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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恒运 A（000531.SZ）：乘新能发

展之势，“穗”有成长 
   

投资要点 

 背靠国企平台积极转型新能源，长期发展动力足。穗恒运 A 是广州市国资旗下的

重点电力上市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电力、热力生产及销售，经过系列布局延

伸，在光伏、储能、氢能等多领域进行布局，加速构建绿色能源生态圈。公司背

靠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团，在项目获取、融资、投资运营等方面具备较大竞争

优势。 

 煤电价格传导机制改善，火电业务盈利能力持续向好。我国长期实行的“市场煤+

计划电”机制，导致火电盈利随煤价波动大幅变化。2021 年，煤炭价格大幅上涨

导致火电亏损严重。2021 年 10 月，国常会将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有分别

不超过 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超过 20%。2022 年 6 月 7 日，国家能源

局发布《关于加强煤炭先进产能核定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履行电煤保供稳价

责任。核增产能煤矿要积极承担电煤增产保供责任”。随着煤电价格传导机制逐步

完善以及煤炭价格的逐步企稳，预计火电企业预计公司利润端将得到较大改善。 

 政策和产业驱动公司转型，预计 2024 年绿电装机容量可实现十倍增长。政策端，

2022 年 4 月 13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

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增光伏装机量 2000 万千瓦，大力提升光伏发电

规模，光伏产业发展有望迎来催化。产业端，随着光伏技术的不断发展，光伏度

电成本持续下降，Solar Power Europe 数据显示，2019 年太阳能发电度电成本已

降至 40 美元/兆瓦时，较 2009 年已下降 89%，随着未来光伏技术的不断发展，

预计光伏总装机占比将保持快速提升。公司背靠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团，在光

伏项目资源获取、投融资等方面均具优势。2021 年底，公司首个台山 200MW 光

伏项目投产，实现光伏项目“零突破”，预计 2024 年公司光伏装机量将达到

2000MW，较 2021 年实现 10 倍增长，具备广阔发展空间。 

 利用平台和资金优势，积极布局储能、氢能产业链。公司利用自身在发展燃气发

电和分布式光伏能源方面的优势，增设智能电力储备技术支撑板块，并于 2021 年

12 月出资 5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恒运储能，拟投资建设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

储能电站项目，并参与能量管理系统、储能变流器等新型储能技术的研发和设备

制造，未来将通过储能电站出租、储能系统销售和用户侧售电价差收入等方式创

收。此外，公司依托广州市氢能产业发展联合会、广州市中德氢能源研究院、氢

能产业基金等平台，集聚优质资源，加大氢能产业链布局力度。 

 投资建议与估值：公司积极推动常规能源与新能源的发展，随着煤炭保供及限价

政策的发展，火电业务盈利有望修复，实现困境反转。此外，十四五期间，公司

光伏项目有望大规模投产并带动绿电业绩快速释放，带来广阔成长空间。我们预

计公司 2022-2024 年收入分别为 46.14 亿元、43.60 亿元、50.77 亿元，增速分别

为 17.4%、-5.5%、16.4%，净利润分别为 1.49 亿元、1.72 亿元、2.55 亿元，增

速分别为-7.1%、15.1%、48.4%，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项目推进不及预期；审批进度不及预期； 煤价上行的风险； 政策推

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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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Base] 
股票数据 
 

总股本(百万股)： 822.10 

流通 A 股(百万股)： 822.10 

52 周内股价区间(元)： 5.52-8.96 

总市值(百万元)： 6,404.15 

总资产(百万元)： 16,004.11 

每股净资产(元)： 7.4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Table_Finance] 
主要财务数据及预测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营业收入(百万元) 3,462 3,928 4,614 4,360 5,077 

(+/-)YOY(%) 7.2% 13.5% 17.4% -5.5% 16.4% 

净利润(百万元) 780 160 149 172 255 

(+/-)YOY(%) 89.8% -79.4% -7.1% 15.1% 48.4% 

全面摊薄 EPS(元) 0.95 0.20 0.18 0.21 0.31 

毛利率(%) 27.5% 5.2% 7.4% 9.9% 12.1% 

净资产收益率(%) 15.3% 3.1% 2.9% 3.2% 4.6%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2020-2021），德邦研究所  

备注：净利润为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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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规能源+新能源双轮驱动，未来发展前景向好 

