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部分的重要法律声明 

 

 晨会纪要 

 [Table_ReportDate] 
首创证券研究发展部 | 2021.4.2 

 

 

宏观经济分析 
 

宏观经济分析：股市延续反弹 

 

基本面消息： 

    事件：中国 3 月财新制造业 PMI 为 50.6，环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51.4。 

    点评：财新制造业 PMI 虽然连续第十一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但已降至 2020 年 5 月以来最低值，显示新冠疫

情后制造业扩张速度进一步边际放缓。财新 PMI 季调更加充分，且以中小企业为主，因此和官方 PMI 形成差异。 

 

市场回顾： 

    二季度首日，全球股市集体上扬，且主要以科技股以及核心资产上涨为主。纳指大幅反弹，恒生科技指数暴

涨 4.71%，创业板指也涨逾 2%，亚洲股市全线收涨，欧股开盘也集体走高。 

    主要影响因素可能有两个：首先是美国疫情反弹。在过去的七天里，美国平均新增确诊病例相较前一周增加

了近 12%，尽管美国疫苗接种正在提速，但该国新增感染病例下降的趋势横遭逆转，引发市场对第四波疫情来袭

的担忧，压制投资者再通胀交易的兴趣，美债收益率回落，对高估值科技股的压力有所缓解；此外，主要国家经

济数据较强，提振市场情绪（包括美国就业数据、中国制造业 PMI、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等），股市和商品较

强，债市有所回落。 

    截止 4 月 1 日收盘，创业板指涨逾 2%，深成指涨 1.46%，沪指涨 0.71%，10 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跌 0.08%；

国内期市收盘多数上涨，铁矿石、焦炭涨逾 2%，沪锡、沪铝涨逾 1%。 

 

后市展望： 

正如我们之前所预期的，A 股短期大跌的可能性不大，甚至可能出现反弹。但从中期来看，在中国经济下行

+美债上行+国际政治形势三大矛盾并没有明显变化之前，我们依然建议对股市和商品要防守，对债市要进攻。 

（分析师：韦志超，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1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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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观察 

 

建筑装饰行业：中国中铁：在手订单充足，延续增长可期 

    事件：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全年实现新签合同额 26,056.6 亿元，同比增长 20.4%；实现营业总收入

9747.49 亿元，同比增长 14.56%；实现归母净利润 251.88 亿元，同比增长 6.38%，与前期市场预期基本一致。 

点评： 

    订单持续增长，毛利提升，期间费用率下降，所得税税率不断下降。公司新签订单持续较高增长，2019/2020

年增速分别为 27.94%/20.40%，为收入持续增长提供保障。基建建设、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毛利拉动，带动公司

整体毛利提升至 9.95%，较 2019 年提升 0.18 个百分点。在公司优化经营体系策略下，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

双双下降，较 2019 年分别降低 0.02/0.28 个百分点。由于享受高新技术企业、西部大开发等税收优惠政策，公司

所得税税率在 2019 年下降 4.23 个百分点基础之上，再降 0.63 个百分点，降至 18.37%。 

    紧密结合“十四五”发展战略，加强经营管理，优化产业布局，不断增强竞争力。“十四五”期间，公司将

继续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巩固传统领域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持续开展降本增效与创新创效，双驱推动。基础

设施建设业务目标为产业链覆盖建筑业全领域，实现“投建营”一体化发展；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业充分发挥牵

引带动作用，提升产业链协同发展能力；工程设备和零部件制造业务着力服务公司向建筑工业化转型，房地产开

发业务专注成为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2021 年公司计划实现营业总收入约 9,830 亿元，预计实现新签合同额约

26,400 亿元。 

    在手订单充足，经营体制持续优化，持续增长可期。公司在手订单 37,259.7 亿元，同比增长 10.9%，约为营

业总收入 3.8 倍，后续订单充足；同时公司持续开展降本增效经营管理，成本管理效果明显，未来持续增长可期。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预测 2021-2023 年，公司营收分别为 10,839.2/11,966.5/13,151.2 亿元，同比增长

