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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动力煤龙头企业，未来产能有增长，浩吉铁路远期也有助于扩大公司

市场份额。三季度以来，坑口煤价持续走强，加之公司处置隆基股份的投资收

益，利好全年业绩预期。公司现金流进一步充沛，盈利能力良好，具备长期高

分红能力，估值修复空间明确。 

▍动力煤龙头公司，产能成长有保证。公司目前在产矿井合计产能 1.1 亿吨；小

保当二号井投产在即，预计 2021 年新增产能 1300 万吨。公司 97%以上的煤炭

资源位于陕北、彬黄等优质煤矿资源区，开采成本低，开采效率高，盈利能力

领先行业。此外，公司控股股东陕煤集团近年陆续有优质产能投产，远期“榆

神四期”预计规划建设数个千万吨级矿井，根据避免同业竞争协议，集团资源

储备也有助于上市公司未来产能扩张。 

▍浩吉铁路开通将有助于公司扩大南方市场份额。浩吉铁路相比目前的铁水联运

成本下降约 20 元/吨，运输时间也将大幅缩短，或将逐步引发“北煤南运”格

局的变化，而公司控股的靖神铁路可连接小保当与曹家滩矿并最终接入浩吉铁

路，有助于扩大自产煤销售版图，未来也可增加贸易煤销量。远期看，公司与

下游电厂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后，“两湖一江”区域将成为公司稳定的增量市

场。 

▍盈利能力稳定+投资收益加持，长期高股息率有望持续。公司目前资本开支规模

较低，负债率不到 40%，现金流充裕，在近几年新建矿井资本开支结束后，长

期年均自由现金流有望回升至 150亿左右，叠加公司长周期 ROE料可达到 13%

左右，这些因素都将为持续高分红提供支撑。而今年处置隆基股份股权获得的

投资收益则有望为公司分红锦上添花。按照 40%的分红率计算，测算目前股价

对应的股息率超过 6%。 

▍风险因素：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影响煤炭需求；公司产能扩张进度低于预期。 

▍投资建议：考虑处置隆基股份股权给公司贡献的投资收益，我们上调公司

2020~2022 年 EPS 预测至 1.32/1.23/1.29 元（原预测为 1.27/1.18/1.23 元），

当前价 8.58 元，对应 2020-22 年 P/E 分别为 6/7/7x，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

我们给予公司目标价 12 元，对应 2021 年 P/E 10x，维持公司“买入”评级。 
  
项目/年度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百万元) 57,223.7 73,403.4 81,006.8 96,516.1 103,895.3 

营业收入增长率 12.4% 28.3% 10.4% 19.1% 7.6% 

净利润(百万元) 10,992.8 11,643.4 13,227.8 12,289.2 12,924.6 

净利润增长率 5.2% 5.9% 13.6% -7.1% 5.2% 

每股收益 EPS(基本)(元) 1.10 1.18 1.32 1.23 1.29 

毛利率% 48.7% 40.9% 37.2% 36.9% 35.7% 

净资产收益率 ROE% 21.70% 19.99% 19.49% 16.42% 15.60% 

每股净资产（元） 5.07 5.83 6.79 7.49 8.29 

PE 8 7 6 7 7 

PB 1.69 1.47 1.26 1.15 1.04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注：股价为 2020 年 9 月 16 日收盘价 

  
陕西煤业 601225 

评级 买入（维持） 

当前价 8.58 元 

目标价 12 元 

总股本 10,000 百万股 

流通股本 10,000 百万股 

52周最高/最低价 9.36/6.84 元 

近 1 月绝对涨幅 0.23% 

近 6 月绝对涨幅 -1.27% 

近12月绝对涨幅 -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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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地区动力煤亿吨级龙头，资源禀赋优质 

公司是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以煤炭主业资产出资，联合三峡集团、华能开发、陕西有

色、陕鼓集团于 2008 年 12 月 23 日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中陕西煤化工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达 63.14%，陕煤化集团为陕西省国资委下属完全控股企业，

所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国资委。 

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洗选、加工、销售以及生产服务等，主要产品为动力煤。

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 734 亿元，同比增长 28.3%，其中煤炭业务实现收入 706 亿元，占

总收入的 96.2%。2020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 387.3/49.8 亿元，同比分别

变动+18.9%/-15.1%，营收增长主要因贸易煤量显著增加，而利润下降则主要受煤价拖累。 

图 1：截至 2020 年半年报报陕西煤业股东持股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2019 年陕煤各业务营业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资源储量丰富，煤种优质 

公司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品质优异、赋存条件好，自然灾害少，97%以上的煤炭资源

位于陕北、彬黄等优质煤产区，呈现一高三低（高发热量、低硫、低磷、低灰）的特点，

平均热值 5500 大卡/千克以上，符合国家重点发展的煤炭深加工产业各项要求，是优质

的环保动力、冶金及化工用煤。公司现有“黄灵牌”、“黄灵一号”、“玉华牌”、“龙门牌”、

“红柳林牌”等多个品牌，多次被陕西省评为“信得过产品”、“优质煤炭产品”。 

表 1：公司煤炭资源统计（单位：万吨） 

 
资源储量 可采储量 2019 年商品煤产量 

渭北矿区 45582 26263          1,000  

彬黄矿区 423754 244427          3,836  

陕北矿区 1173295 710587          6,658  

合计 1642631 981277        11,494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63.14

3.05

2.57

2.2

1.95

27.09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其他
96.20%

1.54% 2.25%
煤炭 铁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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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公司主要矿区特点 

矿区  地区 矿区特点 煤种 

陕北矿区（包括神府

矿区和榆横矿区） 

榆林市（神木县、府

谷县、榆阳区、横县） 

煤 层 埋 深 一 般

300~600 米 

主产长焰煤、不粘煤，是良好的动力、

化工用煤 

彬黄

矿区 

彬长矿区 咸阳市彬县、长武县 煤 层 埋 深 一 般

200-700 米 

主产长焰煤、不粘煤，是良好的动力、

化工用煤 

黄陵矿区 延安市黄陵县  煤层埋深一般600米

以浅 

主产气煤、不粘煤，是良好的动力、

炼焦配煤和化工用煤 

渭北

矿区 

属于老矿区，资产赋存条件相对较差、剩余资源储量较小、人员负担较重，包括下石节、玉华、陈家

山和柴家沟煤矿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3：公司各矿区位置分布图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分矿区来看，公司产量正逐步向优质矿区集中： 