1.1. 背靠现代能源集团，具备较大竞争优势 

经过系列布局延伸，公司产业已涉及火电、光伏、储能及氢能等多个领域。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穗恒运 A”）是广州市属国有控股的重点

电力生产和集中供热的上市企业，公司创建于 1987 年，主营业务主要为电力、

热力生产及销售等。1994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为广州市首批上市公司

之一。2019 年公司成立广东江门恒光新能源有限公司、广州恒运东区天然气有限

公司，合资成立广州雄韬氢恒科技有限公司，切入新能源领域。2020 年，公司加

快新能源布局，成立恒立新能源、汕头恒鹏、恒光二期新能源，合资成立中恒石

化。2021 年公司成立恒运储能，切入储能领域。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

成长为区域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业绩优良、稳定分红的能源企业，未来将

为“碳达峰”、“碳中和”贡献重要力量。 

图 1：公司历史变革概况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格隆汇，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整理 

背靠现代能源集团，获得长期发展优势。从公司股权结构来看，截至 2022

年 6 月，公司控股股东为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39.59%，

公司实控人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司背靠广州高新区现代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在项目获取、融资、投资运营等方面将具备较大竞争优势。 

图 2：公司股权结构（截至 2022 年 6 月）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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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类型涉及煤电、气电、光伏、储能以及氢能等多个领域，其中电力

结构中火电占据主导地位。据我们统计，截至 2022 年 4 月 9 日，公司总控股在

运装机容量为 1.35GW ，其中煤电、气电、光伏装机容量占比分别为

80.00%\3.11%\16.89%。 

图 3：截至 2022 年 4 月公司电力装机结构分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测算 

 

1.2. 营收保持稳步增长，现金流情况充裕 

营收保持增长，净利润略有下滑。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28 亿元，同

比增长 13.47%，主要原因是 2021 年公司电、热的销量以及价格有所提升。2021

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1.60 亿元，同比下降 79.42%，归母净利润出现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 2021 年燃煤价格大幅上涨导致燃料成本大幅增加。 

图 4：2017-2022Q1 公司营业收入变化情况  图 5：2017-2022Q1 公司归母净利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短期燃煤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公司利润率有所下滑。从营收结构来看，2021 年

公司电、热实现营收 32.85 亿元，占营收的比例达到 83.62%，因此公司利润率受

燃煤电价影响较大。2021年，公司销售毛利率与销售净利率分别为 5.16%、4.54%，

较 2020 年分别下降 22.33、21.23 个百分点，主要系 2021 年燃煤价格大幅上涨，

导致公司利润率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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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21 年公司分业务营收及毛利率水平  图 7：2017-2022Q1 公司销售毛利率与净利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公司自 2018 年参股越秀金控以来，投资收益占归母净利润比例较高，基本

保持在 0.40-2.11 倍，公司投资收益对利润水平的影响一直较大，2021 年燃料成

本的上涨也并未影响到公司投资收益水平。 

图 8：2017-2021 年公司投资收益变化情况  图 9：2017-2021 年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从资产端来看，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占比较高。截至 2022Q1，

公司总资产为 160.04 亿元，同比增长 22.57%，其中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为 58.39 亿元，占总资产的 36.48%。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主要包括中恒石化、

越秀金控、雄韬氢恒等股权投资，合计为 47.58 亿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达到 10.81

亿元，主要包括恒凯新兴股权投资及部分金融资产。 

图 10：2017-2022Q1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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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负债端来看，公司资产负债率维持在高位水平。2022Q1，公司长期借款为

26.62 亿元，同比增长 124.31%，资产负债率为 63.79%，较 2021 年底增长 0.39

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常规能源板块发展及新能源装机容量高速扩张，公司资产

负债率保持高位。 

图 11：2017-2022Q1 公司长期借款变化情况  图 12：2017-2022Q1 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从净现金流量来看，2021 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出 3.93 亿元，同比降低

148.34%，主要受燃煤价格上涨，原材料采购支付现金同比增加影响。此外，随

着公司在建项目投入的增大，2021 年公司投资现金净流出 15.62 亿元，筹资现金

净流入 17.44 亿元。 

图 13：2017-2022Q1 经营性现金净额变化情况  图 14：2017-2022Q1 公司投资、筹资现金流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从现金流来看，2022Q1公司现金余额为 24.17 亿元，在业绩亏损的情况下现

