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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推荐四大主题方向：1、大众消费。促消费政策下，大众消费市场有望回暖，看好必选消费和性价比消费的增长韧性。推荐：名创优

品/海伦斯/安井食品/宝立食品。2、数据要素。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不断建设，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和功能将不断显现，看好数字软硬

件/数商等。推荐：中国联通/太极股份/数字政通。3、智能汽车。国内智能汽车产业链角色从用市场换技术，到向海外输出技术和出口整

车，产业链价值将迎来重估。推荐：小鹏汽车/吉利汽车/德赛西威/伯特利。4、新型电力系统。服务国家双碳目标，实现电力行业低碳转

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展成为常规能源。推荐：阳光电源/国能日新/朗新科技/威胜信息/力合微/平高电气。

大众
消费

促消费政策下，大众消费市场有望回暖，
看好必选消费和性价比消费的增长韧性。
推荐：名创优品/海伦斯/安井食品/宝
立食品

服务国家双碳目标，实现电力行业低碳
转型，打造源网荷储一体的现代化能源
电力系统，推荐：阳光电源/国能日新/
威胜信息/力合微

国内智能汽车产业链角色从用市场换技
术，到向海外输出技术和出口整车，产
业链价值将迎来重估。推荐：小鹏汽车
/吉利汽车/德赛西威/伯特利等

数据
要素

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不断建设，数据作为
生产要素的价值和功能将不断显现，看
好数字软硬件/数商等。推荐：中国联
通/太极股份/数字政通

智能
汽车

新型电
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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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主题板块涨多跌少，炒股软件板块领涨。上周（7/31-8/4）热点主题表现中，炒股软件、金融科技以及互联网入口主题领涨市场，而

眼科医疗、仿制药以及抗单等主题跌幅居前。城中村改造主题换手率延续高位，炒股软件、光模块等相关主题换手率居前。从资金流入角

度看，上周新基建板块现大幅净流入，消费医药板块资金净流出。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炒股软件领涨市场，城中村改造换手率延续高位 新基建板块现大幅净流入，消费医药板块资金净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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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彭博，腾讯网，新华网，网信办，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产业 领域 时间 事件

智能汽车 行业变化

2023年7月
大众汽车集团与小鹏汽车签署战略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和总值约7亿美元的股份购买协议，双
方将基于小鹏汽车G9车型平台和智能驾驶技术开发两款B级电动车。

2023年7月
上汽集团官宣，公司已与奥迪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快上汽奥迪全新电动车型开发。双
方将快速、高效地推出“下一代电动车型”。

数据要素 政策会议

2023年8月
日前《贵州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力争将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
升为国家级数据交易所，数据流通交易走在全国前列，年交易额突破100亿元。

2023年7月
人社部7月28日消息，国务院任命刘烈宏为国家数据局局长.曾在中国电科、中国电子以及
中国联通三大央企述职。

2023年7月
以“数据驱动发展，智能引领未来”为主题的2023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4日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开幕。展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新成就，提升国际数字经济参与度与国家战
略支撑度贡献力量。

2023年7月
来自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嘉宾汇聚北京展开观点碰撞，为数字经济发展贡献智
慧；发布《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等百余项重要成果；全球18个城市和北京共
同发起《全球数字经济伙伴城市合作倡议》。

AI 产业动向 2023年7月
国家网信办等7部门联合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办法》秉承坚持发
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促发展具体措
施、规定规范以及监督检查方式进行了更加明确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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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价格修复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特征 疫情期间，招商银行客户资产“两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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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户 类 别 年 份
管 理 资 产 余 额

（ 亿 元 ）

户 数

（ 万 数 ）

人 均 资 产

（ 万 元 ）

2 0 2 2 3 7 9 2 4 . 3 6 1 3 . 4 8 2 8 1 3 . 3 8

2 0 2 1 3 3 9 3 9 . 0 4 1 2 . 2 1 2 7 8 0 . 4 3

2 0 2 0 2 7 7 4 6 . 2 9 1 0 . 0 0 2 7 7 5 . 2 7

2 0 2 2 6 0 7 4 1 . 6 0 4 0 0 . 8 6 1 5 1 . 5 3

2 0 2 1 5 4 4 2 5 . 0 5 3 5 4 . 9 9 1 5 3 . 3 1

2 0 2 0 4 5 7 0 9 . 5 8 3 0 0 . 1 8 1 5 2 . 2 7

2 0 2 2 2 2 5 6 4 . 1 7 1 7 9 8 5 . 6 6 1 . 2 5

2 0 2 1 1 9 2 2 7 . 6 1 1 6 9 3 2 . 8 0 1 . 1 4

2 0 2 0 1 5 9 6 1 . 7 0 1 5 4 8 9 . 8 2 1 . 0 3

私 人 银 行 客 户

（ 日 均 资 产

> 1 0 0 0万 元 ）

金 葵 花 客 户

（ 5 0万 元 <日 均

资 产 < 1 0 0 0万

元 ）

一 般 客 户

（ 日 均 资 产 < 5 0

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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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Q1拼多多股价和业绩展现出更强弹性 2023年7月头部时尚品牌官网客户流量分析

