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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分析

宏观经济分析：多看少动，以静制动

市场回顾：

上周全球资本市场从上上周的 Risk Off行情中修复，商品、股市均上涨，其中标普能源板块领涨，本周涨超
7%，布油创近四周新高，伦铜、伦铝周涨幅均超 4%，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两月最大周升幅。但从 8月的欧美

PMI初值来看，欧美英制造业 PMI和服务业 PMI均走低，美国 ECRI领先指标也持续回落，美国 PCE上行动力

减弱，全球经济见顶回落的迹象逐渐显现，未来回调的节奏值得关注。

上周，A股震荡修复，沪深 300指数累计上行 1.2%，10年国债收益率上行 1.8BP，南华工业品指数震荡收

涨 4.8%。

A股周期和成长风格持续向好，7月以来周期风格累计涨幅高达 13.8%，成长风格累计涨幅达 5.2%，且自 2
月份以来二者走势十分相似。从板块来看，7月以来有色、钢铁、采掘、军工、化工、电新等板块涨幅排名靠前，
两个月有色涨幅高达 43%，钢铁涨幅高达 29%，化工涨幅达 15%。但从商品来看，本轮大宗商品中，有色、黑

色均在 5月中上旬见顶回落，原油也在 7月中上旬见顶，本轮股市的周期行情与商品的背离主要是因为 A涨幅
较大的板块大多是与碳中和与新能源相关的股票，而传统能源相关的涨幅并不高。

另外，8月 23日，人民银行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8月 26日，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
副主任韩文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文献有关情况的发布会上就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权威解读，

维稳信号明显。

后市展望：

以半年维度来看，国内经济有望维持低位平稳，股债大体维持震荡格局。然而，全球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走
弱值得关注，监管政策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全球疫情仍存变数。建议多看少做，紧密跟踪，灵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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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行业：智飞生物：半年报业绩超预期，重组新冠疫苗有望带来新增长

8 月 29 日，智飞生物发布 2021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收 131.7 亿元，同比增长 88.33%；归母净利润 54.9
亿元，同比增长 264.94%；扣非净利润 55.0亿元，同比增长 263.7%。Q2单季度收入 92.4亿元，同比增长 112.1%；
归母净利润 45.5亿元，同比增长 360.7%。

点评：自主产品持续放量，全年业绩增长可期。上半年，智飞生物共有 10种产品上市在售，1 种产品紧急

使用，包括预防流脑、宫颈癌、肺炎、轮状病毒等传染病的疫苗产品，也涵盖提供结核感染诊断、预防、治疗有
效解决方案的药品。其中，自主产品 ACYW135多糖疫苗和 AC结合疫苗的批签发量分别增长 123.67%、115.12%。

研发投入加大，在研项目稳步推进。2021年上半年研发投入达到 7.90亿元，为公司研发创新提供了人才储
备和资金保障。目前，公司已搭建起细菌性多糖和多糖蛋白结合疫苗技术平台、病毒性灭活疫苗技术平台、基因

重组技术平台、组分技术平台等多个研发平台，并积极布局 mRNA、新型多联多价技术平台等前沿开发平台。
研发平台的逐步拓展有力促进研发矩阵的协同构建，提升各项目的推进速度。目前，公司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以及

临床前研究的项目共计 26项，覆盖预防结核病、肺炎、脑膜炎、流感、狂犬病等传染病的人用疫苗、生物制品
项目，形成了具有产品协同效应和行业竞争力的产品矩阵。

重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数据优异，有望带来新的增量。全资子公司智飞龙科马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合作研发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HO细胞）自 2020年 12月开始，陆续在我国湖南省、乌兹别克斯坦、

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厄瓜多尔开展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对于任何严重程度的 COVID-19的
保护效力为 81.76%，达到WHO 要求的新冠疫苗有效性标准。其中对于 COVID-19 重症及以上病例、死亡病例
的保护效力均为 100%。对 Alpha变异株的保护效力为 92.93%；对 Delta变异株的保护效力为 77.54%，保护效力

和安全性具备国际竞争力，有望带来较大业绩弹性。

（分析师：李志新，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090001，研究助理：周贤珮）

轻工制造行业：索菲亚披露中报，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91.6%

事件：公司发布 2021年半年报，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43.0亿元，同比+68.3%，较 2019年同期+36.8%；

