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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Table_Summary] 近期，丁辛醇价格暴涨，我们看好弹性最大受益标的华昌化工。 

 

国信化工观点： 

1）丁辛醇价格大幅上涨，公司是弹性最大受益标的：公司目前丁辛醇产能为 32.2 万吨（剔除自用）；此外具备 66 万

吨纯碱、70 万吨氯化铵、40 万吨尿素、160 万吨复合肥、15 万吨硝酸、10 万吨甲酸、3 万吨新戊二醇产能。2020 年底

以来丁辛醇价格涨幅巨大。目前辛醇价格上涨至 16000-16500 元/吨，行业毛利润约 8000 元/吨，正丁醇价格上涨至 15000

元/吨，行业毛利润约 7000 元/吨。下游主要应用领域增塑剂同样涨幅巨大，价格传导通畅，丁辛醇价格仍有大幅上涨空

间。丁辛醇价格每上涨 1000 元，公司利润增厚 1.85 亿元。 

2）正丁醇：国内外装置停车导致供应趋紧，下游丙烯酸丁酯需求强劲：全球正丁醇产能约 1000 万吨/年，德国巴斯夫、

韩国 LG、台湾台塑共 75 万吨/年装置不可抗力，美国德州极寒天气导致美国 55 万吨/年装置停产，2020Q4 国内出口 7.2

万吨，同比增长 325.9%。目前国内正丁醇产能约 260 万吨/年，2020 年产量约 190 万吨，开工率 73%。部分装置近期

停车检修，预计减少供给 18 万吨/年，部分装置转产辛醇导致供给紧张。正丁醇下游约 55%用于生产丙烯酸丁酯，国内

丙烯酸丁酯开工率已达 58%，较去年同期增加 15 个百分点，拉动对于正丁醇的需求。 

3）辛醇：开工率已达高位，DOTP 扩产有望带动需求旺盛。国内目前辛醇产能约 240 万吨，2020 年产量约 210 万吨，

开工率 88%，2021 年 2 月国内辛醇装置平均开工率已达 110%。多家工厂在 2021Q1、2021Q2 计划例行检修，预计月

开工率降低 10%左右。辛醇下游 80%用于生产 DOP 和 DOTP，对于辛醇单耗均为 0.7。目前 DOP 和 DOTP 装置开工

率均高于往年同期，分别达到 55%和 65%，且多数停车和减产企业从 2 月下旬也恢复正常生产，带动对辛醇需求。未来

一年国内无辛醇新增产能，而 2021-22 年国内 DOTP 计划新增产能 94.5 万吨，拉动国内辛醇需求。 

4）光伏玻璃需求拉动，纯碱景气有望复苏：我国纯碱产能约 3317 万吨/年，2020 年产量约 2760 万吨，同比降低 1.5%，

行业实际开工率 83.2%，纯碱下游约 60%用于玻璃行业。随着全球光伏装机量爆发增长以及双玻组件渗透率的提高，我

们测算 2020-2022 年按照全球光伏装机 125、170、220GW 考虑，对于纯碱需求分别为 192、271、358 万吨，2021 年、

2022 年分别新增需求 79 万吨、87 万吨。2021、2022 年纯碱产能预计分别减少 20 万吨、增加 140 万吨。我们认为纯

碱未来 2 年供需格局逐渐转好，有望进入景气上行周期。 

5）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产品价格大幅回落的风险，下游产品需求不及预期。 

6）投资建议：我们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归母净利润 1.8/12.5/13.7 亿元，对应 EPS 为 0.19/1.31/1.62 元，对应当前股

价 PE 为 38/5/4x。我们看好丁辛醇与纯碱的行业景气度，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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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公司是以煤气化为产业链源头的综合性化工企业 