 渭北矿区：一方面因为开采时间较长，可采储量逐渐减少；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禀

赋较差、开采成本较高，该矿区产量及占比逐年降低。2020 年上半年产量占比

约为 9%。根据公司“收缩渭北”的战略定位，我们预计未来 2~3 年渭北矿区的

产量或以每年 10%~20%的速度衰减。 

 彬黄矿区：过去几年在三个矿区之中产量增速最快，但考虑到目前该矿区无在建

矿井，预计未来几年产量将保持相对稳定。2020 年上半年产量占比约为 31%。 

 陕北矿区：产量占比位于三个矿区之首，占比接近 60%，2020 年上半年陕北矿

区煤炭产量同比增长 15.7%。目前集团和公司新建矿井均集中在陕北矿区，预计

未来将是公司产量增长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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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公司分矿区产量统计（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截止目前，公司共有 17 对在产矿井，合计产能 11105 万吨；小保当二号井投产在即，

产能 1300 万吨；一对参股矿井（袁大滩矿），产能 500 万吨。公司所属矿井中，95%以上

产能均位于国家“十三五”重点发展的大型煤炭基地：神东基地、陕北基地、黄陇基地。

目前在陕北矿区拥有红柳林、张家峁、柠条塔、小保当一号、二号（在建）等 5 对千万吨

级矿井。公司黄陵矿业一号矿、二号矿、建新矿、红柳林矿、柠条塔矿等 5 对矿井通过

国家安监总局一级标准化验收，列入第一批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 

表 3：公司煤矿情况一览 

矿井名称 煤种 
参考热值

（Kcal/kg） 
股权占比 

设计产能

（万吨） 

核定产能

（万吨） 

权益产能

（万吨） 
备注 

陕北矿区       8,700  8,700  4,608    

韩家湾煤矿 不粘煤、长焰煤 5,100  100% 300  300  300  投产，先进产能 

孙家岔煤矿 长焰煤 5,300  30% 800  800  240  投产 

柠条塔煤矿 不粘煤、长焰煤 5,500  51% 1,800  1,800  918  投产，先进产能 

红柳林煤矿 不粘煤、长焰煤 5,500  51% 1,500  1,500  765  投产，先进产能 

张家峁煤矿 不粘煤、长焰煤 5,200  55% 1,000   1,000  550  投产，先进产能 

袁大滩煤矿 不粘煤、长焰煤 6,000  31% 500  500  155  
2019 年四季度

投产 

小保当一号煤矿 不粘煤、长焰煤 6,000  60%  1,500  1,500  900  2018 年底投产 

小保当二号煤矿 不粘煤、长焰煤 6,000  60% 1,300  1,300  780  
预计 2020 年四

季度投产 

彬黄矿区       4,200  3,500  2,310    

黄陵一号煤矿 中粘煤、弱粘煤和气煤 5,000  100% 600  600  600  投产，先进产能 

黄陵二号煤矿 中粘煤、弱粘煤和气煤 5,600  54% 1,000  800  432  投产，先进产能 

建新煤矿 不粘煤、长焰煤 5,100  51% 400  400  204  投产 

建庄煤矿 弱粘煤、气煤 5,300  40% 500  500  200  投产，先进产能 

大佛寺煤矿 不粘煤 5,300  90% 800  300  540  投产 

胡家河煤矿 不粘煤 5,600  80% 500  500  400  投产 

文家坡煤矿 不粘煤 5,400  51% 400  400  204  投产 

渭北矿区       735  705  700    

玉华煤矿 不粘煤 5,200  100% 300  240  240  投产 

下石节煤矿 不粘煤 5,600  100% 185  185  185  投产 

陈家山煤矿 不粘煤 5,200  100% 180  180  180  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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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名称 煤种 
参考热值

（Kcal/kg） 
股权占比 

设计产能

（万吨） 

核定产能

（万吨） 

权益产能

（万吨） 
备注 

柴家沟煤矿 长焰煤  5,400  95% 100  100  95  投产 

合计     59% 13,665  12,905  7,618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积极剥离“包袱”矿井，优化核心资产 

因为渭北矿区开采时间较长，经营成本高、产品质量低、盈利能力弱、人员负担重，

经历了上一轮的景气下行周期，公司在 2015~2016 年主动采取措施优化矿井产能结构，

陆续剥离出 5 对和 9 对渭北老矿给集团公司，合计产能 1776 万吨；同时收购彬长矿业文

家坡矿业公司 51%股权。2015 年渭北矿区吨煤净利为-70.21 元/吨，公司公告数据显示，

剥离老矿 2015 年累计净利润为亏损 17.71 亿元。剥离亏损矿井之后，公司整体矿井质量

得以优化。 

表 4：2015-2016 年剥离矿井统计 

矿井名称 煤种 股权 核定产能（万吨） 剥离情况 2015 年净利润（万元） 

东坡煤矿 焦煤、瘦煤、贫瘦煤 100% 105 铜川矿业，2016 年剥离 

-86539.41 

金华山煤矿 瘦煤 100% 150 铜川矿业，2016 年剥离 

鸭口煤矿 贫煤 100% 90 铜川矿业，2015 年剥离 

徐家沟煤矿 弱粘煤 100% 90 铜川矿业，2015 年剥离 

王石凹煤矿 贫瘦煤、瘦煤、贫煤 100% 120 铜川矿业，2015 年剥离 

朱家河煤矿 焦煤、瘦煤 100% 180 蒲白矿业，2016 年剥离 
-52657.93 

白水煤矿 贫煤 100% 90 蒲白矿业，2015 年剥离 

桑树坪煤矿 贫煤、无烟煤 100% 165 韩城矿业，2016 年剥离 

21908.3 下峪口煤矿 焦煤、瘦煤、贫煤 100% 130 韩城矿业，2016 年剥离 

象山煤矿 贫煤 100% 165 韩城矿业，2016 年剥离 

澄合二矿 瘦煤、贫瘦煤 100% 69 澄合矿业，2016 年剥离 

-59864.9 
董家河煤矿 瘦煤 100% 62 澄合矿业，2016 年剥离 

王村煤矿斜井 贫煤 100% 210 澄合矿业，2016 年剥离 

王村煤矿斜井 贫煤 100% 150 澄合矿业，2015 年剥离 

合计 
  

1776 
 

-177153.9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整体来看，公司属于动力煤领域的绝对龙头，资源储量及品质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历史上通过剥离盈利能力较差的老矿，不断优化资产质量；近几年新增产能均为优质资源