实现归母净利润 4.5亿元，同比+30.1%，较 2019年同期+14.1%；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4.1亿元，同比+91.6%，
较 2019年同期+17.2%。

简评：

上半年经营表现符合市场预期。公司 Q2 单季实现营收 25.4亿元，同比+41.8%（较 2019年同期+29.7%），
实现归母净利润 3.3亿元，同比-8.7%（较 2019年同期+15.5%），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3.07亿元，同比+10.25%（较
2019 年同期+14.23%）。具体分产品看，公司衣柜/橱柜/木门上半年分别实现收入 34.6/5.6/1.7 亿元，分别同比

+57.6%/+121.1%/+93.8%。衣橱木门全品类均实现高速增长，上半年整体经营表现符合市场预期。

盈利能力短期承压。2021H1 毛利率同比-2.74pcpts至 34.74%，净利率同比-3.04pcpts至 10.37%，期间费用率
同比-4.3pcpts至 21.78%，其中，销售费用率-1.84pcpts至 10.1%，管理及研发费用率-2.37pcpts至 11.15%，财务

费用率-0.09pcpts至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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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及整装渠道增势良好，经营效率进一步提高。公司大宗渠道上半年实现收入 7.29亿元，同比+136.8%；
整装渠道上半年实现收入 1.35亿元，较去年相比实现翻倍增长。经营效率方面，上半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由去
年同期的 42.66天-6.75天至 35.91天，应付账款周转天数由去年同期的 83.52天-9.73天至 73.79天，存货周转天

数由去年同期的 48.81天-11.81天至 37天。

（分析师：陈梦，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1070002）

传媒行业：苹果将允许 App Store 外支付，促进解决反垄断诉讼

8月 27日，Apple宣布将对 App Store进行一系列更新，更新的协议条款中声明将允许 IOS应用采用 App Store
外支付。

具体条款包括：1、开发者可以使用电子邮件等通信方式与用户共享 iOS App 之外的支付方式信息。和以往

一样，开发者不需要因发生在他们的 App 或 App Store 之外的任何购买向 Apple 支付佣金。相关通信必须得到

用户同意，且确保用户有权选择退出。2、Apple 还将把开发者可用于订阅、App 内购买和付费 App 的价格点
数量从少于 100 个扩展到多于 500 个。开发可以继续设定价格。

苹果提到，如果这一条款经法庭批准，将解决美国开发者提起的一项集体诉讼。2019年，有 iOS开发者在

加州对苹果发起集体诉讼，声称苹果违反了“谢尔曼法案”（Sherman Act ）和加州“不公平竞争法”（Unfair
Competition Law），请求法院对此案进行陪审团审判，并要求苹果向开发者作出赔偿。这些诉讼苹果的美国开发

者还指出，苹果已经垄断了 iOS应用市场，并滥用其市场力量，损害了开发者的利益，迫使他们只能在 App Store
出售 iOS应用。

去年 8月，由于 Epic在《堡垒之夜》中加入了外部支付，App Store、Google Play 发现后将这款游戏下架，
随后 Epic 迅速宣布起诉两方涉嫌垄断。作为回应，苹果方也在不久后停用了所有 Epic的开发者账号，并禁止其

使用 iOS/Mac开发工具。

在全球范围内，CP与渠道的博弈愈演愈烈，内容开发商对渠道分成的不满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和法

律的支持。苹果今天发布的更新协议，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们和解的态度。

（分析师：李甜露，执业证书编号：S0110516090001）

机械行业：创世纪半年报，专注数控机床业务，创新推动销量高速增长

事件：创世纪发布半年报，2021H1营业收入 23.49亿元，同比+51.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
亿元，同比+70.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1.78亿元，同比+99.55%。基本每股收益为 0.17元，上
年同期为 0.10元。

点评：专注数控机床业务，通用机型销量高速增长：公司 2020年全面整合、剥离精密结构件业务，以专注
于中高端数控机床业务。公司产品门类齐全，涵盖金属切削机床和非金属切削机床，下游主要应用于通用及 3 C
领域。通用系列核心产品为立式加工中心（V系列），其他产品包括龙门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