公司产品线丰富，布局氢能源领域。公司是以煤气化为产业链源头的综合性化工企业。产业链分为三个部分：一是

基础化工产业，以煤制合成气（主要成分 CO+H2），生产合成氨、尿素、纯碱、氯化铵、硝酸等；二是化学肥料产

业，使用煤化工生产的产品生产新型肥料等；三是新材料产业，以合成气与丙烯等为原料，生产新型材料，后续产

品为醇类、增塑剂、树脂、涂料等。公司目前丁辛醇产能为 32.2 万吨（剔除自用）；此外具备 66 万吨纯碱、70 万吨

氯化铵、40 万吨尿素、160 万吨复合肥、15 万吨硝酸、10 万吨甲酸、3 万吨新戊二醇产能。另外公司合成氨外售 8-10

万吨，后续可用于拓展产业链或增加其他下游产品产能。近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探索氢资源能源利用及新用途，促进

产品及产业升级。 

图 1：公司产业链结构图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公司近年营收盈利稳定增长，2020Q4 景气复苏。公司营收与归母净利润自 2016 年以来保持稳定增长，收入由 2016

年的 40.2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61.0 亿元，CAGR 为 11.0%，公司归母净利润由 2016 年的 0.31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75 亿元，CAGR 为 5.1%。根据公司《2020 年度业绩快报》，2020 年实现营收 61.0 亿元，同比-3.3%，实

现归母净利润 1.75 亿元，同比-12.8%。公司 2020 年经营呈现一、二季度低迷、下滑，自三季度 9 月份开始回升；

由于主营产品价格大幅回升，导致四季度经营业绩大幅回升。其中 2020Q4 实现营收 18.1 亿元，同比+41.2%，环

比+18.1%；实现归母净利润 1.5 亿元，同比+304.3%，环比+1208.0%。我们认为公司低点已过，景气开始复苏。 

图 2：2011 年至今公司营业收入与增速  图 3：2011 年至今公司归母净利润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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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9 年分板块业务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公司新产能进展顺利，布局氢能源领域。公司锅炉升级及配套技术改造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 2021 年二季度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该项目为对自备电厂锅炉及配套设施进行的改造，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年产 3 万吨新戊二醇及

10 万吨聚酯树脂项目。 项目全部完成前置审批，已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已进入施工阶段，项目建设期为 12 个月。

控股子公司苏州华昌承担的氢能源拓展事项正在按计划展开；一方面进行研究开发，迭代电堆产品，其中二代产品

通过测试的情况看，取得良好成绩，目前正在进行三代产品研发；同时参与承担的国家重点专项：百千瓦级燃料电

池测试系统开发，已通过中期验收。 

 丁辛醇及下游产品价格暴涨，价差扩大价格传导顺畅，仍存上涨空间 

2020年四季度以来，丁辛醇价格涨幅巨大，春节后加速上涨。截至 21年 2月 20日，丁醇报价 13500 元/吨，同比+132.8%，

环比+73.1%。辛醇报价 16000 元/吨，同比+146.2%，环比+45.5%。原材料丙烯目前报价 7500 元/吨，环比+6.4%。从

价差来看，2020 年四季度以来，丁辛醇价差不断扩大，正丁醇价差 8925 元/吨，同比+335.6%；辛醇价差 9625 元/吨，

同比+656.1%。在原材料丙烯价格稳定的情况下，丁辛醇报价大幅上涨，价差持续扩大。 

图 5：丁辛醇价格和价差近期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下游产品价格同涨，丁辛醇涨价传导通畅。正丁醇下游约 55%用于生产丙烯酸丁酯；辛醇下游 80%用于生产邻苯二甲酸

二辛酯（DOP）和对苯二甲酸二辛酯（DOTP）。丁辛醇下游酯类产品价格近期均创新高。2 月 20 日丙烯酸丁酯报价为

15800 元/吨，同比+90.4%，环比+39.8%；DOP 报价为 14200 元/吨，同比+95.9%，环比+51.9%；DOTP 报价 14800

元/吨，同比+89.7%，环比+45.8%，下游产品价格传导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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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正丁醇下游消费领域  图 7：辛醇下游消费领域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8：丙烯酸丁酯和 DOP 近期价格快速拉升（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丁辛醇供给受限叠加需求暴增，景气度有望超预期 