下的大型矿井，整体盈利能力不断优化。未来即便有煤价的波动，公司因为前期的煤矿资

产优化，预计盈利水平也会远好于前一轮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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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煤价展望：边际改善趋势明显  

需求改善趋势相对确定，期待更大的弹性 

总体而言，PPI 指标与各煤种需求都有很强的相关性。宏观数据显示， PPI 单月同比

增速低点大概率已经在 5 月份出现（5 月份同比-3.7%，8 月份已回升至-2.0%），工业增加

值从单月数据看，自 4 月以来同比增速逐步扩张，8 月累计增速同比已转正，这些因素预

示着动力煤需求也在改善趋势中。 

图 5：PPI vs 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6：M1 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就高频数据而言，从重点电厂煤耗数据看，8 月耗煤同比增速较 7 月有扩张，但进入

9 月后增速又有所收窄，从三峡出库流量看，水电对火电的挤压近期有所减弱。综合两大

因素，下半年煤炭需求同比仍可维持正增长。我们预测下半年动力煤需求同比增速或在 2～

3%之间，或存在超预期的可能，主要变量在水电的出力。 

图 7：全国重点电厂煤炭供耗及库存可用天数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8：三峡出库流量（立方米/秒）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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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短期有约束，整体向上弹性有限 

5 月开始全国原煤产量累计增速同比转正，疫情对生产的影响基本消失。但 7～8 月份，

原煤产量累计增速又出现了同比负增长。影响产量的主要变量在于内蒙，内蒙因为矿权资

源领域的整顿，个别违规煤矿已被要求停产，同时，对各煤矿产量监管也较为严格，主要

通过煤管票限制超产，因此预计短期供给还是受到约束，缺乏向上弹性。 

图 9：全国及煤炭主产省产量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0：煤炭主产区新增产能预测（万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按照数据推算，如果今年 8～12 月两大动力煤主产省份煤炭产量要达到同比持平的状

态，陕西同比要增长 0.44%，内蒙同比要增长 1.82%。但陕西由于去年矿难后，下半年有

补偿性的煤炭生产，基数较高，月均产量接近 5500～6000 万吨，预计今年下半年产量同

比实现增长有难度；而内蒙由于超产监管的严格限制，预计每月产量同比仍减少 500～800

万吨左右，同比下降 6～8%。按各省产量加权，预计三大主产省份下半年产量同比增速在

2%以内，供给端并不会出现明显压力。 

中期看，产能仍属温和扩张阶段。预计 2020～2022 年“三西”+新疆地区年均有效

新增产能约在 7000 万吨左右，预计未来 2～3 年主产区新增产能或有 1000～2000 万吨的

减少，产量增速或有所下降，产能周期处于温和扩张周期。同时，行业的集中度在不断提

升，也有利于供给格局的优化，平滑产量的释放节奏，行业很难再出现历史上供给无序扩

张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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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进口煤折价及进口量对比（左轴：元/人民币，右轴：万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2：国内外现货煤价对比（元/吨、美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进口也是影响影响国内供给预期的主要变量，因为进口煤折价优势明显，导致在进口

政策收紧的背景下，进口量依然有增加的动力。从折价幅度看，进口煤折价今年以来持续

攀升，从最初的 100 元人民币/吨左右拉大至目前的 200 元/吨以上，尽管进口煤通关额度

趋紧，但逐月的进口量环比仍在提升，不过从同比数值看，增速已显著放缓。 

从目前预期看，进口煤的政策和进口量还将延续目前的状态，预计随着夏季用煤旺季

的结束，月度环比进口量可能出现下降，待进入冬天旺季，进口量环比还会有显著提升，

但总体看预计今年进口量还将压缩在 3 亿吨以内，对国内煤炭供给不会造成明显的压力。 

下半年煤价环比上涨概率大 

目前，陕、蒙等坑口地区安全监管、“明盘”治理、限制超产等政策力度不减，坑口供

给难有增加，加之非煤行业采购需求的增加，导致坑口价格持续强势，而北方港口动力煤

则因为坑口成本的支撑，在需求有增加的情况下，价格迅速提升，上涨节奏也超出了市场

预期。我们判断接下来影响供给的安监以及进口因素还将延续，无论是港口还是坑口，动

力煤价 9 月之后将呈现正常的季节性波动，预计均价明显强于上半年。 

图 13：产地港口 5500 大卡动力煤价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4：坑口到港成本与港口售价之价差（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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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三季度港口动力煤 5500 大卡对应的均价约为 570 元/吨的水平，四季度煤价

走势或成 V 型，煤价中枢也有望保持在 570 元/吨左右的水平；动力煤全年均价 550～555

元/吨，同比降幅在 6%；下半年均价环比上半年增长约为 6%，同比基本持平，边际改善

明显；下半年坑口动力煤基本也保持类似的波动幅度。 

图 15：港口长协及市场煤价（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6：秦皇岛港煤炭均价预测（元/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含预测） 

▍ 受益于政策规划，产能扩张有保证 

预计小保当二号矿 2021 年将贡献约 12%的产量增长 

公司目前待正式投产的矿井主要为小保当二号井，产能为 1300 万吨，有望于 2020

年四季度投产，预计 2021 年有望满产释放产能。新建矿井位于陕北矿区，吨煤成本预计

在 130 元/吨上下，主要是以下因素推动： 

 陕北矿区煤层稳定性好且埋藏浅，开采技术简单，开采成本低； 

 该矿属大型现代化矿井，规模效应显著，吨煤折旧水平低； 

 预计矿井机械化程度高，人员负担轻，吨煤人工成本低。 

表 5：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各矿区售价成本统计 

矿区 净利润（万元） 销量（万吨） 吨煤净利润（元/吨) 吨煤售价（元/吨) 吨煤成本（元/吨) 

