刚石窗口材料、

用六面顶压机合成人造金刚石单晶或立方氮化硼单晶工艺技术和用于制造已列管的六面顶压机

设备的技术。（商务部、海关总署） 

【新能源：7 月国内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 172.0 万辆，同环比双降】乘联会数据显示，

7 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72.0 万辆，同比下降 2.8%，环比下降 2.6%；2024 年以来累计零售

1,155.6 万辆，同比增长 2.3%。其中 7 月常规燃油车零售 84 万辆，同比下降 26%，环比下降

7%；1-7 月常规燃油车零售 657 万辆，同比下降 15%。7 月国内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 51.1%。

乘联会分析称目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对消费信心影响较大，部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不强，首

购需求表现远不如换购需求大。虽然 2024 年地方刺激购车消费的补贴金额与受益用户规模普

遍比去年低很多，但启动时间的延后带来国家报废更新补贴翻倍政策，加力提振市场更新的热

情，已经成为车市增长重要动力的换购增购需求，带动新车和二手车市场持续较强，也将继续

作为支撑汽车市场维持现有规模的基石。（乘联会） 

【半导体：2030 全球 GaN 功率元件市场规模或升至 43.76 亿美元】根据 TrendForce 集

邦咨询最新报告《2024 全球 GaN Power Device 市场分析》显示，随着英飞凌、德州仪器对

GaN 技术倾注更多资源，功率 GaN 产业的发展将再次提速。2023 年全球 GaN 功率元件市场

规模约 2.71 亿美元，至 2030 年有望上升至 43.76 亿美元，CAGR（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49%。

其中非消费类应用比例预计会从 2023 年的 23%上升至 2030 年的 48%，汽车、数据中心和电

机驱动等场景为核心。（全球半导体观察） 

【半导体：广东前 7 个月进口集成电路 5269.8 亿元，增长 21.3%】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统计，2024 年前 7 个月广东外贸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进出口 5.17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

同）增长 1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7.7 个百分点，占全国比重 20.8%。其中，出口 3.36 万亿

元，增长 12.6%；进口 1.81 万亿元，增长 16.5%。其中进口集成电路 5269.8 亿元，增长 21.3%；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1055.8 亿元，增长 6.9%；半导体制造设备 295 亿元，增长 2.4

倍。（全球半导体观察） 

【半导体：国资委表示在芯片等领域充分发挥央企采购使用的主力军作用】8 月 6 日，国

务院国资委、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规范中央企业采购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在卫星导航、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先进医疗设备等科技创新重点领

域，充分发挥中央企业采购使用的主力军作用，带头使用创新产品。此前 7 月底，国务院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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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刘绍娓曾公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中央企业紧盯新一轮技术革

命和产业变革方向，在本轮大规模设备更新中发挥表率引领作用；未来五年，中央企业预计安

排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总投资超 3 万亿元。（全球半导体观察） 

【超硬材料：Tenoris 数据显示 7 月美国钻石零售市场出现反弹】根据 Tenoris 报告，7

月美国珠宝零售市场出现了 6.5%增长。其中天然钻石裸钻及成品珠宝的整体销售收入增长了

8.5%，因为消费者将每件产品的平均支出提高了 5%；培育钻石方面，7 月培育钻石珠宝销量

同比飙升 59%，零售额增长 52%，毛利润保持平稳。成品珠宝中培育钻石的平均克拉重量持

续增长，从 2023 年 7 月的 1.35 克拉增至 2024 年 7 月的 1.57 克拉。（钻石观察） 

4. 河南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与要闻跟踪 

4.1. 新材料河南上市公司要闻 

表 9：河南省新材料上市公司重点公告 

公司简称 时间 公告内容 

惠丰钻石 6.26 

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因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实际控制人王

来福计划于 2024 年 6 月 27日至 2024 年 12 月 27 日增持不超过 60 万股，不少于 10 万股。本次增持

计划实施前，王来福持有惠丰钻石 5822.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11%。 

力量钻石 6.24 

关于公司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公告：2024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