丁辛醇部分装置可转换生产，价格具有联动性，开工率均处于历史高位。国内目前共有 19 家丁辛醇企业在产，2020 年

我国正丁醇产能 259 万吨，产量 187 万吨，开工率 73%；辛醇产能 237 万吨，产量 208 万吨，开工率 88%。丁醇与辛

醇根据装置不同，可以在一定产能范围内调控产量，因此价格具有联动性。目前辛醇开工率 92%左右，丁醇开工率 88%

左右，均处于历史高位。 

图 9：正丁醇产能产量  图 10：辛醇产能产量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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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国内丁辛醇主要生产企业统计（万吨） 

序号 企业 辛醇产能 正丁醇产能 合计产能 

1 鲁西化工 35 40 75 

2 天津渤化 28 17 45 

3 江苏华昌 14 18 32 

4 齐鲁石化 25.5 5 30.5 

5 烟台万华  30 30 

6 扬子巴斯夫  28.5 28.5 

7 四川石化 8 19.5 27.5 

8 吉林石化 5 19 24 

9 南京诚志 23  23 

10 安庆曙光 11 12 23 

11 中海壳牌 12 10.6 22.6 

12 利华益集团 14 8.5 22.5 

13 山东建兰 21  21 

14 大庆石化 12 8 20 

15 延安能源  19.3 19.3 

16 华鲁恒升 18 0 18 

17 山东蓝帆 14  14 

18 兖矿集团  13.5 13.5 

19 东明东方化工 9.5  9.5 

资料来源: 百川盈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11：国内丁辛醇装置开工率（%）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不可抗力导致装置停车，正丁醇全球供应紧张。全球正丁醇产能约 1000 万吨/年，12 月上旬德国巴斯夫 45 万吨/年正丁

醇装置对外宣布不可抗力，目前仍未重启，而台湾台塑 25 万吨/年装置在 12 月中旬停车检修尚未开车。近期美国德州极

寒天气导致美国 55 万吨/年装置停产，同时国内部分装置近期停车检修，预计减少供给 18 万吨/年，此外部分丁辛醇装

置转产辛醇导致供给紧张。随着终端涂料以及汽车行业的复苏，全球正丁醇市场处于紧张局面。 

表 2：海外正丁醇装置的近期运行状况 

企业名称 产能（万吨/年） 装置运行 

德国巴斯夫 45 2020 年 12 月上旬对外宣布不可抗力，重启时间未明确 

韩国 LG 5 2020 年 11 月初停车，1 月中旬重启后低负荷运行 

台湾台塑 25 12 月中旬停车检修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丙烯酸丁酯出口大增，国内需求旺季拉动正丁醇需求。正丁醇下游约 55%用于生产丙烯酸丁酯，2020 年四季度我国丙

烯酸丁酯出口 7.2 万吨，同比+325.9%。内需方面，春节前上海华谊丙烯酸丁酯检修装置复产提升负荷，目前国内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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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丁酯开工率达 58%，较去年同期增加 15 个百分点，同时国内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醋酸丁酯在春节后即将进