通用机床作为未来公司发展的战略重点，连续三年销量翻番，2021上半年业务规模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3C领
域作为公司的传统优势所在，核心产品高速钻铣攻牙加工中心系列产品累计交付量超过 75000台，为单项产品行
业第一，基本实现核心用户端的全面覆盖。今年以来，公司继续巩固核心产品钻攻机市场份额，推进 3C产品的

非 3C化应用，以应对无人机、电子烟、自动化、VR/AR硬件设备等新兴领域市场的旺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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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客户需求，加大研发投入：2021上半年公司投入研发费用 1.18亿元，占营收比重达 5%，去年同期研发
费用为 5149万元。研发活动围绕“整机+”展开，以整机研发为基础，积极布局关键部件研发、“机床云”平台开发。
整机研发方面，目前公司已完成“第六代”钻攻机的整机研发及批量生产，同时结合通用客户加工特点，开发出新

一代立式加工中心明星产品 T-V856S。关键部件方面，公司已获得主轴相关专利 15项、实现 50%的自主化率，
获得刀库相关专利 24项、实现 90%的自主化率。公司联合华中数控共同开发精雕机数控系统（TaiKan818D），

并积极开展数控系统二次开发。

市场需求放量，加速产能爬坡、优化供应链体系：国内制造业景气度复苏推动机床需求放量，金属切削机床

产量同比增速自 2020 年 4 月转正以来，一直维持着两位数以上增速。2021 上半年国内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29.7
万台，同比增长 45%。面对行业高景气度和旺盛的订单需求，公司加快东莞沙田、宜宾等生产基地建设，并持续

优化供应链、提升装备效率。今年以来，钢材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大，机床所需铸件、钣金件等原材料价格上涨，
公司发挥供应链优势，有效减轻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成本的压力。2021上半年数控机床销售整体毛利率 31.84%，
较去年同期提升 0.58%。

（分析师：曲小溪，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1080001）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光伏装机需求回暖，关注胶膜等产业链边际变化

7 月光伏装机需求回暖。能源局发布最新电力工业统计数据，1-7 月全国光伏新增装机 17.94GW，7 月新增

达 4.93GW， 环比上涨 59.03%，同比上涨 70%，远超前 6 个月的单月数据。需求回暖主要源于硅料价格的企稳
和 Q4 抢装季的到来。6 月下旬至 8 月初，硅料价格连续维稳。根据 solarzoom 的数据，7 月底一线厂商致密

料报价环比下降 3.7%。根据央视新闻最新调研显示，全球最大硅料企业永祥股份今年上半年产能利用率达到
126.5%，超负荷运转，但依然供不应求。下游电站端招标加速，以保障十四五开局第一年的光伏装机计划。

组件开工率回升，关注胶膜等边际变化。随着下半年装机需求回暖，组件开工率不断提升。根据 PVinfolink
数据，组件 TOP10 厂家 7/8/9 月开工率分别为 64%/75%/78%，组件及辅材端开始酝酿涨势，新单报价预期M6 单

玻组件约每瓦 1.75-1.79 元人民币、500W+组件每瓦 1.8-1.82 元人民币，试探下游接受程度。与此同时，组件辅
材胶膜及玻璃价格也存涨价预期，由于 EVA 粒子，甲醇，玻璃纯碱，天然气等成本上扬，有消息预期胶膜将上

调价格 15%，玻璃每平米期望上调 4 元，当前买卖双方仍在博弈当中，辅材等价格的上涨加进一步提升胶膜、
光伏玻璃企业的盈利能力。

分布式场景大电流组串逆变器全面上市。截至 8 月 26 日，阳光电源、古瑞瓦特、锦浪科技、华为、爱士惟、
固德威、禾望、科华等多家全球主流分布式逆变器品牌发布声明，应用于分布式场景的大电流组串式逆变器已全

面上市。大电流组串式逆变器主要是配合大功率组件，共同助力光伏项目度电成本的下探。根据 solarzoom 统计，
目前国内外共计 15 家逆变器厂商均已有匹配 210 高功率组件的分布式逆变器在供。

（分析师：王帅，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0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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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报告推荐

数控机床业务与航空运营服务增长稳定

——日发精机（002520）2021 年中报点评

日发精机发布半年报，2021H1营业收入 9.52亿元，同比+7.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亿元，同
比+60.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 7717万元，同比+46.33%。基本每股收益为 0.14元，上年同期为