金流较为充足，公司将于 2022 年内完成恒建投公司 58%股权、国企联合基金、

美的基金的出售转让，届时有望获取 10.34 亿元对价，或将支撑公司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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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017-2022Q1 公司期末现金余额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2. 煤电极端供需矛盾有望改善，火电业绩有望回升 

2.1. 煤电价格逐步回归，火电盈利能力有望实现边际改善 

火电装机占比保持趋势性下降。双碳战略背景下，新能源发电实现快速发展，

化石能源发电被逐步压缩。2012-2021 年，我国火电装机容量占比由 71.43%下

降至 54.56%，火电装机占比呈现下降态势，但火电仍然是中短期内最重要的电

源，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仍不可或缺。 

图 16：2012-2021 年我国火电发电装机容量及其占比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煤电价格传导机制逐步完善，火电行业状况有望实现边际改善。一直以来，

我国实现的是“市场煤+计划电”，导致火电企业的盈利随着煤价的波动而大幅震

荡。2021 年，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全国多地出现限电。2021 年 10 月 8 日，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将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

范围有分别不超过 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超过 20%，其中高耗能企业

不受 20%限制，同时会议还指出“支持煤电企业增加电力供应，针对煤电企业困

难，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政策，引导金融机构保障合理融资需求”。政策发布后，

多省 2022 年长协电价已接近顶格 20%上浮，火电企业的至暗时刻已经过去。 

政策推动下，煤炭价格有望企稳。从 2022 年 2 月，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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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煤炭供应， 2022 年 6 月 7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强煤炭先进产能核定

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履行电煤保供稳价责任。核增产能煤矿要积极承担电

煤增产保供责任”，预计电煤供应有望得到保障，价格将进一步回归合理区间。 

表 1：国家出台的保障煤炭供应的系列政策 

颁布时间 颁布机构 相关政策 相关内容 

2022年 2月 24日 国家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

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 

进一步完善煤炭产供储销体系，保障煤炭产能合理充裕，

促进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 

2022年 4月 30日 国家发改委 
《关于明确煤炭领域经营者哄抬价格行

为的公告》 

进一步维护煤炭市场价格秩序，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明

确了“捏造涨价信息”、“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

“无正当理由大幅度或者变相大幅度提高价格”四类哄

抬价格行为。 

2022年 6月 7日 国家能源局 

《应急管理部、国家矿山安监局、国家发

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煤炭先进产能

核定工作的通知》 

严格履行电煤保供稳价责任。核增产能煤矿要积极承担

电煤增产保供责任。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德邦研究所 

从动力煤的价格来看，截至 2022 年 7 月 7 日，秦皇岛港山西产动力末煤

（Q5500）平仓价报 1245 元/吨，较高点已大幅回落。 

图 17：秦皇岛山西产 Q5500 动力末煤价格（单位：元/吨）回归正常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2.2. 稳步推进常规能源开发，持续巩固市场优势地位 

目前火电业务仍是集团公司经营效益的主要构成，预计未来 3 年占营收比重

依然较高，目前约为 80%左右，未来三年下降幅度有限。公司火电机组主要分布

在广东省广州开发区负荷中心，具有优先调配的优势，区域竞争力较强。截至 2022

年 4 月，公司投入运营的火电机组为 1.12GW，机组包括 2 台 210 兆瓦、2 台 330

兆瓦热电联产燃煤机组以及 2 台 21 兆瓦的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机组。在建项目方面，

公司有两台 460 兆瓦“气代煤”热电联产项目正在筹建，计划于 2023 年 6 月建成

投产。储备项目方面，包括知识城 2×460MW 燃气机组、白云燃机项目 3×460MW，

以及拟拆除两台 210MW 燃煤机组，并建设 1 台 66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通过

常规能源的不断更新迭代，持续巩固公司的市场优势地位。 

表 2：公司在运与在建火电机组装机容量 

序号 类型 状态 项目名称 总装机 机组构成 持股比例 权益装机 其他参股方 

1 煤电 在运 
恒运热电(C)厂、恒运热电

(D)厂 
1.08GW 

2*210MW+2*
330MW 

100% 1.08G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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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电 在运 分布式能源站项目 42MW 2*21MW 50% 21MW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30%；广州