总 访 问 量

（ 百 万 次 ）
点 击 率

平 均 浏 览

页 数

平 均 访 问

时 长

S H E I N 3 6 . 1 3 5 . 6 1 % 1 3 . 0 7 1 0 分 1 2 秒

Z A R A 1 0 4 . 1 2 8 . 3 5 % 1 1 . 9 1 7 分 0 9 秒

H & M 1 0 7 . 4 3 7 . 8 3 % 8 . 6 5 分 1 6 秒

A S O S 8 2 . 8 4 0 . 4 2 % 8 . 1 3 5 分 0 7 秒

B O O H O O 1 8 . 2 4 8 . 3 4 % 6 . 4 6 5 分 3 8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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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四消费时代呈现国产化、朴素化倾向

时代划分
第一消费社会

1912-1941

第二消费社会
1945-1974

第三消费社会
1975-2004

第四消费社会
2005-2034

社会背景

从日俄战争胜利开
始至中日战争

以东京、大阪等大
城市为中心的中等

阶级诞生

从战败、复兴、经
济高度增长期开始

至石油危机
大量生产消费

全国一亿人口中产
阶级化

从石油危机开始到
低增长、泡沫经济、
金融破产、小泉改

革
差距拉大

雷曼危机、两次大
地震、经济长期不
景气不稳定等导致

收人减少

人口减少导致消费
市场缩小

人口 人口增加 人口增加 人口微增 人口减少

出生率 5 5→2 2→1.3~1.4 1.3~1.4

老年人比率 5% 5%-6% 6%-20% 20%-30%

国民价值观
National

消费属于私有主义，
整体来讲重视国家

Family

消费属于私有主义，
重视家庭、社会

Individual

私有主义、重视个
人

Social

趋于共享、重视社
会

消费取向
西洋化

大城市倾向

大量消费
大的就是好的
大城市倾向
美式倾向

个性化
多样化
差别化
品牌倾向

大城市倾向
欧式倾向

无品牌倾向
朴素倾向
休闲倾向
日本倾向
本土倾向

消费主题 文化时尚

每家一辆私家车
私人住宅
三大神器

3C

从量变到质变
每家数辆
每人一辆
每人数辆

联系
几人一辆
汽车分享
住宅分享

消费承担者
中等阶级家庭

时尚男女
小家庭
家庭主妇

单身者
啃老单身

所有年龄层里单一
化的个人

90年代日本便利店数量快速铺设，呈现朴素化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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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
（二）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
（三）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四）提升家装家居和电子产品消费

稳定大宗消费 扩大服务消费

（五）扩大餐饮服务消费
（六）丰富文旅消费
（七）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
（八）提升健康服务消费

完善消费设施

（十五）加快培育多层级消费中心
（十六）着力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
（十七）完善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

优化消费环境

（十八）加强金融对消费领域的支持
（十九）持续提升消费服务质量水平
（二十）完善促进消费长效机制

拓展新型消费

（十三）壮大数字消费
（十四）推广绿色消费

促进农村消费

（九）开展绿色产品下乡
（十）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
体系
（十一）推动特色产品进城
（十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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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2 2522

2022 12

2022 4

2021 12

202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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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相关政策 主要内容

北京市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

任务清单》

着力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落实北京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加快推进“双千兆城

市”建设，新增5G基站1万个以上，新增1000M以上宽带接入用户不少于20万户；推动

“长安链”迭代升级和推广应用，推动国家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在京落地；推进高级

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扩区建设，深化车路云网图融合发展。

上海市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加快工业软件攻关突破，实施智能工厂领航行动，培育一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标

杆，推进数字商圈、数字商店建设；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效能，努力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构建精准、普惠的数字生活服务体系；深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

广东省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5G网络实现城乡主要区域基本覆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深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建设，新推

动5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10万家中小企业“上云用云”；加快数

字公共服务普惠化、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数字生活智能化。

辽宁省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全力建设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做大做强集成电路装备、软件、工业互联网等一批数

字产业集群；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制造端发展延伸，发展信息技术、研发设

计、检验检测等高技术服务业。

河南省
《河南省2023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的通知》

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和推广，新增智能工厂（智能

车间）150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10家。推进重点领域智能化改造，遴选100个融合应

用新模式示范项目，争创国家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智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数

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在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推广5G+智慧农业项目。