0.08元。

数控机床业务盈利能力提升、航空航天装备销量不及预期：公司以高端数控机床为基础，产品结构完善，涵

盖车床、加工中心、龙门铣床、镗床、磨床、超精机、检测机，以及柔性化生产线、自动装配线等产品。上半年

数控机床板块营收 2.87亿元，同比增长 14.5%，毛利率 36.3%，较 2020全年提升 4.8%。公司航空航天智能装备
产线产品涵盖高精密高刚性航空零部件加工设备、柔性化航空零部件加工产线、飞机总装脉动生产线及飞机大部
件智能装备生产线等，拥有空客、赛峰、AVIO、欧洲宇航防务集团等国际航空客户群。受疫情对欧洲航空业影

响，上半年航空航天智能装备产线生产交付数量不及预期，板块营收 7792万元，同比减少 45.1%。

航空运营服务业绩增长稳定：公司航空运营服务板块的实施主体是子公司新西兰 Airwork公司，Airwork 公

司包括固定翼和直升机两块业务。固定翼飞机业务从事民航货运飞机的设计改造、维护及租售等。随着全球跨境
电商、跨境物流及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及疫情以来国际航班数量下滑、客机腹舱带货量下降，对航空货运飞

机的需求明显增长。公司上半年固定翼板块营收 4.14亿元，同比增长 22.2%，Airwork 公司实现净利润 5847万
元，同比增长 13.5%。

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21-2023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9/2.7/3.6亿元，当前股价对应 PE 为 43.1/30.1/22.7倍。
公司数控机床产品体系完备，航空运营服务业绩确定性强，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波动、汇率波动、技术迭代升级。

（分析师：曲小溪，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1080001）

业绩符合预期，门店持续快速扩张

——益丰药房（603939）2021 年中报点评

事件：益丰药房发布 2021年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3.46亿元，同比增长 16.74%；归母净利润为 5.05
亿元，同比增长 25.66%，扣非净利润 4.94亿元，同比增长 27.44%。Q2 单季实现营业收入 37.17亿元，同比增
长 14.54%；Q2单季归母净利润 2.63亿元，同比增长 22.43%。

门店扩张顺利，业绩增长确定性强。上半年，公司净增门店 897家，其中，新开门店 569家，并购门店 214
家，新增加盟店 164 家，关闭门店 50 家，期末门店总数 6888 家（含加盟店 799家）。上半年，公司共发生了

11起同行业的并购投资业务，其中，完成并购交割项目 8起，交割进行中的项目 3起；涉及门店 264家，其中
完成交割门店 214家。

积极推进慢病管理，承接处方外流。随着医保改革和医保定点政策的放开和逐步推进落实，特别是特慢病统
筹医保逐步向零售药店开放，药品零售行业将迎来新的增长点。公司通过设立慢病管理专店，配置慢病管理专员，

通过免费健康检测、健康服务为慢病会员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加以建档、回访、跟踪、评估与核检等方式，增加
慢病会员用药依从性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截至 6月底，公司累计慢病会员人数 740万，慢病管理专店

430家，建档并深度维护慢病会员达 55万，特慢病统筹医保定点门店 706家（占总门店 10%）。

线上业务持续快速发展。上半年，公司互联网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5.05亿元，其中，O2O销售收入占比 67.02%，

同比增长 139.89%；B2C销售收入占比 32.98%，同比增长 40.55%。O2O多渠道多平台上线门店超过 505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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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包含公司线下所有主要城市。医药电商运营逐步升级到集团化医药新零售体系，并将成为公司未来业绩
增长的新曲线。

盈利预测与估值：我们预计 2021-2023年公司收入分别为 163.6、209.9和 268.8亿元，同比增长 24.5%、28.3%
和 28.1%；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9.9、12.9和 16.5元，同比增长 29.3%、29.8%、和 28.4%，8月 26日收盘价（53.29
元/股）对应 PE分别为 39、30和 23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处方外流速度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门店扩张不及预期。

（分析师：李志新，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0090001，研究助理：周贤珮）

能源数字化平台运营与服务领军公司

——朗新科技（300682）2021 年中报点评

事件：8月 26日，朗新科技发布 2021年上半年业绩报告。2021H1，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07亿元，同比增