11.2%/10.4%/9.9%；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87.6/326.2/367.8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14.2%/13.4%/12.8%； EPS 分别

为 1.17/1.32/1.49 元/股。以昨日收盘价计算 PE 分别为 5.1/4.5/4.0 倍，首次覆盖给予公司增持评级。 

（分析师：邹序元，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090002）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新强联：风华正茂，业绩大增仅是起点     

    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实现营收 20.64 亿元，同增 221.01%，实现归母净利润 4.25 亿元，同增 325.44%。

公司发布 2021 年 Q1 业绩预告，实现归母净利润 0.62 亿元~0.7 亿元，同增 128.08%~157.51%。  

    四重利好助力业绩直上云霄。公司 IPO 募投的 2.0MW 及以上大功率风力发电主机配套轴承建设项目贡献度

充分显现，产能释放、风电行业高度景气、上市后公司品牌力度大增和风电主轴产品国产替代四重因素叠加使得

公司业绩大幅增长。公司回转支承类产品销量 1.59 万件，同比增长 113.52%，锻件产品销量 11.1 万吨，同比增

长 112.67%。公司核心产品风电轴承已主要集中在 3MW 及以上型号，5.5MW 风电轴承产品已向核心客户批量供

应。2020 年度公司在明阳智能、湘电风能等核心老客户外新增东方电气、远景能源、三一重能等知名整机客户。 

    万事俱备，只欠产能东风。风电大型化、海上化将主导未来十年风电产业发展，轴承单机价值量绝对值和占

比将双双攀升。公司定增的 3MW 及以上大功率风电轴承生产线建设项目预计 2022 年达到 50%产能，2023 年满

产，具备 6900 套风电轴承年产能力，预计达产后每年贡献净利润 2.79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建的风电轴承精

密锻件项目预计 2022 年底达到设计产能 24 万吨，预计达产后年贡献净利润 2.6 亿元。 

掌握核心技术，进口替代加速。目前大容量风电主轴承主要由斯凯孚、舍弗勒、铁姆肯等外资巨头垄断，国

产替代空间巨大。公司已掌握三排滚子结构大功率风机主轴轴承设计制造技术、海上风电无软带双列圆锥滚子主

轴轴承设计制造技术等关键技术，涉及机组容量最高已达 6MW。我们预计随着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公司有望

成为卡位大容量风电轴承细分赛道的龙头企业。 

（分析师：王帅，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0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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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报告推荐 
 

浩瀚蓝海，行稳致远 

----瀚蓝环境(600323)公司简评报告 

事件：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4.81 亿元，同比增长 21.45%；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的扣非净利润 10.2 亿元，同比增长 17.57%。 

点评： 

公司实现稳健增长，盈利质量高。公司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多个固废处理项目投产、新增瀚蓝城服并表、

污水处理提价、享受应对疫情的有关税收优惠等。由于部分固废项目陆续完工投产，投产初期叠加疫情影响使得

产能利用不足，但项目固定成本费用投入（如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借款利息费用化等）较大，公司盈利能力尚

未完全释放。公司盈利质量高，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9.56 亿元，同比增加 48%。 

聚焦“固废资源化”全产业链。公司对标“无废城市”建设的“大固废”纵横一体化业务格局进一步夯实。报

告期内，公司收获垃圾焚烧、餐厨垃圾处理、环卫、转运等多个固废处理项目，实现在原有服务区域从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向其他类型固废处理的横向覆盖，进一步发挥市政垃圾(含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污泥等)、工业危险废

物、农业有机垃圾等污染源治理的横向协同优势。 

投运、在建、储备项目充足，预计从 2021 年开始进入业绩快速释放期。2020 年度是公司固废处理工程的建

设大年，报告期内有超过 20 个固废处理项目在建。报告期内，新增完工并正式投产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处