入需求旺季，带动对正丁醇的需求。整体来看，丙烯酸丁酯以及醋酸丁酯等产品库存均处于低位，工厂对原料采购积极

性较高，有助于维持对正丁醇的需求。 

辛醇高开工无库存，下游增塑剂 DOTP 快速扩产带动辛醇高景气。国内目前辛醇产能约 240 万吨，2020 年产量约 210

万吨，开工率 88%，2021 年 2 月国内辛醇装置平均开工率已达 110%，多家工厂在 2021Q1、2021Q2 计划例行检修，

预计月开工率降低 10%左右。辛醇下游 80%用于生产 DOP 和 DOTP，对于辛醇单耗均为 0.7。目前 DOP 和 DOTP 装

置开工率均高于往年同期，分别达到 55%和 65%，且多数停车和减产企业从 2 月下旬也恢复正常生产，将进一步带动下

游产品对辛醇的需求量。未来一年国内无辛醇新增产能，而 2021-22 年国内 DOTP 计划新增 94.5 万吨，拉动国内辛醇

需求。 

表 3：2021-22 年 DOTP 新增产能统计（单位：万吨） 

企业名称 产能 地区 规划投产时间 

春达化工 15 广东 2021 年 3 月 

齐鲁增塑剂 10 山东 2021 年 4 月 

开封九泓 10 河南 2021 年 5 月 

盘锦联成 3.5 辽宁 2021 年 6 月 

山东宏信 4 山东 2021 年 9 月 

益美得 10 山东 2021 年 12 月 

万生环保 12 山东 2022年 12月 

福建春达 15 福建 2022年 12月 

浙江伟博 10 浙江 2022年 12月 

山东科兴 5 山东 2022年 3月 

合计 94.5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下游 PVC 产品生产扩张带动市场对增塑剂的需求增加。目前下游 PVC 手套厂高负荷运行，受海外疫情持续加剧影响，

2020PVC 手套出口量同比激增，2020 年 11 月同比增长 78.9%，目前下游手套企业订单大部分已排产至今年五月份，

PVC 手套产能供不应求。同时下游 PVC 电缆造粒以及薄膜等企业订单呈小幅增长态势，且 DOTP 对环氧类增塑剂的替

代或将延续，市场将进一步增加对 DOTP 的需求。目前 PVC 下游制品整体开工率处于高位，开工负荷高达 80%~90%。 

 公司具备联氨法纯碱工艺，光伏玻璃有望拉动纯碱行业景气上行 

公司具备 66 万吨/年联氨法纯碱，副产氯化铵用于生产复合肥。纯碱按照密度不同分为轻质纯碱和重质纯碱，轻质纯碱

密度为 500-600kg/m3，重质纯碱密度为 1000-1200 kg/m3，重质纯碱是由轻质纯碱经过水合得到的。重质纯碱下游主要

是平板玻璃、日用玻璃、汽车玻璃、光伏玻璃等。轻质纯碱主要用于氧化铝、洗涤剂、日化行业。纯碱生产工艺主要分

为天然碱法和合成碱法，合成碱法又分为氨碱法和联碱法。全球来看氨碱法装置分布广泛，产能占比 47%；天然碱法装

置产能占比 24%，主要分布在美国、土耳其和中国等少数国家；联碱法装置几乎全部分布在中国。天然碱不但质量好，

而且生产成本较低，但受资源限制无法大规模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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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纯碱产业链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我国是纯碱净出口国，供需基本平衡。全球纯碱产能约 7000 万吨/年，根据卓创资讯统计，我国产能约 3317 万吨/年，

占比近 48%。从工艺上来看，主要为联碱法和氨碱法，其中联碱企业总产能为 1610 万吨，氨碱企业总产能为 1530 万

吨，天然碱企业总产能为 180 万吨。2020 年国内纯碱产量约 2760 万吨，同比降低 1.5%，行业实际开工率 83.2%，同

比降低 3.1pp。从国内进出口来看，我国是纯碱净出口国，2019 全年出口 137.8 万吨，同比降低 4.0%，进口 35.6 万吨，

同比增长 90.6%，全年表观消费量约 2660 万吨，同比降低 0.8%。 

图 13：我国纯碱产能、产量、表观消费量情况  图 14：我国纯碱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纯碱下游主要生产玻璃，玻璃高开工低库存。玻璃在纯碱下游需求中占比约 61%，其次是洗涤剂、无机盐等。2020 年