四川省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出台数字四川建设方案，实施国家“东数西算”等重点工程，推进算力调度中心等数

字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发展国家级天府数据中心集群。加快突破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关键技术，有序推进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成链集群发展。

实施“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新增3万家企业上云。

陕西省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推动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加快推进大数据、软件信息服务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比超过8%。推进政务云、行业云发展，做好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

浙江省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发展数字政务，优化业务流程，进一步提升政府履职效率和数字化服务水平。推进文

化数字化发展，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加强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和大型数据

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双千兆”宽带城市。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

护基础制度，健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

时间 部门 文件 主要内容

2023年3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

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3）》

助力构建数字经济统计监测体系，加强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专利规模、结构、质量的统计监测，为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

统计支撑，促进知识产权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融合发展

2023年3月 工信部
《关于做好2023年信息通信业安

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聚焦当前5G网络运行安全存在的短板弱

项，开展5G网络运行安全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提高云网融合

、算网一体趋势下网络运行安全水平。

2023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

院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提出数字中国建设“2522”整体框架，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

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

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

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2022年12月 工信部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

理办法（试行）》

确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重要数据识别与备案相关要求；针

对不同级别的数据，围绕数据收集、存储、加工、传输、提

供、公开、销毁、出境、转移、委托处理等环节。

2022年12月 国务院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

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

据二十条”）

为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

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

济，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2022年6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的指导意见》

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和技术防护。加大对涉及国家

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数据的

保护力度，完善相应问责机制，依法加强重要数据出境安全

2022年1月 国务院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总体方案》

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立健全数据流通交易规则，

拓展规范化数据开发利用场景，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到2023

年，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

制度建设探索上取得积极进展。

2022年1月 国务院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

协调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和规则体系基本建立，跨部门

、跨地区的协同监管机制基本健全。政府数字化监管能力显

著增强，行业和市场监管水平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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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鹏G9核心零部件供应商一览（部分）
领域 零部件 供应商 领域 零部件 供应商

驱动系统

动力电池包 Pack 智鹏制造

空调系统
&热管理

压缩机控制器：电容、TVS 杰慕林
电芯 Cell 宁德时代 空调压缩机垫片 上海兴盛
PACK低压线

壹连科技
香氛系统 新立科技

整车高压线 空调压力传感器
森萨塔科技

驱动电机/油冷电机 智鹏制造/方正电机 空调压力温度集成传感器
电机壳体 浙江泰龙

底盘&车身
内外饰

整车玻璃（除了天窗） 福耀玻璃
碳化硅（SiC）MOSFET

瞻芯电子
光雨量传感器

保隆科技栅极驱动芯片 TPMS
电驱电控低压接口连接器 莫仕 平衡块

液冷板 安徽环新 真皮材料 明新旭腾
阀模块总成 银轮股份 座椅开关 天星电子

智能座舱

10.25寸仪表 德赛西威 立柱 佛山派阁
车载KTV&麦克风 北京雷石天地 侧围D柱装饰件

敏实
车载K歌麦克风 炉石信息科技 标牌

智能座舱控制器连接器
莫仕

行李架
功放应用连接器 前翼子板饰条

智能驾驶

自动鸳驶域控制器 德赛西威 字牌
自动驾驶芯片 英伟达 ASU（供气单元） 采埃孚
激光雷达 速腾聚创 后制动盘 隆基机械

高清倒车后视

德赛西威

拖车钩 江西天昊
高清环视摄像头 前副车架左右纵梁 摩多巴克斯
3M周视摄像头 防撞梁

上海友升
8M前视双目摄像头 门槛梁

高精地图 高德 内外饰系统用金属卡扣 昆山仁之杰
高精度定位 导远电子 胶带 德莎胶带

汽车总线工具链 同星智能
CAN总线测试 ZLG 致远电子

电气电子系统

蓄电池盒总成 敏实
触摸开关 金池科技

车身左右域控制器连接器 莫仕
车灯连接器 思索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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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4.4.1 ---

发布时间 职能部门 政策名称 核心内容

2023年7月 中共中央、中央深改委
通过《关于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的指导意见》
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
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2023年6月 国家能源局 《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
全面阐述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理念、内涵特征，提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总体架

构和重点任务。

2022年3月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关于加快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的通知》
加快推动用户侧全面参与现货市场交易，做好省间市场和省内现货市场的有效衔
接，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等

2022年1月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关于加快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
实现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提升电力系统稳定性和灵活调
节能力，推动形成适合中国国情、有更强新能源消纳能力的新型电力系统

2021年11月 国家电网 《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试行）》
建立规范的跨省跨区电力市场交易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调剂余缺的作
用