陕北矿区 304,635.06 3,380  90.13  313.52  198.91 

彬黄矿区 194,807.26 1,782  109.32  391.80  257.63 

渭北矿区 10,668.76 489  21.82  292.17  289.12 

合计 510,111  5,651  90.27  336.36  225.2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按照 2020 年上半年陕北矿区平均吨煤净利 90 元的水平计算，预计小保当二号井完全

达产后，可贡献的净利润约为 10～11 亿元，预计可增厚公司整体净利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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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资源储备充足，十四五规划千万吨级矿井建设 

2011 年 3 月 20 日，公司与陕煤化集团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协议》。根据该协议，

除重组时保留的业务外，陕煤化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将不从事与公司的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

竞争的业务。 

目前来看，陕煤集团近几年新增的生产矿井主要为小庄、孟村和曹家滩煤矿，均属于

大型现代化矿井，并且都位于资源优质、收益较好的彬黄矿区和陕北矿区。合计产能 2700

万吨，权益产能 1956 万吨。如果集团上述优质矿井，按照避免同业竞争协议注入到上市

公司，预计可增厚公司 20%的产能。 

表 6：陕煤集团近两年新增矿井产能统计 

矿区 煤矿名称 股权占比 设计产能（万吨/年） 权益产能（万吨/年） 状态 

彬黄矿区 
小庄煤矿 100% 600  600  联合试运转 

孟村煤矿 100% 600  600  联合试运转 

陕北矿区 曹家滩煤矿 51% 1,500  765  联合试运转 

合计 
 

73% 2,700  1,965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此外，陕西省政府明确将陕煤化集团作为鄂尔多斯盆地神府南区的唯一开发主体，根

据勘测，神府南区的煤炭资源储量达到 300~400 亿吨。预计陕煤化集团在产业整合、资源

收购等方面都能享受区域政策的扶植。因此，未来陕煤化集团的资源储备将进一步增加。 

目前陕煤化集团规划，在“十四五”期间以榆神四期开发为主阵地，争取在陕北再建

成 1 个千万吨矿井群，在新疆谋划一批煤炭项目，新增煤炭产能 1 亿吨，到“十四五”末，

规划煤炭产能达到 3 亿吨。依托强大的资源储备，集团和上市公司的产能增长前景可期。 

▍ 盈利能力行业领先，煤价压力下盈利依然丰厚 

兼具长协稳定与市场弹性，定价较为灵活 

当前公司煤炭销售结构中市场煤占比较高，长协占比 35%~40%，其中销往给下游电

厂的约为 1800 万吨左右，而其他长协煤主要销售给集团煤化工子公司。预计未来随着浩

吉铁路带动的“两湖一江”区域市场的开拓，公司电煤长协量将有显著增加。 

公司市场煤定价主要参考陕西煤炭价格指数，而长协定价公司参照港口动力煤长协定

价机制，采用“陕西动力煤指数+环渤海动力煤指数”、“基准价+调整价”的长协定价机制，

最终的定价结果依矿区有差异。 

陕煤分矿区年度长协定价公式

= 分矿区基准价+【(上月最后一期 BSPI指数− 535) ∗ 50%

+ (上月最后一期陕西动力煤指数 − 313) ∗ 50%】 ∗ 50% 

从历史走势看，根据公司披露的吨煤综合售价，考虑到市场煤占比较高，公司煤炭售

价和陕西动力煤价格指数走势更为一致。虽然 2020 年开始长协基准价下调 15 元/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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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8 个月各个矿区长协价格平均同比下滑 7%左右，而同期坑口及港口市场煤均价跌幅超

过 10%，显示公司长协部分销售价格稳定性相对较高。 

图 17：公司煤炭售价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根据对行业的判断及公司销售定价方式，预计 2020~2021 年陕西动力煤价格指数分

别变动-10%/+4%，对应长协价格变动-5%/+2%，则按市场煤占比 65%与长协占比 35%加

权而言统计，公司煤炭综合售价分别变动-7%/+4%左右。 

成本费用控制领先行业 

公司自身控制成本的能力出众。横向比较来看，2020 年上半年主要动力煤企比较中，

以销售口径计算，陕西煤业 243 元/吨的吨煤成本远低于中国神华的 293 元/吨，吨煤毛利

也处于行业前列。纵向对比来看，随着 2016 年煤价不断上涨，公司生产成本也有所上升，

主要来源于人工薪酬的上涨及原材料成本的增加。2017 年单位自产煤成本同比仅增长

8.82%，远低于行业煤价 60%左右涨幅；因为税费及环境治理基金增加等因素，2018 年

单位自产煤成本同比增长 9.25%，2019 年仅同比增长 2.57%，增幅明显收窄。说明公司

成本在没有外生因素冲击的情况下，增幅可以控制在低速范围内。 

表 7：陕西煤业自产煤成本拆分 

 
2014A 2015A 2016A 2017A 2018A 2019A 

自产煤成本（万元）     1,372,041      1,165,680  986,549     1,159,712        1,370,803  1,512,891  

原材料、燃料及动力（万元） 222,570  208,122  147,979  194,515  214,974  240,804  

吨煤材料成本（元/吨） 22.48  21.47  16.41  19.97  20.40  21.24  

增长率   -4.49% -23.53% 21.69% 2.15% 4.11% 

人工成本（万元） 426,003  330,652  227,486  290,223  305,033  352,312  

吨煤人工成本（元/吨） 43.02  34.11  25.23  29.80  28.95  31.08  

增长率   -20.73% -26.01% 18.11% -2.85% 7.34% 

折旧及摊销 （万元） 229,989  143,672  130,958  143,441  141,124  170,025  

吨煤折旧（元/吨） 23.23  14.82  14.53  14.73  13.40  15.00  

增长率   -36.20% -1.97% 1.40% -9.06% 11.97% 

运输费（万元） 18,444  19,762  5,546  6,775  5,225  3,045  

吨煤运输费（元/吨） 1.86  2.04  0.62  0.70  0.50  0.27  

增长率   9.43% -69.82% 13.09% -28.72% -45.83% 

其他（万元） 475,035  463,472  474,579  524,758  704,448  74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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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A 2015A 2016A 2017A 2018A 2019A 