我国平板玻璃产量 94572.3 万重量箱（约合 4728.6 万吨），同比增长 0.1%。根据百川浮盈数据，目前国内玻璃生产线

（剔除僵尸产线）共计 288 条，其中在产 252 条，冷修停产 36 条，浮法产业企业开工率为 87.5%，产能利用率为 88.1%。

目前玻璃行业库存 3107 万重箱，库存天数为 11.5 天，均处于历史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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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我国纯碱下游需求  图 16：我国平板玻璃生产量 

 

 

 

资料来源：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 

图 17：我国浮法玻璃产能利用率  图 18：我国玻璃行业库存（万重量箱）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光伏玻璃拉动纯碱需求，房地产需求稳中向好。一方面未来 2-3 年光伏装机量将保持 30%增长，另一方面双玻组件渗透

率提高将拉动光伏玻璃需求。光伏组件可分为单玻组件和双玻组件：单玻组件采用正面 3.2mm 光伏玻璃+电池+背面背

板（全铝层覆盖）封装，双玻组件正反面均采用 2.5mm（或 2.0mm）光伏玻璃进行封装。由于双玻组件的封装结构可更

好地保护光伏电池，因此其在组件中渗透率逐渐提高。2020 年下半年由于光伏装机需求大增，光伏玻璃价格由 26-28 元

/平方米上涨至 2021 年初的 40-44 元/平方米，涨幅超过 50%。根据我们测算，2020-2022 年按照全球光伏装机 125、170、

220GW 考虑，对于光伏玻璃需求分别为 960、1355、1791 万吨，对于纯碱需求分别为 192、271、358 万吨，2021 年、

2022 年分别新增需求 79 万吨、87 万吨。我国平板玻璃产量一般滞后于房屋新开工面积 1-2 个季度，随着 2020 年我国

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值持续收窄，我们认为房地产需求稳中向好，将拉动玻璃在房地产行业的应用。 

图 19：我国光伏玻璃价格  图 20：我国平板玻璃产量与房屋新开工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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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 4：光伏玻璃对于纯碱需求测算 

 2019 2020E 2021E 2022E 

光伏年均新增装机预测（GW） 115 125 170 220 

组件按 1:1.2 匹配（GW） 138 150 204 264 

双玻渗透率 14% 27% 37% 45% 

理论光伏玻璃面积（亿平米） 8.6 10.5 15.4 21.1 

实际光伏玻璃面积（亿平米，考虑良率） 11.7 14.4 21.4 29.4 

光伏玻璃需求（万吨） 846 960 1355 1791 

纯碱需求（万吨） 169.2 192 271 358.2 

资料来源: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良率按单玻 75%、双玻 70%考虑，单玻选用 3.2mm 玻璃，双玻选用 2.0mm 玻璃） 

行业新增产能有限，看好纯碱景气上行。根据我们统计，2021 年国内有金昌化工、晶昊盐业、河南骏化、新都化工等四

家企业有纯碱新增产能，共计投放 110 万吨产能，主要集中在下半年，但连云港盐业 130 万吨产能年底退出，因此 2021

年全年实际产能减少 20 万吨，2022 年预计有 140 万吨产能投放。从需求端来看，2021 年光伏玻璃点火产能预计在

13000-15000 吨/天（合 475-550 万吨/年），拉动纯碱需求约 100 万吨；浮法玻璃点火产能预计在 11000 吨/天（合 400

万吨/年），拉动纯碱需求约 80 万吨，我们认为纯碱未来 2 年供需格局逐渐转好，有望进入景气上行周期。 

表 5：纯碱新增产能 

 变化产能（万吨/年） 预计投产/淘汰时间 

金昌化工 20 2021 年 6 月 

晶昊盐业 20 2021 年 6 月 

河南骏化 20 2021 年 6 月 

新都化工 50 2021 年 12 月 

连云港盐业 -130 2021 年 12 月 

2021 年合计 -20  

安徽红四方 20 2022 年 3 月 

江苏德邦 60 2022 年 6 月 

金山化工 60 2022 年 12 月 

2022 年合计 140  

资料来源: 百川浮盈、卓创资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21：纯碱价格与价差图（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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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产品价格大幅回落的风险，下游产品需求不及预期。 

