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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导读 

公司是河北省重要的电源支撑，有望尽享河北资源负荷双中心属性，

并受益煤价下行，带来业绩持续改善。 

投资要点 

 河北区域重要电源支撑，地位举足轻重 

截至 2018 年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 780 万千瓦，权益装机容量为 832 万

千瓦，控股装机占河北南网 22.8%，占河北总装机 13.21%，是河北重要的电源支

撑。考虑集团仍有超过 3GW 权益装机规模未完成注入，以及尚在建设的遵化热

电仍未投产，公司装机规模仍有望在未来 3 年持续扩张，并进一步增强自身在河

北电网体系内的影响力。 

 资源与负荷双中心，河北火电长期盈利能力有保障 

河北煤炭资源相对丰富，其核准产能规模居全国第十，同时独特的地理位置

也使得河北成为“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路径上的重要枢纽。京津冀地区是国

内电力缺口最大的区域，缺口比例高达 29%，高于江浙沪。资源负荷双中心优势

将分别有助河北机组控制煤炭采购成本和保持较高利用水平。 

 机组优异、煤价下行，公司有望持续改善  

公司装机结构优于全省平均，且旗下机组全部实现超低排放，或将受益河北

火电去产能。在机组维持较高利用水平的条件下，公司业绩对煤价极具弹性，港

口煤价回落 10 元/吨，有望增厚公司业绩约 1.31 亿元，弹性系数高达 10.5，居于

同类公司前列。考虑煤炭供给形势已发生反转，且需求预期仍较为乐观，2019

年动力煤价有望持续下行，带动公司业绩持续改善。 

 盈利预测及估值  

我们预计公司在2018~2020年将实现3.93亿元、8.92亿元、12.59亿元净利

润，对应当前股本下EPS为0.22元、0.5元、0.7元，对应29.4倍、12.9倍、9.2

倍P/E，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或快速回落；煤炭价格下降程度或不达预期；

火电去产能推进力度或不达预期。 

 

 
财务摘要 

[table_predict] （百万元）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主营收入  10537.68 13734.78 14173.65 15165.42 

(+/-)    30.34% 3.20% 7.00% 

净利润  168.39 392.58 891.82 1258.50 

(+/-)    133.14% 127.17% 41.12% 

每股收益（元）  0.09 0.22 0.50 0.70 

P/E  68.52 29.39 12.94 9.17 
 

[table_invest]  评级 增持 

上次评级 首次评级 

当前价格 ￥6.44 

 

[LastQuaterEps]  单季度业绩  元/股  

3Q/2018 0.08 

2Q/2018 0.02 

1Q/2018 0.15 

4Q/2017 -0.04 

 

[table_stktrend] 

 

 
公司简介 

公司是河北省的能源投资主体，主

营业务为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以电力

生产为主的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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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市场的观点 

1、市场看好利用小时回升、煤价下行带来火电业绩改善，我们认为，对煤价乐观的基础是对利用小时

数的悲观 

作为驱动火电业绩改善的两大主要因素，利用小时数、煤价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孤立来看，利用小时

数的提升和煤价的下行均是驱动火电业绩向好的变动方向。但当我们深入分析煤炭价格变化的原因后，我

们会发现，用电量增速的提升同时会带来火电利用小时数的提升和煤炭需求的提升，作为一个整体，利用

小时数的提升和煤价的上行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割裂来看这两个问题难免会产生认知缺陷，驱动火

电业绩改善的两大因素，可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图 1：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与华电国际 EPS 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2、局部地区，鱼与熊掌可兼得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针对的是独立整体，但对于整体内部的部

分，存在鱼与熊掌兼得的机会。我们认为，建投能源便属于此类稀缺标的，2011 年以来，河北省用电量增

速持续低于全国平均，但其火电利用小时数却持续高于全国平均，背后的核心因素在于电力缺口，这一因

素将使得河北地区火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持续维持高位，而且相对于宏观需求的变动或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