理规模共 5450 吨/日，2020 年末已投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模为 17250 吨/日（不含顺德项目）。2021 年一季度新

增投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处理规模共 5100 吨/日。 

给予公司“买入”评级。公司对“大固废”战略坚定执行，业务拓展积极，不断提升前端环卫、中端收转运、

末端处理的纵向协同优势。公司行稳致远，盈利质量高，即将进入业绩快速释放期。我们预计 2021-2023 年净利

润为 13.3/17.8/23.3 亿，PE 为 15.4/11.5/8.8 倍，给予买入评级。 

（分析师：邹序元，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090002） 

 

航空零部件制造中流砥柱、“价值提升+下游放量”共驱成长 

----国防军工行业深度报告 
报告摘要： 

    航空零部件制造，种类繁多、工序复杂、专业性强。航空零部件制造行业主要是指航空飞机各种零配件的制

造，依据各分系统结构、需求、用途、性能等要求有所区别，种类繁多平均在 2-4 万件类，且航空器由于高稳定

性、高速、高安全性及多次使用的特殊要求，对各个环节零部件设计、制造、加工和装配有着极高的工艺要求与

技术壁垒。 

    航空零部件制造是航空制造业的基础性产业。飞机制造业通常采取“整机制造商----多级供应商”的制造模式。

航空零部件企业众多，大多集中在三级供货商环节，是航空制造业的基础性产业，奠定了航空产业的产品质量与

技术标准。 

    产业模式：转包生产合作模式，位于整机制造产业链中游。产业链上游包括各种金属非金属等原材料，下游

由整机制造、航空发动机制造和航空维修三大部分构成。航空“转包”生产是全球航空飞机及发动机制造商普遍采

用的一种基于“主制造商-供应商”的供应链合作模式。转包业务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增强研发能力，近些年国

内转包市场规模稳步提升，已逐步成为世界航空产业重要组成部分。 

    航空零部件制造流程及工艺：环节最多，体量最大。飞机的机体制造是整机制造中价值量最高、体量最大、

涉及环节及配套单位产品最多的环节，生产主要由机翼、机身、尾翼等部件构成飞机的主体结构，各个分系统的

设计与制造工艺，依据飞机型号的要求涉及材料与技术要求均不同，制造工艺未来将向高精度、自动化、低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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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市场规模：军品随主战型号爆发增长，民品国内外市场齐发力。受益于军机主战型号大幅放量，同时随着军

工集团“大产业链+小总部”模式的不断建设，军工产业集群将以军工集团为核心，以关键加工装配工厂为辅助形

成区域性航空制造产业园，我国军用飞机零部件制造产业未来 10 年规模预计超 3000 亿元。民用飞机受到国际分

包比例提升+自产大飞机国产化替代，预计未来 10 年国内需求+国际分包将超 1800 亿市场规模。 

    相关公司：利君股份、爱乐达、西菱动力、华伍股份、铂力特、光韵达、豪能股份。 

（分析师：邹序元，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090002） 

 

业绩高点来临，动物疫苗带动营收增长 

----中牧股份(600195)公司简评报告 

 事件：公司发布了 2020 年年报：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9.76 亿元，同比+21.28%；实现归母净利

润 4.2 亿元，同比+68.59%。 

 点评： 

 各业务板块均有增长，业绩符合预期。分板块来看：1）生物制品板块实现营收 14.33 亿元（+25.7%）；2）

兽药板块实现营收 10.14 亿元，同比增长 25.03%。3）饲料板块实现营收 11.17 亿元；4）贸易板块实现营收 14.13

亿元。公司 2020 年业绩整体向好的主要原因有：1）非洲猪瘟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疫苗试验也进展顺利。能繁