 投资建议：看好丁辛醇与纯碱的行业景气度，给予“买入”评级。 

我们的盈利预测基于以下主要假设条件： 

1、我们预计 2020-2022 年公司丁辛醇销量分别为 26、30、30 万吨，丁醇含税均价分别为 6400、10500、10500 元/吨，

辛醇含税均价分别为 7550、12000、12000 元/吨； 

2、我们预计 2020-2022 年公司纯碱销量分别为 67、70、70 万吨，含税均价分别为 1465、1700、1800 元/吨； 

3、我们预计 2020-2022 年公司复合肥销量分别为 130、130、130 万吨，含税均价分别为 1885、2200、2200 元/吨； 

4、公司三费费率无重大变化。 

表 6：公司分板块收入、成本、毛利（百万元）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肥料系列         

营收 2,345 2,169 2,531 2,531 

成本 2,046 1,989 2,080 2,080 

毛利 299 180 451 451 

多元醇         

营收 1,970 1,816 3,239 3,434 

成本 1,770 1,624 1,881 1,960 

毛利 200 192 1,358 1,474 

纯碱         

营收 964 869 1,053 1,115 

成本 778 791 840 875 

毛利 186 78 213 240 

氯化铵         

营收 194 182 195 195 

成本 164 164 166 166 

毛利 30 18 29 29 

甲醇         

营收 128 115 170  170 

成本 158 147 184  176 

毛利 -30 -32 -14 -6 

其他     

营收 714 714 714 714 

成本 637 681 637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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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77 33 77 77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我们预计公司2020-2022年归母净利润1.8/12.5/13.7亿元，对应EPS为0.19/1.31/1.62元，对应当前股价PE为38/5/4x。

我们看好丁辛醇与纯碱的行业景气度，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我们按照基于不同丁醇价格（7500-13500 元/吨）和辛醇价格（6000-18000 元/吨），对公司 2021 年 EPS 进行了敏感

性分析： 

表 7：公司 2021 年 EPS 敏感性分析 

  丁醇价格（元/吨） 7500 8500 9500 10500 11500 12500 13500 

辛醇价格（元/吨）         

6000   0.43  0.56  0.68  0.81  0.94  1.06  1.19  

8000  0.60  0.73  0.85  0.98  1.10  1.23  1.36  

10000  0.77  0.89  1.02  1.15  1.27  1.40  1.53  

12000  0.94  1.06  1.19  1.31  1.44  1.57  1.69  

14000  1.10  1.23  1.36  1.48  1.61  1.74  1.86  

16000  1.27  1.40  1.53  1.65  1.78  1.90  2.03  

18000  1.44  1.57  1.69  1.82  1.95  2.07  2.20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我们按照基于不同丁醇价格（7500-13500 元/吨）和辛醇价格（6000-18000 元/吨），对公司 2022 年归母净利润进行了

敏感性分析： 

表 8：公司 2022 年 EPS 敏感性分析 

  丁醇价格（元/吨） 7500 8500 9500 10500 11500 12500 13500 

辛醇价格（元/吨）         

6000   0.56  0.68  0.81  0.94  1.06  1.19  1.31  

8000  0.72  0.85  0.98  1.10  1.23  1.36  1.48  

10000  0.89  1.02  1.15  1.27  1.40  1.52  1.65  

12000  1.06  1.19  1.31  1.44  1.57  1.69  1.82  

14000  1.23  1.36  1.48  1.61  1.74  1.86  1.99  

16000  1.40  1.52  1.65  1.78  1.90  2.03  2.16  

18000  1.57  1.69  1.82  1.95  2.07  2.20  2.32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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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财务预测与估值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19 2020E 2021E 2022E  利润表（百万元） 2019 2020E 2021E 2022E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21  430  1269  2329   营业收入 6315  6105  7901  8158  