因此我们对于河北地区用电量增速的分析惜墨如金。 

图 2：用电量增速及利用小时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此外河北地区及周边煤炭资源丰富，煤炭资源获取能力较强，煤价对火电业绩改善弹性亦较强。我们

认为，资源负荷双中心的特质是市场所忽略的，但这确是河北地区火电机组盈利保持持续优异的核心，而

且在需求下行、煤价下行的宏观弱势环境下，仍有望表现出较强的利用水平，实现鱼与熊掌的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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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北区域重要电源支撑，地位举足轻重 

1.1. 公司是河北重要电源支撑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建投能源”），成立于 1994 年 1 月 18 日，于 1996 年 6 月 6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控股股东为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河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

电力业务以燃煤火力发电和供热为主，同时涉及核电、风电、水电等新能源项目投资。公司控制装机容量占河北南部

电网 22.8%，占河北省总装机容量的 13.21%，地位举足轻重，为区域电网的安全提供重要支撑。图 3 为公司股权结构

及主要的参控股公司情况。 

图 3：建投能源股权结构及主要参控公司（截至 2018 年 9 月底）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1.2. 内生外延持续扩张，资产规模持续做大 

2003 年 11 月，公司收购了控股股东河北建投集团拥有的河北西柏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0%的股权，主营业务转

型为发电。自此，公司通过收购集团优质发电资产及自建电站开始了持续扩张道路。 

2007 年公司完成增发募资，并以约 22.4 亿元的对价收购西二公司 51%股权、国泰公司 51%股权、衡丰公司 35%

股权、恒兴公司 35%股权、邯峰公司 20%股权，公司权益装机由 72 万千瓦提高至 232 万千瓦。 

2009 年公司以约 0.19 亿元收购河北建投任丘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60%股权，彼时项目处于建设前期状态。 

2013 年 1 月 29 日，控股子公司河北建投任丘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 2×350MW 发电机组项目 1 号机组投产。 

2013 年 3 月 30 日，控股子公司河北建投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 2×600MW 发电机组项目 1 号机组投产。 

2013 年 4 月 29 日，控股子公司河北建投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 2×600MW 发电机组项目 2 号机组投产。 

2013 年 6 月 5 日，控股子公司河北建投任丘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 2×350MW 发电机组项目 2 号机组投产。 

2014 年，公司以 3.92 元/股的价格向控股股东河北建投集团发行 7.02 亿股股份收购了其所持有的宣化热电 100%

股权、沧东发电 40%股权、三河发电 15%股权，公司新增权益装机 186.3 万千瓦。 

2015 年初，公司以 10.88 亿元的对价，收购建投集团所持大唐国际王滩发电 30%股权、国电河北龙山发电 29.43%

股权、国电承德热电 35%股权、承德龙新热力 35%股权，新增权益装机规模 94.42 万千瓦。 

2016 年 11 月 23 日，全资子公司建投邢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 2×350MW 热电联产项目 1 号机组投产。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全资子公司建投邢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 2×350MW 热电联产项目 2 号机组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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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与 11 月，全资子公司建投承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 2×350MW 热电联产项目两台机组投产。 

图 4 为公司的具体发展与扩张历程。 

 

 

 

 

 

 

 

 

 

 

截至 2018 年底，公司控股在运装机规模 780 万千瓦，控股在建装机规模 70 万千瓦，权益运营装机容量 832 万千

瓦。表 1、表 2 分别是公司控股在运装机和参股在运装机统计。 

表 1：公司控股机组装机 

公司名称 装机容量（MW） 持股比例（%） 权益装机（MW） 2017 发电量（亿度） 2017 利用小时 投运或并表年份 

西电公司 1320 60 792 72.16 5466.67 2006 

西二公司 1200 51 612 56.88 4740.00 2007 

国泰公司 660 51 336.6 35.95 5446.97 2007 

任丘公司 700 81.65 571.55 38.78 5540.00 2013 

沙河公司 1200 89.79 1077.48 58.48 4873.33 2013 

宣化热电 660 100 660 30.17 4571.21 2014 

邢台热电 700 100 700 21.73 3104.29 2016 

恒兴公司 660 35 231 36.03 5459.09 2017 

承德热电 700 100 700 6.01 858.57 2017 

合计 7800 —— 5680.63 356.19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表 2：公司参股机组装机 