母猪的出栏量逐步回升，猪肉的价格也有所回落。对公司生物制品、猪用兽药、饲料业务拉动较大。2）兰州布

病事件的后续处理已接近尾声，不良影响渐消，计提预计负债 8033 万元。3）报告期减持金达威股份，取得投资

收益使利润增加 1.46 亿元。 

 业绩高点来临，动物疫苗带动业绩稳步增长。2020 年末，生猪存栏、能繁殖母猪存栏比上年末分别增长 31.0%、

35.1%，生猪存栏及出栏量增加，下游养殖业产生新需求。公司生物制品产品种类丰富，猪口蹄疫 O 型、A 型

二价灭活疫苗等新产品的成功研制，将拉动业绩增长。新修订的《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将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起施行，该方法配合“先打后补”模式，可拉升公司强免疫苗的销售。 

 中牧涉足宠物市场，开发新的业绩增长点。2019 年 7 月中牧股份与江苏疯狂小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签订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20 年中国城镇狗猫数量达到了 10084 万只，同比增长 1.7%。2010-2020 年，中国宠物

行业市场规模由 134.4 亿元增长至 727.3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近 20%，国内宠物疫苗市场有巨大投资机会。宠

物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青年对宠物的需求热度不减，中牧股份在兽用狂犬病疫苗等业务的布局能开发新的业绩

增长点。 

 投资建议：公司在动物疫苗及兽药板块处于行业龙头,贸易板块毛利率较低，营收趋于稳定。随着非洲猪瘟

疫情和国内新冠疫情的控制，预计 2021 年，公司营收 58.9 亿元，公司 2021/2022 年的每股收益分别为 0.51/0.67

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24.2/18.3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非瘟疫情加重，疫苗销量不及预期，汇率变动损失。 

（分析师：孟维肖，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110003） 

 

风华正茂，业绩大增仅是起点 

----新 强 联(300850)公司简评报告 

   事件：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20.64 亿元，同比增长 221.01%，公司实现归母净

利润 4.25 亿元，同比增长 325.44%。公司发布 2021 年 Q1 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实现归母净利润 0.62 亿元~0.7 亿

元，同比增长 128.08%~1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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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利好助力业绩直上云霄：公司 IPO 募投的 2.0MW 及以上大功率风力发电主机配套轴承建设项目贡献度

充分显现，产能释放、风电行业高度景气、上市后公司品牌力度大增和风电主轴产品国产替代四重因素叠加使得

公司业绩大幅增长。公司回转支承类产品销量 1.59 万件，同比增长 113.52%，锻件产品销量 11.1 万吨，同比增

长 112.67%。公司核心产品风电轴承已主要集中在 3MW 及以上型号，5.5MW 风电轴承产品已向核心客户批量供

应。2020 年度公司在明阳智能、湘电风能等核心老客户外新增东方电气、远景能源、三一重能等知名整机客户。 

 万事俱备，只欠产能东风：风电大型化、海上化将主导未来十年风电产业发展，轴承单机价值量绝对值和占

比将双双攀升。公司定增的 3MW 及以上大功率风电轴承生产线建设项目预计 2022 年达到 50%产能，2023 年满

产，具备 6900 套风电轴承年产能力，预计达产后每年贡献净利润 2.79 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建的风电轴承精

密锻件项目预计 2022 年底达到设计产能 24 万吨，预计达产后年贡献净利润 2.6 亿元。 

 掌握核心技术，进口替代加速：目前大容量风电主轴承主要由斯凯孚、舍弗勒、铁姆肯等外资巨头垄断，国

产替代空间巨大。公司已掌握三排滚子结构大功率风机主轴轴承设计制造技术、海上风电无软带双列圆锥滚子主

轴轴承设计制造技术等关键技术，涉及机组容量最高已达 6MW。我们预计随着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公司有望

成为卡位大容量风电轴承细分赛道的龙头企业。 

 投资建议：我们预计公司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26.1 亿元、30.5 亿元和 38.2 亿元，对

