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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8月 19日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

电新行业双周报 2024年第 17期总第 39期

海风再得政策推动 下半年有望迎来交付旺季

行情回顾：

报告期内电力设备行业指数跌幅为 2.43%，跑输沪深 300指数 1.29Pct。

电力设备申万二级子行业中光伏设备、电网设备、电池、其他电源设

备Ⅱ、电机Ⅱ、风电设备分别变动-0.51%、-1.26%、-3.42%、-4.66%、

-4.77%、-6.23%。重点跟踪的三级子行业锂电池、电池化学品、风电

零部件分别变动-2.58%、-5.40%、-7.17%。

2024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电力设备行业累计下跌 19.61%，沪深 300指

数累计下跌 2.49%，电力设备行业累计跑输 17.12Pct。电力设备的六个

申万二级子行业全部下跌，其中光伏设备累计跌幅最大，为-30.52%。

重点跟踪的三个三级子行业锂电池、电池化学品、风电零部件变动分

别为-3.57%、-37.22%、-3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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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只上涨，其中紫建电子涨幅最大，涨幅为

10.27%。电池化学品 43只 A股成分股中 4只上涨，尚太科技涨幅最大，

涨幅为 2.69%。风电整机行业 6只 A股成分股全部下跌，运达股份跌

幅最大，跌幅为 10.20%。风电零部件行业 21只 A股成分股中 2只个

股上涨，其中中环海陆涨幅最大，涨幅为 9.08%。

估值方面，截至 2024年 8月 16日，电力设备行业 PE为 20.11倍，低

于负一倍标准差，位于申万一级行业第 14位的水平。电力设备申万二

级行业中重点跟踪的电池、风电设备行业 PE 分别为 20.13 倍、26.40

倍。重点跟踪的三个三级子行业 PE分别为电池化学品 23.47倍、风电

零部件 24.43倍、锂电池 18.81倍。

本报告期，电力设备行业共有 12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减持 1030.48万

元。其中，4家增持 6309.04万元，8家减持 5278.56万元。

投资观点：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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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意见》发布，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进行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西北

风电光伏、西南水电、海上风电、沿海核电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积

极发展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等新能源，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推进水风光一

体化开发。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5%左右。此外，

8月 15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技术”等 4个重点专项 2024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公布，其中涉及风电重点研发项目 5项。随着国家

政策指引力度加强以及多个海风项目的招标、核准，海风市场有望在

下半年迎来交付旺季，建议重点关注整机板块以及海缆、塔桩等核心

零部件环节。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的风险；项目开工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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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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跑输沪深 300指数 1.29Pct。电力设备申万二级

子行业中光伏设备、电网设备、电池、其他电源设备Ⅱ、电机Ⅱ、风电设备分别变动-0.51%、-1.26%、

-3.42%、-4.66%、-4.77%、-6.23%。重点跟踪的三级子行业锂电池、电池化学品、风电零部件

分别变动-2.58%、-5.40%、-7.17%。

2024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电力设备行业累计下跌 19.61%，沪深 300指数累计下跌 2.49%，

电力设备行业累计跑输 17.12Pct。电力设备的六个申万二级子行业全部下跌，其中光伏设备累

计跌幅最大，为-30.52%。重点跟踪的三个三级子行业锂电池、电池化学品、风电零部件变动分

别为-3.57%、-37.22%、-3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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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初至报告期末累计涨跌

幅（%）

图 5：重点跟踪三级行业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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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只上涨，其中紫建电子涨幅最大，涨幅为 10.27%。电池化学品 43只 A股成分股中 4只

上涨，尚太科技涨幅最大，涨幅为 2.69%。风电整机行业 6只 A股成分股全部下跌，运达股份

跌幅最大，跌幅为 10.20%。风电零部件行业 21只 A股成分股中 2只个股上涨，其中中环海陆

涨幅最大，涨幅为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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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风电整机行业个股涨跌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图 11：风电零部件行业涨跌幅前五个股（%） 图 12：风电零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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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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方面，截至 2024年 8月 16日，电力设备行业 PE为 20.11倍，低于负一倍标准差，位

于申万一级行业第 14位的水平。电力设备申万二级行业中重点跟踪的电池、风电设备行业 PE

分别为 20.13倍、26.40 倍。重点跟踪的三个三级子行业 PE分别为电池化学品 23.47 倍、风电

零部件 24.43倍、锂电池 18.81倍。

图 13：申万一级行业 PE（TTM）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图 14：电力设备行业 PE（TTM）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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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电力设备申万二级行业 PE（TTM） 图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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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电行业