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20% 

3 气电 在建 
东区 2×460MW 级“气代

煤”热电冷联产项目 
920MW 2*460MW 100% 920MW —— 

4 气电 储备 
知识城 2×460MW 燃气机

组 
920MW 2*460MW —— —— —— 

5 气电 储备 白云燃机项目 3×460MW 1380MW 3*460MW —— —— —— 

6 煤电 储备 66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 660MW 660MW —— —— ——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3. 新能源蓬勃发展，具备广阔市场空间 

3.1. 顺应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光伏装机规模快速扩张 

产业引导叠加技术驱动，光伏产业保持快速发展。Solar Power Europe 数据

显示，2019年太阳能发电度电成本已降至 40美元/兆瓦时，较 2009年已下降 89%，

主要是由于技术迭代带来的成本下降。 

图 18：2019-2019 年各类电源发电度电成本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Lazard，《Lazard’s Levelized cost of energy analysis-version 13.0》，德邦研究所 

随着光伏技术的不断发展，光伏总装机占比保持快速提升。国家能源局数据显

示 2021 年我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为 306.56GW，占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的比例

为 12.90%，较 2020 年增长 1.38 个百分点，国内新增光伏并网容量为 54.88GW，

同比增长 13.86%。 

图 19：2015-2021 年我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与占比  图 20：2015-2021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家能源局，前瞻产业研究院，智研咨询，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前瞻产业研究院，智研咨询，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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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发表的题为《我国光伏行业发展情

况—2021 年回顾与 2022 年展望》的演讲，预计 2022 年新增光伏装机规模或将

增至 75GW 以上，大约在 75-90GW 左右。同时，预计 2022-2025 年，中国年均

新增光伏装机将达到 83-99GW，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图 21：2022-2030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预测（GW） 

 
资料来源：国际太阳能光伏网，中国光伏协会，德邦研究所 

公司抢抓“十四五”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推进新能源业务发展。在运光伏

项目方面，截至 2022 年 4 月 9 日，公司总控股在运光伏装机 228MW，包括台

山首期项目 200MW 和二期项目先期并网 28MW，公司权益占比分别为 60%和

55%。 

在建光伏项目方面，2022-2023年主要增长来源于台山、汕头两大光伏基地。

台山二期 300MW 项目预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全容量并网投产。汕头陇田、和平

550MW 项目已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开工建设，意味着公司拓展第二个光伏新能

源基地取得重大阶段进展，该项目预计 2023 年三季度建成并网。届时投运光伏

装机容量将达到 1.05GW。 

储备项目方面，公司正在开发海南 100MW 农业光伏、阳江阳西 120MW 渔

业光伏、台山深井 350MW 渔业光伏、化州 300MW 农业光伏等项目，目前正在

推进开发中。 

表 3：公司在运与在建光伏装机容量 

序号 类型 状态 项目名称 总装机 机组构成 持股比例 权益装机 其他参股方 

1 光伏 在运 台山 200MW渔业光伏发电项

目 

200MW 200MW 60% 120MW 中国能建广东院 40% 

2 光伏 在运 台山 300MW渔业光伏发电项

目 

28MW 28MW 55% 15.4MW 中国能建广东院 35%；广东一德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10% 

3 光伏 在建 台山 300MW渔业光伏发电项

目 

272MW 272MW 55% 149.6MW 中国能建广东院 35%，广东一德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 10% 

4 光伏 在建 陇田 4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 

400MW 400MW 75% 300MW 汕头市鑫鹏投资有限公司 25% 

5 光伏 在建 和平 150MW渔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 

150MW 150MW 75% 112.5MW 汕头市华悦商贸有限公司 25% 

6 光伏 储备 海南 100MW农业光伏 100MW 100MW —— —— —— 

7 光伏 储备 阳江阳西 120MW渔业光伏 120MW 120MW —— —— —— 

8 光伏 储备 台山深井 350MW渔业光伏 350MW 350MW —— —— —— 

9 光伏 储备 化州 300MW农业光伏 300MW 300MW —— —— ——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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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化学储能具备广阔发展空间，公司积极布局储能运营 

储能是推动新能源消纳的重要手段，电化学储能占比逐步提升。储能系统解

决了新能源发电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的问题，是保障电网运行的重要手段。

根据 CNESA 发布的《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2（摘要版）》，截至 2021 年底，