应收款项 211  301  433  447   营业成本 5553  5395  5788  5894  

存货净额 560  548  589  6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  18  24  24  

其他流动资产 346  305  395  408   销售费用 210  250  237  245  

流动资产合计 1601  1735  2836  3934   管理费用 191  202  228  235  

固定资产 4515  4166  3782  3391   财务费用 106  83  69  55  

无形资产及其他 171  165  158  151   投资收益 56  50  0  0  

投资性房地产 217  217  217  217   资产减值及公允价值变动 22  10  0  0  

长期股权投资 140  150  160  170   其他收入 (36) 0  0  0  

资产总计 6645  6433  7154  7864   营业利润 280  215  1556  1705  

短期借款及交易性金融负债 2276  2300  2300  2300   营业外净收支 (32) 5  5  5  

应付款项 934  901  968  986   利润总额 248  220  1561  1710  

其他流动负债 429  419  448  457   所得税费用 47  44  312  342  

流动负债合计 3638  3620  3717  3743   少数股东损益 (1) (0) (3) (4) 

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 188  (112) (112) (112)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2  177  1252  1372  

其他长期负债 30  30  30  30        

长期负债合计 218  (82) (82) (82)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负债合计 3856  3538  3635  3661   净利润 202  177  1252  1372  

少数股东权益 59  59  57  55   资产减值准备 (18) 0  (1) (1) 

股东权益 2730  2836  3462  4148   折旧摊销 393  416  441  449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6645  6433  7154  7864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22) (10) 0  0  

      财务费用 106  83  69  55  

关键财务与估值指标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运资本变动 256  (79) (166) (12) 

每股收益 0.21 0.19 1.31 1.62  其它 18  (1) (1) (1) 

每股红利 0.24 0.07 0.66 0.72  经营活动现金流 828  503  1525  1806  

每股净资产 2.87 2.98 3.64 4.36  资本开支 (412) (50) (50) (50) 

ROIC 6% 4% 29% 33%  其它投资现金流 (162) 12  0  0  

ROE 7% 6% 36% 33%  投资活动现金流 (607) (48) (60) (60) 

毛利率 12% 12% 27% 28%  权益性融资 16  0  0  0  

EBIT Margin 5% 4% 21% 22%  负债净变化 (43) (300) 0  0  

EBITDA  Margin 12% 11% 26% 27%  支付股利、利息 (225) (71) (626) (686) 

收入增长 9% -3% 29% 3%  其它融资现金流 360  24  0  0  

净利润增长率 42% -12% 608% 10%  融资活动现金流 (158) (346) (626) (686) 

资产负债率 59% 56% 52% 47%  现金净变动 63  109  839  1060  

息率 3.3% 1.1% 9.3% 10.2%  货币资金的期初余额 258  321  430  1269  

P/E 33.3 38.0 5.4 4.4  货币资金的期末余额 321  430  1269  2329  

P/B 2.5 2.4 1.9 1.6  企业自由现金流 515  478  1524  1795  

EV/EBITDA 14.4 15.7 5.0 4.7  权益自由现金流 832  136  1469  1751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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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国信证券投资评级 

类别 级别 定义 

股票 

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卖出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低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分析师承诺 

作者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本人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客观、公

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特此声明。 

风险提示 

本报告版权归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所有，仅供我公司客户使用。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复制或传播。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我公司

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我公司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整性、准

确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我公司于本报告公开发布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我公司可能撰

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我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

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我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及资料处于

最新状态；我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

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投资者

应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报告所载内容和信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我公司及雇员对投资者使

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本公司具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

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的相关信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

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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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深圳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8 层 

邮编：518001  总机：0755-82130833 

上海 

上海浦东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12 楼 

邮编：200135 

北京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兴盛街 6 号国信证券 9 层 

邮编：10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