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公司参与完成的“半导体材料高质高效磨粒加工关键技术与应

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公司本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继 2023 年荣获河南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之后，在高端超硬材料科技创新方面的又一次突破，解决了高品质微细磨

粒（高端金刚石微粉）批量化生产难题，为我国半导体领域高质高效加工解决了关键材料的迫切需

求，有力保障了我国高性能半导体器件自主研发和产业链安全。 

濮耐股份 7.11 

关于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

新论证并继续实施的公告：拟将公司 2021 年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投项目中“年产 4 万吨预制

件、6 万吨散状料、1 万吨炮泥耐火材料智能化制造项目”和“年产 1 万吨转炉系统用高性能环保挡

渣板智能制造项目”予以结项，并将上述两个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全部转至“上海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的建设，同时对“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并继续实施。 

四方达 

8.1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截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570,3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53%，最高成交价为 6.468 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 5.41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5,711,460.44 元（不含交易费用等）。 

7.30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营业总收入 2.63 亿元，同比下降 4.8%，归母净利润 6295.51 万元，同比

下降 21.58%。按单季度数据看，第二季度营业总收入 1.32 亿元，同比下降 7.11%，第二季度归母净

利润 3543.61 万元，同比下降 23.3%。 

瑞丰新材 8.2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570,3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53%，最高成交价为 6.468 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 5.413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5,711,460.44 元（不含交易费用等）。 

濮阳惠成 8.14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的进展公告：截至 2024年 8 月 13 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960,309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回购

成交的最高价为 13.84 元/股，最低价为12.53 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90.45 万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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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财务指标概况 

表 10：瑞丰新材近年主要财务与经营情况 

 2021A 2022A 2023A 2024Q1 

营业收入（亿元） 10.81  30.46  28.16  7.14  

归母净利润（亿元） 2.01  5.88  6.06  1.53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9.54  24.12  20.83  4.80  

资产负债率（%） 12.20  18.95  16.55  15.03  

销售毛利率（%） 30.46  30.13  35.00  35.50  

销售净利率（%） 18.60  19.30  21.63  21.50  

期间费用率（%） 8.75  8.87  10.98  10.21  

存货周转率（次） 3.78  5.18  3.83  1.1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7.97  16.48  12.95  2.63  

研发支出在营收中占比（%） 4.33  3.43  4.21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表 11：硅烷科技近年主要财务与经营情况 

 2021A 2022A 2023A 2024Q1 

营业收入（亿元） 7.21  9.53  11.21  2.10  

归母净利润（亿元） 0.76  1.89  3.08  0.47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11.79  21.32  20.66  2.80  

资产负债率（%） 56.51  38.29  33.82  29.29  

销售毛利率（%） 24.15  31.92  39.06  35.04  

销售净利率（%） 10.51  19.85  27.50  22.29  

期间费用率（%） 11.58  7.17  7.14  6.78  

存货周转率（次） 14.40  13.20  10.79  1.9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0.00  10.75  9.02  1.37  

研发支出在营收中占比（%） 3.35  0.99  3.33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表 12：隆华科技近年主要财务与经营情况 

 2021A 2022A 2023A 2024Q1 

营业收入（亿元） 22.09  23.01  24.67  6.42  

归母净利润（亿元） 2.91  0.64  1.27  0.55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10.32  2.04  4.07  1.73  

资产负债率（%） 47.15  47.44  48.07  46.38  

销售毛利率（%） 28.13  24.01  24.37  22.19  

销售净利率（%） 13.91  3.51  5.77  9.19  

期间费用率（%） 14.95  18.32  15.69  12.40  

存货周转率（次） 1.96  1.73  1.73  0.4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24  2.33  2.35  0.57  

研发支出在营收中占比（%） 5.30  5.37  4.73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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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力量钻石近年主要财务与经营情况 

 2021A 2022A 2023A 2024Q1 

营业收入（亿元） 4.98  9.06  7.52  2.38  

归母净利润（亿元） 2.40  4.60  3.64  1.06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42.41  38.73  6.87  1.98  