中国已投运电力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46.1GW，其中抽水蓄能累计装机规模为

39.8GW，占比为 86.3%，抽水蓄能依然占据最大规模，但所占比重较去年同期

下降了 3 个百分点。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为 5729.7MW，同比增长 75%，市场

增量主要来自新型储能。而新型储能中，锂离子电池占据主要地位，占比达到

89.7%。 

图 22：中国电力储能市场累计装机规模（2000-2021）  图 23：中国新型储能市场累计装机 

 

 

 

资料来源：CNESA，《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2（摘要版）》，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德邦研究所，《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2（摘要版）》，德邦研究所 

电化学储能是未来发展方向，具备广阔市场空间。相比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

充电速度快、放电功率大，且不受自然条件影响。根据 CNESA 预测，保守和理想

场景下，2026 年国内电化学储能累计规模将达到 48.5GW、79.5GW，2022-2026

年复合平均增长率（CAGR）分别为 53.3%、69.2%。 

图 24：中国新型储能累计投运规模预测（保守场景，2022-2026）  图 25：中国新型储能累计投运规模预测（理想场景，2022-2026） 

 

 

 

资料来源：CNESA，《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2（摘要版）》，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CNESA，《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2（摘要版）》，德邦研究所 

储能系统集成是储能产业链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储能系统集成向上衔接设备

厂商，向下打通应用服务，对各领域技术均有所涉及，且需要充足的资金与人力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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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电化学储能产业链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德邦研究所 

储能系统集成具备广阔市场空间，但市场竞争激烈。集邦咨询数据显示，预计

到 2025年中国储能市场将突破 100Gwh，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发展现状来看，

国内系统集成仍处于“组装机”阶段，行业内部存在低价恶性竞争以及缺乏标准等

问题。从竞争格局来看，国内行业竞争格局仍较为分散，CNESA 数据显示，2020

年国内储能系统集成市场 CR5 占据 37.6%。以海外发展作为参考，大多中小型企

业在行业专业性以及财务稳定等方面有所欠缺，头部企业依靠技术优势和渠道优势

将能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图 27：2020 年中国储能系统集成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 CNESA，华经产业研究院，德邦研究所 

公司储能业务主要侧重在运营，涉及部分储能系统集成。公司将规划建设面向

华南地区的大型储能电站投资运营中心，建设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储能电站项

目。 

从公司储能业务布局来看，2018 年，公司与广州陆恒能源服务公司签订储能

调频项目能源管理合同，在 D 厂#8、#9 发电机组侧建设电网级储能系统，该项目

由陆恒公司全额出资，发电公司提供场地并受托运维工作，享受收益分成。2020

年 3 月和 6 月，公司完成了#9、#8 机组试运行，并进入商业运营，整体储能调频

系统运营良好，为集团带来了较好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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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020 年发电公司发电侧电网储能调频项目取得成功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网，德邦研究所 

2021 年 12 月，公司出资 5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恒运储能科技公司，定位为

集团储能产业投资开发运营管理平台，目前公司正在规划知识城 140MW 独立电站

项目。同时公司大力拓展用户侧储能，广州市用户侧 500MW 储能项目预计未来

2-3 年内有望逐步开始建设。 

3.3. 氢能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发展动力足 

氢能是一种蕴藏丰富、用途广泛、清洁方便的能源载体，人类一直在研究将

氢气作为燃料源的可能性，虽然目前开发有限，但随着技术突破以及能源成本的

不断下降，氢能的大规模应用将具备可能性。氢气在电力、工业和化工制造中可

替代天然气，在长途运输中可替代石油。随着俄乌的战争的拖延，以及欧洲和亚

洲的天然气价格达到创纪录的高位，氢气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图 29：氢气优势  图 30：天然气优势 

 

 

 

资料来源：思略特《氢能源行业前景分析与洞察》，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思略特《氢能源行业前景分析与洞察》，德邦研究所 
 

 

从氢能源产业链上下游来看，上游为制氢，包含氢气制取、氢气纯化、氢气液

化等环节，中游是储运环节，包括气态储运、业态储运、固态储运以及有机液态储

运等环节。氢能源产业链下游为加氢及氢气的应用，涉及到加氢设备以及氢燃料电

池等领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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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中国氢能源行业产业链结构图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贤集网，德邦研究所 