长 52.36%，实现归母净利润 1.18亿元，同比增长 45.09%。点评：利润增长超预期。2021H1，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3.07亿元，同比增长 52.36%，主要原因是在国家“双碳”战略驱动下，公司能源数字化业务发展加速，系统服

务和运营服务业务持续增长所致；同时智能终端业务逐渐恢复正常，收入也同比大幅增长；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1.18亿元，同比增长 45.09%，盈利表现超出公司预告上限。“双碳”政策下，长期成长可期。在“双碳”国策背景
下，能源改革势不可挡，电网作为能源改革的中坚力量，预计将长期受益，在此背景下，包括售电侧在内的电网

信息化支出持续上升，上半年公司 2B的能源数字化业务在“双碳”重大发展机遇下取得积极进展，在电力用电服
务核心系统、能源互联网应用、数字新基建等方面均取得较好发展，项目储备充足、业务持续向好，上半年，公

司能源数字化系统建设与服务业务实现收入 4.04亿元，同比增长 50.27%。另一方面，为了达到“双碳”目标，未

来电能占比需要达到 70%，因此需要产生大量新的用电场景，朗新作为能源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最擅长构建新的
能源服务场景，不断赋能 B、C端。在巩固现有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业务的基础上，公司将平台的能力向更
多场景复制，和流量入口一起积极拓展充电、停车等业务新场景。同时，在生活缴费、聚合充电等平台上，公司

积极开展各类增值业务，包括精准营销、创新能源服务（售电、能效）等。聚合充电快速发展。伴随汽车电动化、
智能化的大趋势，朗新科技 20年 9 月份正式上线“新电途”聚合充电业务，通过支付宝、高德地图等流量入口，

结合自己的数字化、平台化能力，为电动汽车用户提供便捷充电服务，同时，也为充电桩制造商、设备运营商提
供全流程管理赋能，比如：扫码充电、支付结算、营销管理、运维监控等。截止 2021年二季度末，平台已累计

接入充电运营商超 300家，在运营充电桩数量超过 20万，服务新能源充电车主数超过 105万，2021年上半年聚
合充电量近 11,000万度，累计充电量超 18,000万度。在一季度打通星星充电后，二季度再获重大突破，成功实

现了和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大头部运营商的打通，预计下半年聚合充电业务将加速发展，充电量相比去年将有
爆发式增长。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 492万辆，相对应的充电桩数只有 150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约 80
万个），根据工信部规划，到 2030年，我国新能源车保有量将达到 6420万辆，按 1:1比例测算，充电桩数将达

到 6420万，可见，当前我国电动车及充电桩渗透率均较低，该业务前景广阔。假设到 2025年，朗新科技接入

550万充电桩，服务 1500万用户，年充电量达到 150亿度，则按照当前分成比例，聚合充电业务贡献的收入可
达到近十亿量级。投资建议：我们预计朗新科技 21-23年净利润为 8.49、10.34、12.82亿元，同比增速为 20.1%、

