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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金融学专业，硕士毕业于杜兰大学，擅长结合产业趋势判断

发展阶段，挖掘消费类资产护城河，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医药、家电等行业。 

 

一、市场概况 

上周 A 股持续弱势震荡，上证指数-0.94%、深证成指-1.75%、创业板指-1.23%、

沪深 300 指数-0.13%，上证指数险守 2900 点整数关口，创业板指连续第六周下

跌，北向资金全周累计净流出超 22 亿元。展望后市，从时间上看，岁末年初往

往是有利 A股行情启动时间窗口，一旦有利好催化，A股有望随时展开新一轮上

升行情。 

 

二、热点聚焦 

Peek 材料性能优异应用广泛，国产化带来投资机会 

近期 PEEK（聚醚醚酮）材料应用和国产化受到一定市场关注。PEEK 材料是一种

高性能的特种工程塑料，具有优异的耐高温、阻燃、耐磨、耐腐蚀、自润滑等特



性，应用领域广泛。与工程塑料相比，PEEK 材料兼具刚性和韧性，机械性能表现

优秀，是全球性能 好的热塑材料之一；与金属材料相比，PEEK 材料强度大的同

时自身重量较轻，适用于医疗、汽车和机器人等对轻量化要求较高的领域。未来，

随着 3D 打印、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崛起，PEEK 材料有望拓展至更多领域，新下

游应用的崛起有望为 PEEK 打开成长空间。 

PEEK 材料于 1987 年开发，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正式商业化。2019 年 PEEK 材料

全球市场消费量预计约 5835 吨，主要用于交运（40%）、工业（25%）、电子（25%）、

医疗及其他（10%）等领域。根据市场 Emergen Research 测算，全球 PEEK 市场

容量在 2019 年为 7.21 亿美元，2019-2027 年间全球 PEEK 材料市场规模有望增

至 12.26 亿美元，对应年复合增长率 6.8%。 

全球 PEEK 消费主要集中在欧美和亚太地区，欧洲是 PEEK 大市场，相关产业发

展相对成熟，近年来随着全球电子信息、汽车、航空等高端制造产能不断向亚太

转移，亚太 PEEK 消费增长速度远超欧洲。其中，中国 PEEK 市场需求增长速度尤

为突出。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中国市场的 PEEK 消费量由 1400 吨提升至 1950

吨，对应全球消费量占比由 24.0%提升至 25.8%。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

2012-2021年中国PEEK消费量由80吨增至1980吨，对应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3%。

随着 PEEK 材料应用领域的拓展，未来几年我国 PEEK 市场需求量将持续增长，至

2027 年需求量有望提升至 5079 吨，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16.8%。 

供给格局方面，目前全球仅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够生产 PEEK 材料，且产能有限。

其中，英国 PEEK 龙头生产商产能达每年 7150 吨，占全球总产能的 60%。2016 年

以来，我国 PEEK 材料的国产化进程正在加速，打破了国外公司在该领域的垄断

地位，国产 PEEK 材料逐步在国内高端制造领域应用扩大。而且随着产能不断提

高，国内 PEEK 生产企业取得了成本优势，使得国产 PEEK 材料价格显著低于国际

市场价格，有助于进一步推动 PEEK 材料的应用和发展。 

根据沙利文咨询统计，截至 2021 年，国内企业 PEEK 材料的合计产能约为每年

2400吨，产量约为1154吨，仅能满足当年国内下游领域客户对PEEK需求的50%，

国内企业整体产能利用率不足一半。假设我国 PEEK 材料主要终端应用产品维持

不变，2027 年我国 PEEK 市场需求量有望提升至 5079 吨。另外，随着产业链上

下游及科研院所对于 PEEK 材料的不断研究，PEEK 的新应用也在陆续推出，从而



进一步拓宽 PEEK 材料未来的需求量及市场规模，例如在颅骨修补及固定产品、

脊柱类产品、新能源汽车 800V 电机漆包线、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应用。 

综上所述，PEEK 材料具备优异的物理性能、当前合适的价格和未来较大的降本

空间，有望激活下游需求。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PEEK 材料行业有

望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国产替代的突破有望带来不错的投资机会。 

 

三、每周关注 

房地产市场 2023 年回顾与 2024 年展望 

1、2023 年回顾 

2023 年房地产行业持续承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 1-11 月，全国商

品房销售面积约 10 亿平方米，同比下滑 8%，商品房销售金额约 10.5 万亿元，

同比下滑 5%。考虑季节性因素以及当前新房市场情绪，预计 2023 年全年商品房

销售面积接近 11.5 亿平方米，其中住宅约 10 亿平方米。拆分新房及二手房销售

数据来看，根据房管局数据，典型城市 2023 年前 11 个月二手房累计同比增长

22%，考虑到 2022 年 12 月基数较低，预计全年全国二手房交易面积同比有望增

长 30%，整体房屋销售中二手房占比将从 2022 年的 18%上升至 22%，新建及二手

住宅累计成交规模为 13.5 亿平米。 

从商品房新开工和竣工数据看，2023 年呈现明显的弱开工、强竣工现象。2023

年 1-11 月房屋新开工面积 8.7 亿平方米，同比下滑 21%，竣工面积 6.5 亿平

方米，同比上涨 18%，两者出现较明显的分化。其中，弱开工主要受限于房企信

用扩张弱势以及新开工主观意愿低，体现为房企到位资金减少和拿地大幅下滑；

强竣工主要来自“保交楼”政策的推动，以及受 2022 年停工项目顺延，购房者

对于现房偏好提升，企业以加速竣工方式实现现金回流等多种因素的推动。 

从土拍情况来看，尽管在各地政府供地结构的调整下，核心区优质地块成交占比

提升，导致整体来看各线城市楼面价同比均上涨，但是三四线城市土拍普遍低迷。

根据中指院数据， 

2023 年 1-11 月 600 城出让金规模仅为 3 万亿，预计全年土地成交金额将不足 4

万亿，较 2020 年的高点累计下降 50%左右。从房企的拿地策略看，一二线核心

城市仍为布局重点，市场对高能级城市的去化能力信心更强。 



 