 台湾首个漂浮式项目揭晓

近日，漂浮式风电开发商 BlueFloat Energy 透露了在台湾的开发计划，将在近期启动一个

180MW的项目。该项目位于Winds of September场址内，暂时命名为Winds of September Phase

1，位于新竹市海岸外 23公里处。Winds of September是一个规划容量 1GW的场址，将率先启

动的 Phase 1的装机容量为 180MW，计划安装 12台 15MW漂浮式风机，建成后有望成台湾首

个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据介绍，台湾海上风电主管部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启一轮漂浮式海

上风电示范项目招标，BlueFloat对此志在必得。除了积极参与投标，BlueFloat还与一家名为“金

属工业研究与开发中心（MIRDC）”的机构签订了协议，委托后者对台湾内的系泊系统供应链

进行调研，因为招标政策中大概率会出现设备本土化要求。

BlueFloat表示，台湾固定式海上风电资源已接近枯竭，漂浮式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因此，

借助本次 180MW的 Phase 1项目，将与供应链相关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资料来源：欧

洲海上风电）

 全球最大漂浮式风电平台出海

8月 11日，全球单体容量最大的漂浮式风电平台“明阳天成号”正式踏上“上班路”——

从广州南沙启航，前往广东阳江明阳青洲四海上风电场。“明阳天成号”由全球海上风电领军

企业明阳集团自主研制，两座塔筒呈“V”字形排列、搭载两台 8.3兆瓦海上风机，总容量达到

16.6兆瓦，可应用于水深 35米以上的全球广泛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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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叶轮最高处达 219米，空中最大宽度约为 369米。整体拖航设计吃水 5.5米，平台排水

总量约 1.2万吨，到达现场压载至作业工况下平台排水总量约 1.5万吨。

值得一提的是，“明阳天成号”实现了多项全球首创。其浮式基础为全球首次采用抗压能

力达到 115兆帕以上超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制造而成，这种混凝土材料强度达到普通混凝土的 4

倍左右。浮筒采用的“玻璃纤维外壳+XPS芯材+防护涂层材料”方案亦为世界首创，突破了传

统浮筒采用纯钢结构或钢混结构的限制。此外，翼型双塔筒、双主机、双风轮的设计，以及拉

索系统的应用均为全球首创。（资料来源：欧洲海上风电）

2.2 新能源汽车行业

 2024年 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情况简析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2024年 7月，新能源汽车同比保持较快增长。2024年 7月，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8.4万辆和 99.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3%和 27%。2024年 1-7月，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91.4万辆和 593.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8.8%和 31.1%。2024年 7月，

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 88.7万辆，环比下降 7.9%，同比增长 30.7%。2024年 1-7月，新能源汽车

国内销量 522.6万辆，同比增长 34.3%。2024年 7月，新能源汽车出口 10.3万辆，环比增长 20.6%，

同比增长 2.2%。2024年 1-7月，新能源汽车出口 70.8万辆，同比增长 11.4%。（资料来源：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

2.3 动力电池行业

 2024年 7月动力电池月度信息

产量方面：

7月，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带动下，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 91.8GWh，环比增长 8.6%，

同比增长 33.1%。1-7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累计产量为 521.8GWh，累计同比增长 36.2%。

销量方面：

7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销量为 86.3GWh，环比下降 6.4%，同比增长 49.9%。其中，动

力电池销量为 62.2GWh，环比下降 10.3%，同比增长 19.0%，占总销量 72.1%，和上月相比，

占比下降了 3.1个百分点；其他电池销量为 24.1GWh，环比增长 5.3%，同比增长 351.9%，占总

销量 27.9%。1-7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累计销量为 488.9GWh，累计同比增长 41.9%。其中，

动力电池累计销量为 380.3GWh，累计同比增长 25.3%，占总累计销量 77.8%，与去年同期相比，

占比下降 1.2个百分点；其他电池累计销量为 108.6GWh，累计同比增长 165.3%，占总累计销

量的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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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出口 15.6GWh，环比下降 15.5%，同比增长 28.9%，合计出

口占当月销量 18.0%。其中，动力电池出口量为 9.6GWh，环比下降 27.2%，同比下降 13.1%，

占总出口量的 61.5%，和上月相比，占比下降 10.0个百分点；其他电池出口量为 6.0GWh，环

比增长 13.9%，同比增长 471.6%，占总出口量的 38.5%。

1-7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累计出口达 89.2GWh，累计同比增长 28.9%，合计累计出口占