21.9%、23.9%，维持“买入”评级。风险提示：支付宝流量出现大幅下滑；聚合充电业务推广不及预期；传统软件
业务增长不及预期。

(分析师：翟炜，执业证书编号：S01105210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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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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2.2 0.59 2.77 3.67 1.41
深证成指 14,436.9 0.15 1.29 -0.25 -0.23
沪深 300 4,827.0 0.53 1.21 0.33 -7.37
恒生指数 25,407.9 -0.03 2.25 -2.13 -6.70
标普 500 4,509.4 0.88 1.52 2.60 20.06
道琼斯指数 35,455.8 0.69 0.96 1.49 15.84
纳斯达克指数 15,129.5 1.23 2.82 3.11 17.39
英国富时 100 7,148.0 0.32 0.85 1.65 10.64
德国 DAX 15,851.8 0.37 0.28 1.98 15.55
法国 CAC40 6,681.9 0.24 0.84 1.05 20.36
日经 225 指数 27,641.1 -0.36 2.32 1.31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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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7 2.12 9.96 -4.96 38.36
NYMEX 原油 68.67 1.85 10.51 -7.14 41.53
LME 铜 9,420.00 1.30 4.24 -3.17 21.30
LME 铝 2,654.00 1.32 4.22 2.47 34.07
LME 锡 33,685.00 1.00 4.49 -2.78 65.73
LME 锌 2,987.50 -0.48 2.01 -1.30 8.60
CBOT 大豆 1,320.00 -0.47 2.27 -2.17 0.69
CBOT 小麦 732.50 -0.91 0.58 4.09 14.36
CBOT 玉米 553.50 0.50 3.07 1.51 14.36
ICE2 号棉花 94.84 0.72 1.87 6.10 21.40
CZCE 棉花 17,570.00 -0.11 -1.32 0.89 16.47
CZCE 白糖 5,842.00 -0.39 -1.12 3.82 11.25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4,235.00 0.95 3.49 28.65 210.03
DCE 铁矿石 840.00 1.39 9.80 -20.98 -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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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0 -0.38 -0.81 0.65 3.05
美元兑人民币(CFETS) 6.48 -0.06 -0.31 0.37 -0.92
欧元兑人民币(CFETS) 7.62 -0.12 0.32 -0.86 -5.26
日元兑人民币(CFETS) 5.88 0.00 -0.77 -0.24 -7.23
英镑兑人民币(CFETS) 8.88 -0.40 0.31 -1.63 -0.51
港币兑人民币(CFETS) 0.83 -0.11 -0.29 0.11 -1.33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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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沪股通前十大活跃个股明细

代码 证券名称 交易日期 类型 排

名

合计买卖总额

(亿)

买入金额

(亿)

卖出金额

(亿)

成交净买入

(亿)

收盘价

600111.SH 北方稀土 2021-08-27 沪股通 1 30.0224 14.8957 15.1267 -0.2311 49.07

601012.SH 隆基股份 2021-08-27 沪股通 2 23.1085 17.1020 6.0065 11.0956 90.81

600519.SH 贵州茅台 2021-08-27 沪股通 3 14.6040 8.0445 6.5595 1.4849 1,596.03

601318.SH 中国平安 2021-08-27 沪股通 4 12.3365 7.6208 4.7157 2.9051 52.00

603259.SH 药明康德 2021-08-27 沪股通 5 10.1370 6.1033 4.0337 2.0696 129.94

600030.SH 中信证券 2021-08-27 沪股通 6 9.5998 7.1429 2.4569 4.6860 24.73

600438.SH 通威股份 2021-08-27 沪股通 7 9.5524 6.4093 3.1431 3.2662 57.37

603501.SH 韦尔股份 2021-08-27 沪股通 8 8.8850 3.2509 5.6341 -2.3831 266.12

600036.SH 招商银行 2021-08-27 沪股通 9 8.6332 6.4750 2.1582 4.3168 50.35

601888.SH 中国中免 2021-08-27 沪股通 10 8.5503 4.9153 3.6350 1.2803 240.23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表 5 深股通前十大活跃个股明细

代码 证券名称 交易日期 类型 排

名

合计买卖总额

(亿)

买入金额

(亿)

卖出金额

(亿)

成交净买入

(亿)

收盘价

300760.SZ 迈瑞医疗 2021-08-27 深股通 1 15.5575 10.8743 4.6831 6.1912 323.25

002241.SZ 歌尔股份 2021-08-27 深股通 2 15.3860 9.5215 5.8645 3.6570 46.79

300750.SZ 宁德时代 2021-08-27 深股通 3 14.3027 8.6534 5.6493 3.0042 507.50

000858.SZ 五粮液 2021-08-27 深股通 4 13.9840 5.2026 8.7814 -3.5788 205.68

002594.SZ 比亚迪 2021-08-27 深股通 5 12.8401 9.2446 3.5955 5.6492 288.15

300014.SZ 亿纬锂能 2021-08-27 深股通 6 10.9087 6.7615 4.1472 2.6142 102.14

300274.SZ 阳光电源 2021-08-27 深股通 7 10.6152 4.8641 5.7512 -0.8871 149.18

002460.SZ 赣锋锂业 2021-08-27 深股通 8 9.9694 6.7265 3.2430 3.4835 196.35

300015.SZ 爱尔眼科 2021-08-27 深股通 9 8.4058 4.1794 4.2263 -0.0469 47.05

300059.SZ 东方财富 2021-08-27 深股通 10 7.5961 2.7887 4.8074 -2.0187 31.00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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