2023 年四季度房企融资端政策有所放松，但融资开闸仅针对部分优质房企和白

名单房企，行业整体依然处于“融资难”的市场环境，其中以民营房企 为突出。

2023 年房企债务压力持续，叠加销售市场的长期低迷，8 月以来部分房企进行

债务展期甚至违约，市场对于房企信用风险的关注度大幅提升。 

2023 年政策发力居民端，以放松需求相关的政策为主，主要包括调整限购、调整

认房认贷标准、下调首付比例、降低贷款利率、核心城市调整普通住宅认定标准

等。在政策覆盖面上，截至 11 月底，全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超 600 条相关

政策，其中能够较大幅度提高居民购买力的政策相对有限。 

 

2、2024 年展望 

目前的政策组合是稳健的基础货币政策叠加宽松的信用政策，基于 2023 年的政

策指引和市 场表现，中性假设下，我们判断商品房市场或将继续下行，2024

年的两大重要对冲增量来自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其中保障房能够对冲下

滑的实物交易量，但难以对冲信用收缩，城中村改造有信用的货币化安置也有

实物量拉动，尤其是拆除重建类项目，但是带动程度较上几轮棚改和量化宽松

整体较弱。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对 2024 年行业的总量数据进行预测，预计

2024 年竣工好于销售好于新开工好于投资。 

首先，销售是 核心的变量环节。鉴于现阶段行业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

2021 年以来拿地下行，在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和房价下跌预期没有明显改善的

基础上，预计 2024 年销售仍会惯性下滑，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4%，销售金额同

比下降 6%，在今年基数下增速前低后高。 

制约新开工的核心矛盾是行业高库存，房企信用扩张整体呈现弱势，房企扩张

的意愿和能力均受限，预期拿地和新开工将继续下行，复苏预计滞后于销售。

竣工方面，考虑 2024 年保交楼和项目延期的相关影响减弱，保障房或能创造

部分增量，且明年还有 2021 年期房销售高峰拉动，预计仍是总量中表现 好的

环节，但增速较今年放缓且 2025 年起压力增加。 

 



房地产投资增速不容乐观，其中投资 30%来自土地购置费，65%来自与施工相关

的建安投资，以上两项预期继续下滑，不考虑城中村和保障房投资，在拿地下

滑 20%、施工投资下降 8%的背景下，预计 2024 年房地产投资可能继续下滑

15%。缺口 1.7 万亿可能需要超预期的财政政策支持，例如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房

项目。 

综上，2024 年在中性假设下，销售惯性下滑，施工强度下降，投资端依然承

压，地产投资或双位数下滑，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一定时间。当前政策环境友

好，随着利好因素的持续积累，三大工程在 2024-2025 年发挥作用填补缺口，

或能帮助行业基本面回归平稳运行区间。 

 

四、每周一图 

2015-2026E 中国宠物食品市场规模及拆分 

 

中国宠物食品行业在过去十几年间快速成长，据 Frost & Sullivan 数据，2022 

年中国宠物食品市场规模为 1,136 亿元，近年来保持较快增长，2015-2022 年 

CAGR 为+19.0%，且 Frost & Sullivan 预计 2026 年市场规模有望增至 1,922 

亿元，对应 2022-2026 年 CAGR 为 +14.0%。 

宠物食品行业消费粘性高，受情感因素驱动，盈利能力强，生意模式较好。从行

业格局来看，近 10 年来中国宠物食品由外资绝对主导局面慢慢扭转为国产品牌

占据近一半份额，但格局仍分散。 



当前中国宠物食品市场仍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从价的角度看，行业长期有价格

支撑，能够持续跑赢通胀率；从量的角度看，中国的专业宠物粮食喂养比例相对

较低，袋装宠物食品渗透率仅为 20-30%，不到美国、日本的 1/3；驱动力方面，

与美国以结构升级为主导不同，当前中国市场的主要增长动力在于专业宠物粮食

渗透率的提升。 

未来，中国宠物食品行业的集中度将继续提升，品牌集中度有望达到甚至超过美

国水平。美国企业采取多品牌策略布局不同细分市场，导致企业份额高度集中

（CR5 达 70%），但品牌相对分散（CR5 为 26.2%）。相比之下，中国头部品牌涵

盖多品类猫粮和狗粮，品牌集中度在长期有望接近或超过美国。此外，美国猫粮

市场的集中度高于狗粮市场，这显示出猫粮市场的竞争优势更大。 

综上，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中国宠物量价都有空间，驱动力来自养宠渗透率、专

业宠粮渗透率、宠物年均消费支出上升等；中长期看，国内高端化、专业化是行

业发展大趋势，建议关注宠物食品行业快速成长的投资机会，供应链完善、产品

力和消费者触达能力强的国产品牌仍有突围成长为大企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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