前 7月累计销量 18.3%。其中，动力电池累计出口量为 69.6GWh，累计同比增长 5.2%，占合计

累计出口量的 78.0%，和上月累计量相比，动力电池占比下降 3.5个百分点；其他电池累计出口

量为 19.6GWh，累计同比增长 153.7%，占合计累计出口量的 22.0%。

装车量方面：

7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41.6GWh，环比下降 2.9%，同比增长 29.0%。其中三元电池装

车量 11.4GWh，占总装车量 27.3%，环比增长 2.3%，同比增长 7.5%；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30.1GWh，占总装车量 72.5%，环比下降 4.8%，同比增长 39.2%。

1-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244.9GWh, 累计同比增长 32.8%。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

车量 73.6GWh,占总装车量 30.1%，累计同比增长 25.7%；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171.1GWh,

占总装车量 69.9%，累计同比增长 36.3%。（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

 GGII：工程机械用锂电池市场“新蓝海”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公开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 12类主要工程机械产品年销量

超 170万台，其中，四大主要产品：叉车（从属于工业车辆）销量达 110万级、升降作业平台

和挖掘机销量在 20万级，装载机销量 10万级。在电动化方面，除升降作业平台与叉车市场外，

目前国内工程机械车辆电动化还处于较低的水平。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调研信息显示，除

升降作业平台和叉车市场外，国内工程机械产品电动化率不到 10%。

从主要产品电动化进程来看，升降作业平台与叉车是工程机械细分市场最先开始向电动化

转型的品类。升降作业平台是众多机械产品中最适合做电动化的产品，原因在于它的工作状态

为间歇式，无需在重载工况下持续作业。叉车相比与其他工程机械产品而言具有典型的轻量化

特征，绝大多数叉车的重量与乘用车相差无几甚至更低，同时叉车的工作场所为场内环境，工

作距离较短，这些特征使得电动叉车仅需搭载少量电池即可工作，大大减轻了成本压力。此外，

电动装载机、电动挖掘机、电动矿卡、电动推土机、电动压路机和电动汽车起重机等均已批量

应用。

目前，国内外知名的工程机械企业如卡特彼勒、小松、徐工机械、三一重工等都在电动化

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布局。徐工机械、三一重工均已累计发布上百款新能源工程机械产品，

产品类型覆盖了汽车起重机、装载机、高空作业平台、环卫车辆、正面吊、压路机、摊铺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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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领域，电动化产品收入占比不断提升。

工程机械的电动化为锂电池带来新的消纳空间。据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调研测算数据，

2023年电动叉车、电动升降作业平台、电动装载机、电动挖掘机、电动矿卡五大类产品对应的

电池需求总量约 8.7GWh。若上述五大类产品完全实现电动化，对应约 63.1GWh的电池需求（基

于 2023年产品销量水平测算）。叠加其他工程机械产品电动化需求，GGII 预计工程机械用电

池潜在规模在 70GWh以上。（资料来源：GGII）

2.4 储能行业

 7月新型储能投运超 8GWh，工商业储能环比下降 26%

根据 CNESA全球储能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2024年 7月，国内新增投运新型储能项目规

模共计 3.38GW/8.52GWh，同比+80%/+114%，功率规模达上半年新增投运规模的 26%。其中

表前新增装机 3.24GW/8.22GWh，功率规模环比下降 44%，用户侧新增装机规模环比下降 26%。

从区域分布上看，新型储能投运项目主要分布在江苏、青海、新疆、重庆、浙江等 21个省市自

治区，9省新增投运规模超百兆瓦，江苏、青海、新疆 3省新增规模超 GWh。

江苏新增投运规模超 GW，居全国首位。7月份，江苏 13个独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以已

纳规江苏省电力“715”保供的政策保障性项目为主，独立储能新增投运规模达 1.25GW。青海

格尔木宝库 224.5MW/889MWh高压直挂储能电站、海西托格若格 270MW/1080MWh储能电站

相继投运，新增投运规模居第二位。

从应用分布上看，电网侧功率规模占比 75%，较 6月下降 5个百分点，规模 2.5GW/6.2GWh，

功率规模环比下降 46%，独立储能占比 99.9%；分布在江苏、青海、重庆、山东、浙江等 7省。

26个独立储能项目投运，其中百兆瓦级以上项目 14个；独立储能规模占比较 6月下降 6个百

分点。

电源侧规模 700MW/2060MWh，功率规模环比下降 31%，新能源配储规模占源侧新增投

运项目的 84%；分布在新疆、西藏、江苏、云南、甘肃等 10省，新疆新增投运新能源配储功

率规模占比 37%，居全国首位。

用户侧占比较 6月上升 1个百分点，但功率规模环比下降 26%，规模 137MW/303MWh；

分布在浙江、江苏、广东、湖南、山西等 14个省份。40余个工商业储能项目投运，工商业储

能主导用户侧市场，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华中地区，其中华东投运规模占比最大，占比超