应归母净利润为 5.5 亿元、6.4 亿元和 7.8 亿元，以今日收盘价计算 PE 为 26.6 倍、22.8 倍和 18.7 倍，首次覆盖，

给予公司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公司产能扩张不达预期；客户开拓不达预期；进口替代进度不达预期。 

（分析师：王帅，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090004） 

 

在手订单充足，延续增长可期 

----中国中铁(601390)公司简评报告 

 事件：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全年实现新签合同额 26,056.6 亿元，同比增长 20.4%；实现营业总收入

9747.49 亿元，同比增长 14.56%；实现归母净利润 251.88 亿元，同比增长 6.38%，与前期市场预期基本一致。 

 点评： 

 订单持续增长，毛利提升，期间费用率下降，所得税税率不断下降。公司新签订单持续较高增长，2019/2020

年增速分别为 27.94%/20.40%，为收入持续增长提供保障。基建建设、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毛利拉动，带动公司

整体毛利提升至 9.95%，较 2019 年提升 0.18 个百分点。在公司优化经营体系策略下，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

双双下降，较 2019 年分别降低 0.02/0.28 个百分点。由于享受高新技术企业、西部大开发等税收优惠政策，公司

所得税税率在 2019 年下降 4.23 个百分点基础之上，再降 0.63 个百分点，降至 18.37%。 

 紧密结合“十四五”发展战略，加强经营管理，优化产业布局，不断增强竞争力。“十四五”期间，公司将继续

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巩固传统领域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持续开展降本增效与创新创效，双驱推动。基础设施

建设业务目标为产业链覆盖建筑业全领域，实现“投建营”一体化发展；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业充分发挥牵引带动

作用，提升产业链协同发展能力；工程设备和零部件制造业务着力服务公司向建筑工业化转型，房地产开发业务

专注成为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2021 年公司计划实现营业总收入约 9,830 亿元，预计实现新签合同额约 26,400

亿元。 

 在手订单充足，经营体制持续优化，持续增长可期。公司在手订单 37,259.7 亿元，同比增长 10.9%，约为营

业总收入 3.8 倍，后续订单充足；同时公司持续开展降本增效经营管理，成本管理效果明显，未来持续增长可期。 

 盈利预测与投资评级：预测 2021-2023 年，公司营收分别为 10,839.2/ 

11,966.5/13,151.2 亿元，同比增长 11.2%/10.4%/9.9%；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87.6/326.2/367.8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

为 14.2%/13.4%/12.8%； EPS 分别为 1.17/1.32/1.49 元/股。以昨日收盘价计算 PE 分别为 5.1/4.5/4.0 倍，首次覆盖

给予公司增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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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邹序元，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090002） 

 

2020 年年报点评，人工晶状体稳定增长，角膜塑形镜快速放量 

----爱博医疗(688050)公司简评报告 

 事件：3 月 31 日，爱博医疗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73 亿元，同比增长 39.9%；归母

净利润 9656 万元，同比增长 44.8%；扣非归母净利润 8968 万元，同比增长 41.2%，业绩符合预期；公司同步

发布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和收购天眼医药的公告。 

点评： 

 人工晶状体稳定增长，角膜塑形镜快速放量。2020 全年公司人工晶状体实现收入约 2.2 亿元，同比增长

24.70%，Q2-Q4 销量、收入同比增长均在 30%以上，人工晶状体带量采购政策促进了公司终端客户数量的持续

增加，产品销量稳定增长；公司角膜塑形镜全年实现收入 4126 万元，同比增长 480 %，全年销量突破 10 万片，

销量同比增长 340%，未来在行业高景气度下有望保持高增长。 

 股权激励彰显公司发展信心。公司拟向 82 名对象（技术、销售等骨干）授予 45 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首

次授予 40.2 万股，预留 4.8 万股。以 2020 年经调整后净利润为基数，2021-2024 年考核指标经调整后净利润

年均复合增长率触发值分别为 25%、20%、15%、15%，目标值分别为 45%、40%、35%、35%。 

 收购天眼医药，进军软性亲水接触镜产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4,000 万元收购天眼医药 55%股权，天眼医