2021年3月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

通知》

明确了电力现货试点范围扩大，拟选择上海、江苏、安徽、辽宁、河南、湖北等6

省市为第二批电力现货试点

2019年8月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关于深化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围绕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工作中面临的重点和共性问题，给出具体政策意见，细化
部分内容，注重对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工作的指导性

2017年8月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关于推进电力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
明确在南方（以广东起步）、蒙西、浙江、山西、山东、福建、四川、甘肃等8个
地区开展电力现货试点

2015年3月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解决制约电力行业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
促进电力行业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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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白皮书》

4.4.2 ---

新型电力系统具备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柔性灵活、智慧融合四大重要特征 传统电力系统

新型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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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

4.4.3 ---

源网荷储是新型电力系统的物理架构，而数字化转型则是关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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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NESA，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4.4.4 ---

美国、中国和欧洲依然引领全球储能市场的发展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累计装机容量（GW) 同比增速（%，右轴）

中国储能累计装机容量近些年来持续放量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累计装机容量（GW) 增速（%，右轴）

市场累计装机增量主要来自于新型储能

34%

24%

22%

7%

6%
7%

美国 中国 欧洲 日韩 澳大利亚 其它

 



30



资料来源：国家电网，艾瑞咨询研究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4.4.5 ---

2022年智能电网行业规模超900亿元 预计2025年电力数字化市场规模有望突破800亿元 智能化将保障电力供给，解决电力峰值缺口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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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推荐方向 代码 公司 行业

总市值（百万） EPS PE
评级

2023/8/4 2023E 2024E 2025E 2023E 2024E 2025E

大众消费

9896.HK 名创优品 商贸零售 51,938 1.35 1.71 2.01 30.53 23.99 20.47 增持

9869.HK 海伦司 社会服务 11,111 0.36 0.62 0.93 24.36 14.15 9.43 增持

603345.SH 安井食品 食品饮料 43,572 5.23 6.55 8.22 28.41 22.68 18.07 增持

603170.SH 宝立食品 食品饮料 8,008 0.75 0.91 1.17 26.69 22.00 17.11 增持

数据要素

002368.SZ 太极股份 计算机 27,703 0.90 1.24 1.62 49.39 35.85 27.44 增持

600050.SH 中国联通 通信 174,286 0.27 0.31 0.36 20.30 17.68 15.22 增持

300075.SZ 数字政通 计算机 12,632 0.69 0.93 1.24 29.51 21.89 16.42 增持

智能汽车

9868.HK 小鹏汽车-W 汽车 129,777 -2.43 0.21 - -30.84 356.90 - 增持

2015.HK 理想汽车-W 汽车 374,182 1.49 3.18 5.71 120.47 56.45 31.44 增持

601633.SH 长城汽车 汽车 253,422 0.63 1.17 1.83 47.35 25.50 16.30 增持

0175.HK 吉利汽车 汽车 108,615 1.17 1.58 - 9.23 6.84 - 增持

002594.SZ 比亚迪 汽车 781,060 10.69 16.32 - 25.10 16.44 - 增持

002920.SZ 德赛西威 计算机 88,865 2.81 3.79 56.96 42.23 - 增持

603596.SH 伯特利 汽车 36,031 2.42 3.48 4.83 36.16 25.14 18.12 增持

688533.SH 上声电子 汽车 7,296 1.19 1.85 2.48 38.32 24.65 18.39 增持

600933.SH 爱柯迪 汽车 20,691 0.96 1.34 1.81 24.05 17.23 12.76 增持

002997.SZ 瑞鹄模具 汽车 6,941 1.22 1.87 2.68 30.98 20.21 14.10 增持

新型电力系统

301162.SZ 国能日新 计算机 6,812 0.98 1.27 - 70.04 54.05 - 增持

300682.SZ 朗新科技 计算机 23,276 0.91 1.25 1.70 23.32 16.98 12.48 增持

688100.SH 威胜信息 通信 13,370 1.11 1.50 2.00 24.09 17.83 13.37 增持

688589.SH 力合微 通信 4,147 1.28 1.81 2.60 32.34 22.87 15.92 增持

600312.SH 平高电气 电新 16,147 0.52 0.74 0.97 22.88 16.08 12.27 增持

300274.SZ 阳光电源 电新 164,466 4.96 6.89 8.89 22.33 16.07 12.46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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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 说明

增持 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5%以上

谨慎增持 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5%～15%之间

中性 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5%～5%

减持 相对沪深300指数下跌5%以上

增持 明显强于沪深300指数

中性 基本与沪深300指数持平

减持 明显弱于沪深300指数

评级说明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1.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

以报告发布后的12个月内的市场表现为比较标准，报告发布日后的12个月内的

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300指数涨跌幅为基准。

2.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12个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指数的涨跌幅。
北京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

邮编：200032

电话：（010）83939888

电话：（021）3867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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