自十三五计划以来，我国对氢能领域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2020 年 9 月，财

政部发布《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文件提出根据示范城市在燃

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氢能供应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给予奖励。2022 年 3 月 23 日，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

明确了氢的能源属性、产业规划、产业发展要求、发展目标、具体措施和实施的保

障措施。《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5 年，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约 5 万辆，部署建

设一批加氢站；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 10-20 万吨/年，成为新增氢能消费的重要

组成部分，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100-200 万吨/年。这次规划落地表明国家对氢能战

略地位的肯定，行业有望在政策加持下迎来快速发展。 

表 4：氢能产业相关政策 

颁布时间 相关政策 相关内容 

2022年 3月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 

到 2025年，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约 5万辆，部署建设一批加氢站。可再生能源制氢量

达到 10-20万吨/年，成为新增氢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100-200

万吨/年；到 2030年，形成较为完备的氢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清洁能源制氢及供应

体系，产业布局合理有序，可再生能源制氢广泛应用，有力支撑碳达峰目标实现。 

2021年 12月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指出加快氢能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氢能多元利用 

2021年 11月 《综合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 加快加氢等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 

2021年 11月 《十四五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 在石油化工行业，实行绿氢炼化等降碳工程，推动氢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2021年 11月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明确提到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有序推广清洁能源汽车 

2021年 11月 
《关于加强产融合作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的指导意见》 

引导企业加大可再生能源使用、推动电能、氧能、生物质能替代化石燃料；加快充电

桩、换电站、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2020年 10月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有序推进氢燃料供给体系建设，攻克氢能储运、加氢站、车载储氢等氢燃料电池汽车

应用支撑技术 

2020年 9月 
《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

贴政策的通知》 

将购置补贴调整为选择示范城市或区域，重点围绕关键零部件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

用开展示范。示范为期 4年，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示范城市给予奖励 

2020年 6月 《2020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推动氢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国政府网等，德邦研究所 

公司氢能板块处于前期布局阶段，具备广阔发展空间。公司积极布局氢能产业，

覆盖制氢、加氢、氢燃料电池等产业链环节建设，其中加氢站建设是公司未来业务

发展的重点。 

在制氢加氢领域，公司与中石化合作，合资成立广东中恒石化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建设集加油、加氢、充电、光伏发电、商业服务“五位一体”的综合能源站，

站内设 6 台加油机，能同时容纳 28 辆车；2 台加氢机，日加氢能力达 500KG，光

伏发电装置及 4 车位充电桩，每天可服务 80 台电动汽车。此外，公司规划在“十

四五”期间在广州市建设至少 20 座加氢站，未来也将基于终端应用与科研院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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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制造制氢、加氢设备。 

图 32：恒运集团参与华南首个“五位一体”综合能源站封顶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网，德邦研究所 

在氢燃料电池领域，公司与雄韬股份合资成立了广州雄韬氢恒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燃料电池系统的研发生产。截至 2022 年 6 月，已推动广州市首条公交示范线

15 台氢能公交车运行，在氢能环卫车、物流车等多种车型也得以推广应用。 

图 33：雄韬氢恒配套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的 15 台氢能源公交车完成交付 

 

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汽车之家，德邦研究所 

此外，公司依托广州市氢能产业发展联合会、广州市中德氢能源研究院、氢能

产业基金等平台，集聚优质资源，引进国内外成熟的氢能技术，并择优投资前景良

好的氢能项目。虽然短期内不会为公司形成营收和利润，但预计将能逐步取得实质

性进展。 

4. 盈利预测及投资建议 

4.1. 盈利预测 

核心假设： 

1）装机规模：根据公司十四五规划及现有项目投产情况，预计 2023 年、2024

年火电在运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123.6 万千瓦、129.9 万千瓦，光伏在运装机容

量 2023 年、2024 年分别达到 105 万千瓦、192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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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网电量：燃煤机组、光伏的利用小时数稳定，根据以往分别假设为 5397

小时、1081 小时，燃气机组的利用小时数取前两年平均值。预计公司 2023 年、

2024 年上网电量将分别达到 69.9 亿千瓦时、85.5 亿千瓦时。 

3）电价：预计未来电价将上浮，假设煤电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分别

为 0.449 元/ kwh、0.459 元/ kwh、0.459 元/ kwh，气电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分别为 0.640 元/ kwh、0.640 元/ kwh、0.650 元/ kwh，光伏电价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分别为 0.453 元/ kwh、0.463 元/ kwh、0.463 元/ kwh 