增长率   -2.43% 2.40% 10.57% 34.24% 6.00% 

自产煤单位成本 138.6  120.2  109.4  119.1  130.1  133.5  

 
  -13.23% -8.98% 8.82% 9.25% 2.57%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8：公司煤炭综合单位成本（元/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9：2020 年上半年主要动力煤企吨煤成本、毛利对比（元/吨）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从吨煤期间费用来看，2016 年以来基本处于下降趋势，2020 年上半年相比 2019 年

全年仍大幅下降近 14%，其中吨煤财务费用下降至-0.32 元/吨，考虑到当前公司账面货币

资金与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 234.35 亿元，而有息负债合计 195.68 亿元，可被公司现金以

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完全覆盖，因此未来公司财务费用有望持续走低。公司 2020 年上半年

吨煤销售费用较 2019 年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一票制结算量增加，导致铁路运费增加。 

整体来看，近几年公司成本费用明显下降是主动优化产能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共同作

用的结果，同时随着产量继续上升，这一趋势未来有望持续，成本费用有望得到有效控制。 

图 20：吨煤期间费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得益于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公司煤炭业务毛利率行业领先，2016~2019 年基本高于

中国神华 20pcts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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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陕西煤业和同类煤企毛利率比较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自供给侧改革以来，公司近几年资产负债表也得到较大修复。2016 年公司流动比率

逐渐上升并于 2019 年达到 1.25，显示短期偿债能力有所增强并相对有所保障。资产负债

率由 2015 年的 56.59%下降至 2019 年的 39.87%，大幅下降 16.72pcts，低于行业平均负

债率约 9.78pcts。 

 

图 22：公司 vs 板块流动比率比较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3：公司 vs 板块资产负债率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自产煤统计口径下近几年公司吨煤净利润达到 100~110 元/吨水平，虽然 2020 年煤炭

价格整体是下跌的趋势，但预计在长协机制和成本的有效管控下，公司吨煤净利仍有望稳

定在 90 元/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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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陕西煤业吨煤净利测算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 浩吉铁路助公司开拓市场，远期料将带来区域需求增量 

陕西省外运通道匮乏，陕北横向运力不足，陕中南南下通道较少，制约了陕西省煤炭

外运消费地。由于公路运输辐射半径有限，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 56%来自于西北地区，

而煤炭主要消费地华东、华南、华中地区业务占比不足 30%。铁路运力不足导致外运成本

较高，销售给华北、华东、华南地区的煤炭业务毛利率远低于省内煤炭销售的毛利率。 

图 25：2019 年公司煤炭业务收入分地区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6：2019 年公司各地区煤炭业务毛利率统计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表 8：陕西煤业矿区相关铁路运输线 

矿区划分 矿井名称 自有铁路/专用线 对接站点 支线铁路 出省通道 服务区域 

渭北矿区 

玉华 

铜川矿业公司专用线 

铜川站 咸铜线 

陇海线 华中、华东 
陈家山 田家咀站 梅七线-咸铜线 

下石节 瑶曲站 梅七线-咸铜线 

柴家沟 前河站 梅七线-咸铜线 

彬黄矿区 

黄陵一号 

黄陵矿业公司专用线 黄陵站  
西延铁路（西安方

向） 

陇海线 
华中、华东 

黄陵二号 黄韩侯线 

建庄  包西线 华北、华中、华东 

建新 神朔线（神黄线部分） 北方港口（黄骅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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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划分 矿井名称 自有铁路/专用线 对接站点 支线铁路 出省通道 服务区域 

   

西延铁路（延安方

向） 

神延线（包西线部分，

可接浩吉线） 
华北、华中、华东 

大佛寺 
彬长矿业公司专用线 

上孟站 
西平线 

陇海线 
华中、华东  

胡家河  大佛寺站 宝中线 

陕北矿区 

红柳林 

红柠铁路专用线 

红柳林站  
 

神延线（包西线部分） 华北、华东、华中 

柠条塔 神木西站 
 

包西线 华北、华东、华中 

张家峁 
  

神延线（包西线部分） 华北、华东、华中 

韩家湾 
   

包西线 华北、华东、华中 

袁大滩 袁大滩专用线  哈达汗车站 榆横铁路 包西线 华北、华东、华中 

小保当 神木西-红石峡铁路专线 
 

冯红线 
瓦日线-京广/京九/京

沪线  
华东、华中 

   
靖神线 包西线/浩吉线  华北、华东、华中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2019 年 9 月底，作为国家“北煤南运”战略运输通道的浩吉铁路建成通车，规划年

运输能力 2 亿吨。浩吉铁路是否会对全国煤炭运输格局造成深远影响，核心在于浩吉铁路

运费与原有“铁水联运”路径成本的比较。我们根据浩吉铁路的分段定价机制，测算得出

浩吉铁路运输到湖北区域成本可以节约 20~30 元/吨，运输到湖南区域的成本基本持平，

运输到江西区域则成本高出 30~40 元/吨。 

表 9：浩吉铁路与原有铁水联运路径成本比较（单位：元/吨） 

 
蒙西 陕西 山西 

 
原有路线 浩吉铁路 原有路线 浩吉铁路 原有路线 浩吉铁路 

湖北 

蒙 西 - 秦 皇 岛 港

（225~240） 

汽运费、站台费等

（30） 

汽运费、站台费等

（30） 

汽运费、站台费等

（30） 

大 同 - 秦 皇 岛 港

（185~195） 

由于浩吉铁路在

山西省内设置站

点靠南，山西煤炭

外运仍以大秦线

最为经济方便 

港口-上海（60） 蒙西-湖北（285） 
神 木 - 湖 北

（285~295） 
神木-湖北（265） 港口-上海（60） 

上海-湖北（45）       上海-湖北（45） 

合计 330~345 315 315~325 295 290~300 

湖南 

蒙 西 - 秦 皇 岛 港

（225~240） 

汽运费、站台费等

（30） 

汽运费、站台费等

（30） 

汽运费、站台费等

（30） 

大 同 - 秦 皇 岛 港

（185~195） 

港口-上海（60） 蒙西-湖南（310） 神木-湖南（295） 神木-湖南（290） 港口-上海（60） 

上海-湖南（45）       上海-湖北（45） 

合计 330~345 340 325 320 290~300 

江西 

蒙 西 - 秦 皇 岛 港

（225~240） 

汽运费、站台费等

（30） 

汽运费、站台费等

（30） 

汽运费、站台费等

（30） 

大 同 - 秦 皇 岛 港

（185~195） 

港口-上海（60） 蒙西-江西（350） 神木-江西（295） 神木-江西（330） 港口-上海（60） 

上海-江西（40）       上海-江西（40） 

合计 325~340 380 325 360 285~295 

资料来源：Wind，国家发改委，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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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浩吉铁路运输路线示意图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综合浩吉铁路的运输效率及经济性，预计未来港口下水煤主要供给沿海省份，而“两