资产负债率（%） 32.68  15.30  18.55  18.34  

销售毛利率（%） 64.07  63.29  51.67  48.87  

销售净利率（%） 48.07  50.78  48.37  44.50  

期间费用率（%） 10.00  5.63  5.87  7.48  

存货周转率（次） 1.58  1.98  1.38  0.3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8.24  8.28  5.31  2.34  

研发支出在营收中占比（%） 5.33  4.86  5.83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表 14：濮耐股份近年主要财务与经营情况 

 2021A 2022A 2023A 2024Q1 

营业收入（亿元） 43.78  49.36  54.73  12.99  

归母净利润（亿元） 0.84  2.30  2.48  0.65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2.94  7.36  7.50  1.90  

资产负债率（%） 54.18  55.47  56.88  55.87  

销售毛利率（%） 18.74  20.06  19.93  19.70  

销售净利率（%） 1.78  4.35  4.62  4.89  

期间费用率（%） 16.59  13.85  14.36  14.14  

存货周转率（次） 2.34  2.15  2.19  0.5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09  3.06  3.01  0.69  

研发支出在营收中占比（%） 4.32  4.03  3.65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表 15：濮阳惠成近年主要财务与经营情况 

 2021A 2022A 2023A 2024Q1 

营业收入（亿元） 13.93  15.97  13.79  3.54  

归母净利润（亿元） 2.53  4.22  2.35  0.55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16.27  19.71  9.93  2.23  

资产负债率（%） 5.70  17.28  13.32  13.45  

销售毛利率（%） 29.39  36.00  26.07  23.01  

销售净利率（%） 18.12  26.44  17.04  15.55  

期间费用率（%） 8.93  6.07  8.33  6.73  

存货周转率（次） 8.28  5.73  5.14  1.5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7.62  6.46  5.04  1.29  

研发支出在营收中占比（%） 5.71  4.64  5.74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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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四方达近年主要财务与经营情况 

 2021A 2022A 2023A 2024Q2 

营业收入（亿元） 4.17  5.14  5.42  2.63  

归母净利润（亿元） 0.92  1.54  1.38  0.63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10.15  15.22  12.19  5.15  

资产负债率（%） 20.31  18.90  19.00  21.33  

销售毛利率（%） 52.89  55.57  51.50  53.60  

销售净利率（%） 22.08  29.19  23.29  20.96  

期间费用率（%） 33.25  28.87  30.54  31.39  

存货周转率（次） 2.37  1.95  1.66  0.5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82  2.93  2.95  1.35  

研发支出在营收中占比（%） 10.81  12.50  11.61   
资料来源：Wind，中原证券研究所 

 

5. 投资建议 

半导体材料：我们看好国产半导体企业投资机会，大基金三期成立叠加半导体行业周期

复苏上行，2024 年下半年半导体材料需求有望得到提升。其中 6 月美洲半导体销售额同比增

长 42.8%，中国销售额同比增长 21.6%。存储自 2023 年三季度以来价格大幅回升，进入新一

轮上行周期。建议关注已经进入半导体产业供应链体系，在电子特气、光刻胶等技术难度大和

国产化替代率低的半导体材料细分子行业具有相当市占率和实现国产替代的专精特新企业。 

超硬材料：在世界复苏乏力、外需减弱的背景下，超硬制品整体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部

分高端超硬制品出口如刀具、钻头实现了量价齐增。随着汽车、消费电子、航空航天、人形机

器人等下游新应用场景的不断涌现，对工件的制造加工要求提高，精密加工的在制造环节占比

上升，不断拉动超硬金刚石刀具需求。而随着技术不断演进突破，功能性金刚石在半导体、军

工、光学应用也初步显露出实用化趋势，产业化序幕徐徐拉开。未来，随着功能性金刚石技术

的成熟，将为超硬材料企业开拓一片崭新的蓝海。 

从市场估值来看，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新材料指数市盈率（TTM，剔除负值）为 20.32，

处于近三年的 33%，目前板块估值相对较低，基于新材料行业和下游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发

展前景、新材料板块业绩增长预期及估值水平，维持新材料行业“强于大市”投资评级。 

6. 风险提示 

（1）技术进展不及预期； 

（2）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3）下游需求不及预期； 

（4）地缘政治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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