4）成本： 2022 年剥离房地产业务，进一步聚焦常规能源与新能源的布局，

假设 2022 年房地产业务毛利率为 50%，2022 年-2024 年光伏业务毛利率保持

32%，脱硫剂业务毛利率保持 50%。 

表 5：公司营收预测 

    2021 2022E 2023E 2024E 

上网电量（亿 kwh） 煤电 56.3 57.3 60.2 63.2 

 气电 1.1 1.7 1.5 1.7 

 光伏 0.0 3.0 8.3 20.6 

  总计 57.3 62.2 70.5 85.9 

电价（元/kwh) 煤电 0.45 0.45 0.46 0.46 

 气电 0.64 0.64 0.65 0.65 

  光伏 0.45 0.45 0.46 0.46 

营业收入（亿元） 电力及蒸汽销售 32.85  36.44  40.00  47.07  

 房地产 2.1 3 - - 

 脱硫剂 4.33 6.70 3.60 3.70 

  总计 39.28  46.14  43.60  50.77  

成本（亿元） 电力及蒸汽销售 34.73 37.87 37.47 42.75 

 房地产 0.61 1.5 - - 

 脱硫剂 1.92 3.35 1.8 1.85 

  总计 37.26 42.72 39.27 44.60 

毛利率 电力及蒸汽销售 -5.74% -3.94% 6.33% 9.16% 

 房地产 70.95% 50.00% - - 

 脱硫剂 55.66% 50.00% 50.00% 50.00% 

 总计 5.16% 7.40% 9.94% 12.14%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预测 

4.2. 投资建议 

公司常规能源+新能源发展，在能源保供、能源结构转型背景下，未来成长性

高。我们预计公司 2022-2024 年收入分别为 46.14 亿元、43.60 亿元、50.77 亿

元，增速分别为 17.4%、-5.5%、16.4%，净利润分别为 1.49 亿元、1.72 亿元、

2.55 亿元，增速分别为-7.1%、15.1%、48.4%，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表 6：可比公司估值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股价（元） 
EPS PE 

2022E 2023E 2024E 2022E 2023E 2024E 

600795.SH 国电电力 4.12 0.31  0.41  0.50  13.3 10.0 8.2 

000767.SZ 晋控电力 3.96 0.07 0.09 0.11 56.6 44.0 36.0 

600027.SH 华电国际 4.94 0.38 0.48 0.54 13.0 10.3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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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公司平均估值 27.6 21.4 17.8 

601985.SH 穗恒运 A 7.79 0.18  0.21  0.31  40.0 34.7 23.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所有公司盈利预测采用 wind 一致预测，收盘价截止（2022/7/20） 

5. 风险提示 

1）项目推进不及预期： 

核电建设需要较长时间，若项目建设不及预期，会影响公司业绩；光伏新能

源项目投运是公司业绩增长的驱动力之一，若推进不及预期，会对公司业绩带来

不利影响。 

2）审批进度不及预期： 

政府对光伏的审批进度，会影响公司的装机，若审批不及预期则可能会导致

公司未来业绩增速受到影响。 

3）煤炭价格上涨的风险 

2022 年国家对煤炭价格大力管控，煤炭价格逐步稳定，若受到市场影响，煤

炭价格持续上升，将影响公司的业绩和现金流。 

4）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新能源发电受政策影响，政策变动可能影响公司对核电及新能源发展的规划

及项目投运，进而影响公司业绩。 

  



                                                   公司首次覆盖  穗恒运 A（000531.SZ） 
 

                                               21 / 2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财务报表分析和预测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2022E 2023E 2024E  利润表(百万元) 2021 2022E 2023E 2024E 