药正在国家药监局申报注册 3 项彩色软性亲水接触镜产品注册证。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利用自身技术、管理等优

势进行资源互补整合，加速在眼科消费性医疗业务方向的产品布局，丰富公司产品结构。 

 盈利预测与估值。我们预测2021-2023年，公司营收分别为4.0亿元、5.4亿元和7.3亿元，分别同比增44.7%、

36.2%和 34.9%；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4 亿元、1.9 亿元和 2.6 亿元，分别同比增 46.3%、35.5%和 36.0%。3

月 31 日收盘价（168.58 元/股）对应 PE（2021E）125.5 倍。 

 风险提示：产品研发进度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业务拓展不及预期；医疗器械集采政策风险。 

（分析师：李志新，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0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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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场数据 
表 1 全球主要市场指数 

指数名称 收盘点位 1 日涨跌幅（%） 1 周涨跌幅（%） 1 个月涨跌幅（%） 年涨跌幅（%） 

上证综指 3,466.3 0.71 1.40 0.71 -0.19 

深证成指 13,979.7 1.46 1.53 1.46 -3.39 

沪深 300 5,110.8 1.24 1.44 1.24 -1.93 

恒生指数 28,938.7 1.97 2.13 1.97 6.27 

标普 500 4,019.9 1.18 1.14 1.18 7.02 

道琼斯指数 33,153.2 0.52 0.24 0.52 8.32 

纳斯达克指数 13,480.1 1.76 2.60 1.76 4.59 

英国富时 100 6,737.3 0.35 -0.05 0.35 4.28 

德国 DAX 15,107.2 0.66 2.43 0.66 10.12 

法国 CAC40 6,103.0 0.59 1.91 0.59 9.94 

日经 225 指数 29,388.9 0.72 0.73 0.72 7.09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表 2 国际商品期货及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商品期货名称 收盘点位 涨跌幅（%） 1 周涨跌幅（%） 1 个月涨跌幅（%） 年涨跌幅（%） 

ICE 布油 64.65 3.04 0.34 3.04 24.81 

NYMEX 原油 61.24 3.52 0.44 3.52 26.22 

LME 铜 8,805.00 0.22 -1.75 0.22 13.38 

LME 铝 2,230.00 0.81 -2.96 0.81 12.65 

LME 锡 25,200.00 -0.74 -1.47 -0.74 23.99 

LME 锌 2,769.00 -1.76 -2.17 -1.76 0.65 

CBOT 大豆 1,401.75 -2.44 0.09 -2.44 6.92 

CBOT 小麦 608.25 -1.58 -0.82 -1.58 -5.04 

CBOT 玉米 559.00 -0.93 1.18 -0.93 15.50 

ICE2 号棉花 77.84 -3.76 -3.16 -3.76 -0.36 

CZCE 棉花 14,765.00 -0.24 1.58 -0.24 -2.12 

CZCE 白糖 5,330.00 0.59 -0.56 0.59 1.50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2,072.00 1.27 -4.87 1.27 51.68 

DCE 铁矿石 975.50 2.79 -9.17 2.79 -1.12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表 3 美元指数及人民币兑国际主要货币中间价 

汇率名称 收盘点位 涨跌幅（%） 1 周涨跌幅（%） 1 个月涨跌幅（%） 年涨跌幅（%） 

美元指数 92.90 -0.31 0.18 -0.31 3.27 

美元兑人民币(CFETS) 6.57 0.26 0.51 0.26 0.52 

欧元兑人民币(CFETS) 7.72 0.23 0.17 0.23 -4.00 

日元兑人民币(CFETS) 5.94 0.18 -0.70 0.18 -6.40 

英镑兑人民币(CFETS) 9.06 0.45 0.57 0.45 1.55 

港币兑人民币(CFETS) 0.85 0.19 0.32 0.19 0.26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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