湖一江”地区煤炭需求主要通过浩吉铁路运输供给。随着供给侧改革导致南方省份煤炭产

量不断减少，2019 年平均下跌 20%左右，同时“两湖一江”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从而

对火电需求不断增多，2019 年火电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 5pcts，从而该区域的煤炭供

需缺口不断扩大。 

因此，浩吉铁路的开通将为西北煤企新增一定的煤炭需求（取代部分进口煤）。对陕

西煤业来说，公司的靖神铁路连接小保当煤矿和曹家滩煤矿上浩吉铁路，远期规划运量可

达到 5000～6000 万吨，有利于公司受益于“两湖一江”区域稳定的市场需求。 

图 28：“两湖一江”地区煤炭产量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9：“两湖一江”地区火电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目前公司对“两湖一江”区域下游电厂煤炭销售采用长协定价机制，按照基准价加浮

动价的机制确定，每个月会进行微调： 

 榆北长协基准价：5300/5500/6000 大卡分别对应，河南 345/370/435 元，湖北

327/353/426 元，湖南 305/333/402 元，江西 290/323/3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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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动价：【（上月最后一期榆林 5500 动力煤价-上上月最后一期值）+（上月最后

一期 CECI 沿海指数 5500 综合价-上上月最后一期值）+（上月最后一期 CCTD

秦皇岛 5500 动力煤综合交易价-上上月最后一期值）】×1/3。 

图 30：销售给“两湖一江”地区煤炭定价公式中的参考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根据定价机制测算，2020 年 1~8 月公司销售给“两湖一江”地区 5500 大卡的煤炭价

格约为 353 元/吨，相比市场煤价低约 20 元/吨左右，但这有助于公司开拓南方市场。远期

而言，当公司与下游电厂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后，“两湖一江”区域每年约 3 亿吨的煤炭

外购需求将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市场，也有助于公司长期定价能力的修复。 

▍ 现金流创造能力强，投资收益有望推升分红水平 

公司现金流质量高，价值创造能力强  

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是拥有充沛的现金流，而现金流也是企业经营成果质量的指标之

一，可以使用“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比值”作为衡量公司盈利质量

的指标之一。通过计算，陕西煤业与其他行业的龙头公司贵州茅台、格力电器、伊利股份

和中国平安相比，剔除掉 2015 年的极端情况，上市以来陕西煤业的这一均值比例达到 1.64，

同时相比贵州茅台等龙头而言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表 10：陕西煤业与其他龙头公司净利润含金量对比 

时间 2014A 2015A 2016A 2017A 2018A 2019A 

陕西煤业 0.13  
 

3.00  1.62  1.80  1.65  

贵州茅台 0.82  1.12  2.24  0.82  1.18  1.10  

格力电器 1.34  3.54  0.96  0.73  1.03  1.13  

伊利股份 0.59  2.06  2.26  1.17  1.34  1.22  

中国平安 4.33  2.50  3.65  1.36  1.92  1.67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从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指标看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陕西煤业近三年的 ROIC

维持在 20%左右，与其他行业龙头公司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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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陕西煤业与其他龙头公司的 ROIC 对比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32：陕西煤业与其他龙头公司净利润含金量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新能源股权投资进入收获期，投资收益将显著增厚公司现金流 

2017 年 7 月-12 月，陕西煤业通过朱雀产业投资单一资金信托（朱雀信托）于证券交

易所的集中交易增持隆基股份 9959 万股，占隆基股份总股本的 4.99%。此后公司通过集

中竞价、参与配售等方式增持隆基股份股票，截至 2020 年 7 月 5 日，陕西煤业直接和间

接持有隆基股份无限售流通股份合计 3.276 亿股，其中直接持有 1.464 亿股(占隆基股份总

股本的 3.88%)，通过朱雀信托间接持有 1.812 亿股(占隆基股份总股本的 4.81%)。 

按照相关公司公告，2020 年 7 月由于朱雀信托存续期即将届满需要退出并进行清算，

公司对通过朱雀信托持有的 1.812 亿股隆基股份股票进行清算。截至 8 月 25 日陕西煤业

通过朱雀信托持有隆基股份 0 股，直接持有隆基股份 1.464 亿股。 

我们基于买入、卖出期间平均股价计算，并考虑持有期间的现金分红等，截至 2020

年 8 月 25 日，权益法下公司通过朱雀信托持有的隆基股份股票账面成本约为 30 亿元，卖

出均价约为 48 元/股，公司卖出 1.81 亿股隆基股份的资本利得或超过 60 亿元。考虑到交

易成本、所得税、支付给第三方机构的费用和收益分成等因素，预计本次减持投资收益或

超过 40 亿元，或超过单季度煤炭主营业务创造的净利润。 

目前，公司自有账户持有的隆基股份 3.88%股权市值仍在 100 亿元以上，但公司承诺

近 24 个月内不会安排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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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公司对隆基股份（601012.SH）的持股变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隆基股份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公司资本开支预计即将进入稳定期 

2016 年供给侧改革以来陕西煤业的现金流质量得以明显改善，主要的因素是公司资

产的优化，公司在 2016 年剥离了大量老旧亏损的矿井，加之近两年新建成的优质产能，

资产收益率全面提升，产生现金流的能力也在增强。那么公司未来每年能产生多少自由现

金流呢？简单计算，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测算可以用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扣除资本支出，就陕

煤而言，一方面随着煤炭产量的增长，近年来经营性现金流已达到 200 亿元左右的水平，

而公司在 2020 年完成小保当二期矿井建设后，自身资本开支需求将有所下降，现金流预

计将更为充沛。 

图 34：公司历年自由现金流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在极端情况下，假设市场煤价重新跌回 400 元/吨左右的水平，预计公司的经营性现金