每股指标(元)      营业总收入 3,928 4,614 4,360 5,077 

每股收益 0.23 0.18 0.21 0.31  营业成本 3,726 4,272 3,927 4,460 

每股净资产 7.49 6.28 6.48 6.79  毛利率% 5.2% 7.4% 9.9% 12.1% 

每股经营现金流 -0.57 2.65 2.16 3.31  营业税金及附加 78 91 86 100 

每股股利 0.18 0.00 0.00 0.00  营业税金率% 2.0% 2.0% 2.0% 2.0% 

价值评估(倍)      营业费用 9 14 13 15 

P/E 39.88 39.96 34.72 23.40  营业费用率% 0.2% 0.3% 0.3% 0.3% 

P/B 1.25 1.16 1.12 1.07  管理费用 151 209 196 229 

P/S 1.26 1.29 1.37 1.17  管理费用率% 3.8% 4.5% 4.5% 4.5% 

EV/EBITDA 38.37 7.00 6.23 5.36  研发费用 68 31 44 76 

股息率% 1.9% 0.0% 0.0% 0.0%  研发费用率% 1.7% 0.7% 1.0% 1.5% 

盈利能力指标(%)      EBIT -31 85 177 292 

毛利率 5.2% 7.4% 9.9% 12.1%  财务费用 207 293 335 399 

净利润率 4.5% 3.6% 4.4% 5.6%  财务费用率% 5.3% 6.4% 7.7% 7.9% 

净资产收益率 3.1% 2.9% 3.2% 4.6%  资产减值损失 0 0 0 0 

资产回报率 1.0% 0.8% 0.9% 1.1%  投资收益 337 369 349 406 

投资回报率 -0.3% 0.5% 0.9% 1.3%  营业利润 99 161 191 300 

盈利增长(%)      营业外收支 34 34 34 34 

营业收入增长率 13.5% 17.4% -5.5% 16.4%  利润总额 133 195 225 334 

EBIT 增长率 -105.3% 374.6% 109.0% 65.5%  EBITDA 306 1,630 2,105 2,809 

净利润增长率 -79.4% -7.1% 15.1% 48.4%  所得税 -45 29 34 50 

偿债能力指标      有效所得税率% -33.9% 15.0% 15.0% 15.0% 

资产负债率 63.4% 67.6% 68.6% 71.3%  少数股东损益 18 17 19 29 

流动比率 0.8 1.0 1.1 1.1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60 149 172 255 

速动比率 0.6 0.7 0.9 0.8       

现金比率 0.5 0.6 0.8 0.7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21 2022E 2023E 2024E 

经营效率指标      货币资金 2,885 4,080 4,145 3,921 

应收帐款周转天数 37.0 38.1 38.0 37.7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453 541 399 687 

存货周转天数 81.4 90.0 89.7 87.0  存货 969 1,168 789 1,368 

总资产周转率 0.2 0.3 0.2 0.2  其它流动资产 378 400 494 595 

固定资产周转率 1.2 1.4 1.2 1.1  流动资产合计 4,685 6,189 5,828 6,570 

      长期股权投资 4,681 5,374 6,288 7,106 

      固定资产 3,327 3,290 3,744 4,810 

      在建工程 566 290 162 81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21 2022E 2023E 2024E  无形资产 290 322 360 379 

净利润 160 149 172 25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298 11,978 13,522 15,653 

少数股东损益 18 17 19 29  资产总计 15,983 18,168 19,349 22,223 

非现金支出 339 1,545 1,928 2,516  短期借款 4,224 3,792 3,359 3,109 

非经营收益 -210 -74 4 1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97 1,069 356 1,167 

营运资金变动 -700 539 -344 -88  预收账款 0 0 0 0 

经营活动现金流 -393 2,176 1,779 2,724  其它流动负债 1,114 1,490 1,431 1,500 

资产 -1,022 -1,297 -2,350 -3,608  流动负债合计 5,935 6,350 5,146 5,775 

投资 -668 -897 -1,090 -1,008  长期借款 2,187 3,096 4,064 5,002 

其他 129 371 351 409  其它长期负债 2,011 2,829 4,056 5,079 

投资活动现金流 -1,562 -1,822 -3,089 -4,207  非流动负债合计 4,199 5,926 8,120 10,081 

债权募资 2,145 1,295 1,762 1,710  负债总计 10,134 12,276 13,266 15,856 

股权募资 19 0 0 0  实收资本 685 822 822 822 

其他 -420 -453 -387 -452  普通股股东权益 5,133 5,159 5,331 5,585 

融资活动现金流 1,744 841 1,375 1,258  少数股东权益 716 733 753 782 

现金净流量 -210 1,195 65 -22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15,983 18,168 19,349 22,223  
备注：表中计算估值指标的收盘价日期为 7 月 20 日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2020-2021），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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