65%。（资料来源：CNESA）

 峰谷价差提升 31%，江西省发布最新电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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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6日，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阶段性短暂性恢复执行尖峰电价的通知。其中指出：

江西省日最高用电负荷常态化保持高位运行。为有效应对电力缺口，充分发挥峰谷分时电价机

制作用，引导企业合理错避峰用电，保障全省电网安全运行，决定阶段性短暂性恢复执行尖峰

电价。阶段性短暂性恢复执行尖峰电价，时间暂定：8月 7日-8月 25日（尖峰时段 20:30～22:30）。

此外，通知指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耀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特别是

做好重点企业的上门服务工作，确保工商业用户知晓政策，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根据国网江西

发布的 2024年 8月电网代理购电价格表，1-10千伏工商业高峰电价为 0.9879元/KWh，低谷电

价为 0.3579元/KWh。若根据此前（赣发改价管[2022]898号），尖峰时段电价在高峰时段电价

基础上上浮 20%，则尖峰电价为 1.8547元/KWh。峰谷价差较变化前提升 31%，由 0.62998元/Wh

提升为 0.8276元/KWh。（资料来源：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二、 公司动态

1. 重点公司动态

8月 12日，富临精工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于近日与宁德时代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业务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在锂电磷酸铁锂材料验证、生产方面

建立长期合作的机制。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同意向江西升华支付一定金额的预付款支持其江西

基地（7.5万吨/年产能）建设；江西升华承诺江西基地按期完成建设并达成符合宁德时代生产

要求的年产 7.5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产能。（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电池中国）

8月 13日，贝特瑞公告，为实施锂电池负极材料海外战略布局，拟通过全资子公司贝特瑞

地中海负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摩洛哥投资建设年产 6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项

目预计总投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26.18亿元。项目建设期约 2年。（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电池

中国）

8月 12日晚间，海目星公告，此前公告，公司与欣界能源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基

于上述协议，公司与欣界能源的全资子公司江苏欣界于 8月 9日签订了《设备采购框架合同》，

公司负责按照双方约定的技术要求设计开发 2GWh电池自动化生产线设备，并负责设备的安装

调试及售后维护工作；江苏欣界拟向公司采购 2GWh电池自动化生产线设备，江苏欣界预计设

备采购金额约为 4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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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减持 1030.48万元。其中，4家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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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9.04万元，8家减持 5278.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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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660.SH 电气风电 2 1 增持 659.68 1,988.14

002168.SZ 惠程科技 1 1 增持 236.56 608.50

600875.SH 东方电气 1 1 增持 221.10 3,708.40

831152.BJ 昆工科技 1 1 增持 0.50 4.00

000695.SZ 滨海能源 1 1 减持 -0.01 -0.10

001301.SZ 尚太科技 3 3 减持 -2.26 -86.01

688567.SH 孚能科技 2 2 减持 -9.15 -80.29

000695.SZ 滨海能源 1 1 减持 -0.01 -0.10

001301.SZ 尚太科技 3 3 减持 -2.26 -86.01

688567.SH 孚能科技 2 2 减持 -9.15 -80.29

002927.SZ 泰永长征 2 2 减持 -9.97 -121.24

833523.BJ 德瑞锂电 1 1 减持 -98.00 -1,088.07

603333.SH 尚纬股份 1 1 减持 -215.45 -663.27

688148.SH 芳源股份 1 1 减持 -243.21 -1,333.68

688597.SH 煜邦电力 6 6 减持 -263.91 -1,905.90

资料来源：Wind，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三、 重点数据跟踪

图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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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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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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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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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及渗透率 图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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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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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全球动力电池出货结构 图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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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瑞证券研究所

图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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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2009年至今中国风电月度产量（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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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018-2023年全球及中国陆风装机容量（万千瓦）

资料来源：Wind，全球风能协会，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图 27：2018-2023年全球及中国海风装机容量（万千瓦）

资料来源：Wind，全球风能协会，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四、 投资建议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发布，这

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

非化石能源，加快西北风电光伏、西南水电、海上风电、沿海核电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积极

发展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推进氢能

“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推进水风光一体化开发。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5%左右。此外，8月 15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技术”等 4个重点专项 2024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公布，其中涉及风电重点研发项目 5项。随着国家政策指引力度加强以及多个海

风项目的招标、核准，海风市场有望在下半年迎来交付旺季，建议重点关注整机板块以及海缆、

塔桩等核心零部件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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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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