流仍可达到 130 亿元左右，展望未来，公司资本开支计划将可能出现以下两大变动： 

 在完成小保当矿井建设后，公司自身每年基本只剩下 20~30 亿左右的维护性资本

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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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集团避免同业竞争协议，集团未来煤炭资产将注入上市公司，目前集团生产

矿井主要为小庄、孟村和曹家滩煤矿，产能共计 2700 万吨，若按 800~1000 元/

吨的成本收购，预计未来公司收购集团煤炭资产需要资金 250 亿左右。 

目前公司的资本开支需求主要集中在小保当二期矿井建设，资本开支需求在 40 亿元

水平，从而预计公司自由现金流在 130 亿元左右。 

而未来 5~10 年来看，假设公司要收购集团资产，预计年均资本开支或上升至约 80 亿

元水平（按平均 5 年测算），公司自由现金流或下降至 70 亿元水平。 

长周期来看，如果将集团煤炭资产现金流情况类比上市公司，2016 年以来单位自由

现金流为 116 元/吨（2016 年上市公司剥离历史包袱后业绩稳定性提升），预计在收购集团

资产后，上市公司年均自由现金流将增加 30 亿元左右，年均自由现金流水平将达到 150

亿元左右，高峰期或可达到 240 亿元水平。 

表 11：陕西煤业现金流情况 

 
2014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H1 

经营活动现金流（亿元） 1  -9  83  169  198  192  45 

资本开支（亿元） 27  24  20  50  44  48  15  

自由现金流（亿元） -26  -33  63  119  154  144  29  

自产煤销量（万吨） 9902 9695 9,015 9,738 10,535 11,336 5,650 

吨煤自由现金流（元/吨） -26  -34  70  122  146  127  52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测算 

公司分红率稳定且有望达到 40%，今年股息率或超 6% 

公司近年来分红率稳定。除 2015 年在公司因亏损而未分红外，其他年份公司分红率

均达到 30%-40%。2013 年至今的 7 年内，累计现金分红率达到 36.1%。此外，公司积极

进行股票回购，提高投资者回报。2018 年 10 月～2019 年 3 月，公司回购 3.05 亿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5%），使用资金 25.03 亿元。将现金分红+股票回购合并计算，

2018-2019 年累计分红率为 40.6%，近 7 年累计分红率达 42.8%. 

同时根据 2020 年半年报数据，陕西煤业的货币资金达到 217 亿元，创历史新高，因

此我们认为未来陕西煤业的财务状况将继续保持稳健水平，有望实现30%-40%的分红率。

鉴于今年三季度隆基股份股权处置带来的投资收益，今年分红率有望达到 40%，那么目前

对应的股息率有望超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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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公司各年度现金分红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36：公司近 7 年累计分红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 

▍ 风险因素 

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或环保限产力度加大影响煤炭需求； 

公司产能扩张进度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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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预测、估值及投资评级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对公司煤炭板块的核心假设如下：  

表 12：陕西煤业煤炭板块量价成本假设 

  2016A 2017A 2018A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原煤产量（万吨）      9,205     10,097     10,809     11,494   12,414   13,655   14,065  

变化率 -16.33% 9.69% 7.05% 6.34% 8.00% 10.00% 3.00% 

自产煤销量      9,015       9,738     10,535     11,336   12,171   13,428   13,810  

产销比  97.94% 96.44% 97.47% 98.62% 98.05% 98.34% 98.19% 

贸易煤      3,426       2,600       3,757       6,513   9,118   10,942   12,036  

 
-11.70% -24.11% 44.50% 73.35% 40% 20% 10% 

煤炭销量（万吨）    12,441     12,338     14,293     17,849   21,289   24,370   25,846  

 
-8.35% -0.83% 15.84% 24.88% 19.27% 14.47% 6.06% 

综合销售均价（元/吨）      233.2       369.5       373.0       383.5  348.4  363.5   371.7  

增长率 23.20% 58.46% 0.94% 2.82% -9.14% 4.32% 2.25% 

自产煤售价（元/吨）      222.6       361.5       362.5       362.3   326.1   339.1   345.9  

增长率 34.98% 62.39% 0.27% -0.04% -10.00% 4.00% 2.00% 

贸易煤售价（元/吨）      261.1       399.6       402.5       420.3   378.3   393.4   401.3  

增长率 4.34% 53.05% 0.73% 4.44% -10.00% 4.00% 2.00% 

自产煤单位成本（元/吨）      109.4       119.1       130.1       133.5   128.52   127.33   129.06  

 
-8.98% 8.82% 9.25% 2.57% -3.70% -0.93% 1.36% 

外购煤单位成本（元/吨）      227.8       373.7       374.8       404.4   363.92   378.48   386.05  

 
-2.77% 64.01% 0.30% 7.88% -10.00% 4.00% 2.00% 

自产煤毛利率 50.84% 67.05% 64.10% 63.16% 60.59% 62.45% 62.69% 

外贸煤毛利率 12.72% 6.48% 6.87% 3.80% 3.80% 3.80% 3.80% 

煤炭业务综合毛利率 44.35% 56.26% 49.45% 41.28% 36.19% 35.97% 35.1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作为强周期的龙头公司，市场依然担心价格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我们对此做了简

单的测算。为了使结论更为直观，我们就使用港口价格作为变量推算公司业绩弹性。 

以 2019 年秦皇岛港均价及公司 2019 年财报中对应的吨煤净利为基准，当港口煤价跌

至 500 元/吨左右时，假设公司吨煤成本下降 5%，公司存量产能的业绩还可维持在 95 亿

元上下。 

表 13：煤价悲观情境下，公司业绩敏感性测算（亿元） 

   吨煤成本变化 

 秦皇岛港均价 -10% -5% -3% -1% 

吨煤价格及变

化（元/吨） 

440 -25% 81.58 78.27 76.94 75.62 

470 -20% 89.87 86.56 85.24 83.92 

499 -15% 98.17 94.86 93.53 92.21 

528 -10% 106.46 103.15 101.83 100.51 

558 -5% 114.76 111.45 110.12 108.80 

资料来源：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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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疫情对行业基本面的影响和处置隆基股份给公司贡献的投资收益，我们上调公

司 2020~2022 年 EPS 预测为 1.32/1.23/1.29 元（原预测为 1.27/1.18/1.23 元），当前价

8.58 元，对应 2020-22 年 P/E 分别为 6/7/7x，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我们给予公司目

标价 12 元，对应 2021 年 P/E10x，维持公司“买入”评级 

表 14：陕西煤业盈利预测表  

项目/年度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百万元) 57,223.7 73,403.4 81,006.8 96,516.1 103,895.3 

营业收入增长率 12.4% 28.3% 10.4% 19.1% 7.6% 

净利润(百万元) 10,992.8 11,643.4 13,227.8 12,289.2 12,924.6 

净利润增长率 5.2% 5.9% 13.6% -7.1% 5.2% 

每股收益 EPS(基本)(元) 1.10 1.18 1.32 1.23 1.29 

毛利率% 48.7% 40.9% 37.2% 36.9% 35.7% 

净资产收益率 ROE% 21.70% 19.99% 19.49% 16.42% 15.60% 

每股净资产（元） 5.07 5.83 6.79 7.49 8.29 

PE 8 7 6 7 7 

PB 1.69 1.47 1.26 1.15 1.04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注：股价为 2020 年 9 月 16 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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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百万元）  
指标名称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 57,224 73,403 81,007 96,516 103,895 

营业成本 29,361 43,357 50,877 60,867 66,810 

毛利率 48.69% 40.93% 37.19% 36.94% 35.70% 

营业税金及附加 2,882 3,615 3,969 5,019 5,203 

销售费用 2,195 2,768 3,078 3,861 4,007 

营业费用率 3.84% 3.77% 3.80% 4.00% 3.86% 

管理费用 5,184 5,628 6,319 7,721 8,127 

管理费用率 9.06% 7.67% 7.80% 8.00% 7.82% 

财务费用 58 548 5 (206) (322) 

财务费用率 0.10% 0.75% 0.01% -0.21% -0.31% 

投资收益 1,452 1,727 5,750 1,700 1,800 

营业利润 19,061 19,674 22,594 21,068 22,076 

营业利润率 33.31% 26.80% 27.89% 21.83% 21.25% 

营业外收入 44 48 44 45 46 

营业外支出 358 332 249 313 298 

利润总额 18,748 19,390 22,389 20,800 21,824 

所得税 2,819 2,758 3,358 3,120 3,274 

所得税率 15.03% 14.22% 15.00% 15.00% 15.00% 

少数股东损益 4,936 4,989 5,803 5,391 5,626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993 11,643 13,228 12,289 12,925 

净利率 19.21% 15.86% 16.33% 12.73% 12.44%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指标名称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货币资金 13,116 19,243 34,793 34,765 41,276 

存货 1,074 1,314 1,763 2,061 2,201 

应收账款 13,650 7,372 16,775 28,955 33,247 

其他流动资产 3,666 6,882 7,596 8,294 8,495 

流动资产 31,505 34,812 60,927 74,074 85,218 

固定资产 40,548 40,209 41,743 41,942 44,240 

长期股权投资 10,350 12,104 15,097 18,089 21,084 

无形资产 22,497 21,803 20,803 19,803 18,803 

其他长期资产 15,631 17,756 15,613 14,461 10,944 

非流动资产 89,025 91,872 93,256 94,294 95,071 

资产总计 120,530 126,684 154,183 168,369 180,289 

短期借款 0 170 0 0 0 

应付账款 15,459 14,383 25,439 27,390 26,724 

其他流动负债 13,221 13,353 15,549 16,411 16,366 

流动负债 28,679 27,906 40,988 43,801 43,090 

长期借款 11,941 9,071 8,071 7,071 6,071 

其他长期负债 13,520 13,536 13,536 13,536 13,536 

非流动性负债 25,462 22,607 21,607 20,607 19,607 

负债合计 54,141 50,514 62,595 64,408 62,697 

股本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资本公积 7,395 7,398 7,398 7,398 7,398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50,664 58,254 67,869 74,850 82,856 

少数股东权益 15,724 17,916 23,719 29,110 34,736 

股东权益合计 66,389 76,170 91,588 103,961 117,592 

负债股东权益总

计 
120,530 126,684 154,183 168,369 180,289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指标名称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税前利润 18,748 19,390 22,389 20,800 21,824 

所得税支出 -2,819 -2,758 -3,358 -3,120 -3,274 

折旧和摊销 4,788 5,848 5,912 6,357 6,801 

营运资金的变化 -514 2,793 2,673 -10,366 -5,339 

其他经营现金流 -445 -6,073 -5,834 -2,037 -2,358 

经营现金流合计 19,758 19,200 21,783 11,634 17,655 

资本支出 -4,422 -4,837 -4,000 -4,000 -4,000 

投资收益 1,452 1,727 5,750 1,700 1,800 

其他投资现金流 -4,986 -2,715 -3,195 -3,260 -3,347 

投资现金流合计 -7,955 -5,825 -1,445 -5,560 -5,547 

发行股票 0 1,470 0 0 0 

负债变化 14,940 5,748 -1,170 -1,000 -1,000 

股息支出 -3,300 -3,600 -3,600 -5,291 -4,916 

其他融资现金流 -19,597 -11,924 -17 189 318 

融资现金流合计 -7,957 -8,307 -4,787 -6,102 -5,597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846 5,069 15,550 -28 6,511 
  

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增长率 12.36% 28.27% 10.36% 19.15% 7.65% 

营业利润增长率 4.55% 3.21% 14.84% -6.75% 4.79% 

净利润增长率 5.20% 5.92% 13.61% -7.10% 5.17% 

毛利率 48.69% 40.93% 37.19% 36.94% 35.70% 

EBITDA Margin 41.18% 34.38% 27.78% 22.34% 21.83% 

净利率 19.21% 15.86% 16.33% 12.73% 12.44% 

净资产收益率 21.70% 19.99% 19.49% 16.42% 15.60% 

总资产收益率 9.12% 9.19% 8.58% 7.30% 7.17% 

资产负债率 44.92% 39.87% 40.60% 38.25% 34.78% 

所得税率 15.03% 14.22% 15.00% 15.00% 15.00% 

股利支付率 30.02% 30.92% 40.00% 40.00% 40.0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证券研究部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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