公司名称 装机容量（MW） 持股比例（%） 权益装机（MW） 2017 发电量（亿度） 2017 利用小时 投运或并表年份 

衡丰公司 660 35 231 35.5 5378.79 2007 

邯峰公司 1320 20 264 69.43 5259.85 2007 

沧东发电 2520 40 1008 140.22 5564.29 2014 

三河发电 1300 15 195 65.55 5042.31 2014 

王滩发电 1200 30 360 60.4 5033.33 2015 

龙山发电 1200 29.43 353.16 67.29 5607.50 2015 

国电承德 660 35 231 30.57 4631.82 2015 

合计 
  

2642.16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4：公司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公司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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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7 日，公司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拟以 5.21 元/股的价格向控股股东

建投集团发行 2.01 亿股股份，收购其持有的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0%股权和河北张河湾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45%股权。表 3 为相应公司机组装机及集团持股统计。 

表 3：集团拟注入资产装机机构及持股比例统计 

公司名称 装机容量（MW） 集团持股 权益装机（MW） 

秦热发电 650 40% 260 

张河湾蓄能发电 1000 45% 450 

合计 
  

71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通过梳理公司整个发展历程，我们认为，控股股东建投集团对公司发展支持力度较大，2007 年至今便持续将其体

内优质电力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截至 2018 年底，河北建投集团目前仍持有较多优质电力资产，后续仍有望注入上市公

司，公司资产有望借助内生外延持续做大。表 4 为建投集团体内电力资产统计。 

表 4：集团尚未明确注入时间点的优质电力资产统计 

公司名称 装机容量（MW） 集团持股 权益装机（MW） 

国华定州 2520 41% 1020.6 

秦皇岛发电 1070 50% 535 

保定华源热电 250 29% 72.5 

国电建投内蒙古 1320 50% 660.0 

合计 
  

2288.1 

资料来源：18 建投 02 债券募集说明书，浙商证券研究所 

 

1.3. 利用小时数保持平稳，装机规模与发电量持续增长 

近年来公司整体利用小时数水平保持稳定，随着装机容量的持续增长，发电量水平也不断攀升，考虑公司目前在

建遵化热电 2×350MW 项目有望于 2019 年投产，且集团后续资产注入仍有望持续推动，装机规模与发电水平仍有望

持续增长。图 5 为 2011 年以来公司控股装机规模、发电量、利用小时数相关统计。 

图 5：2011 年以来公司装机规模、发电量及利用小时数统计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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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与负荷双中心，河北火电长期盈利能力有保障 

河北地处华北，漳河以北，东临渤海、内环京津，西为太行山山地，北为燕山山地，燕山以北为张北高原，其余

为河北平原，是中国唯一兼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和海滨的省份。东南部、南部衔山东、河南两省，西倚

太行山与山西省为邻，西北与内蒙古交界。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河北资源与负荷双中心的属性：即肩负着

保障京津用电的重任，同时又是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重要枢纽。 

我们认为，河北是国内少有的资源与负荷双中心：作为资源中心，煤炭来源丰富，可有效保障供给，有利于公司

获取较低的煤炭采购价格；作为负荷中心，发电、供暖等民生任务艰巨，可有效保障省内火电机组利用水平，有利于

公司控股、参股机组维持较高利用小时数。 

 

2.1. 河北及周边煤炭资源相对丰富，有助公司稳定燃料供应 

河北本省煤炭资源相对丰富，且管理集中。根据国家能源局最新的煤炭产能情况统计，截至 2018 年中，河北已核

准煤炭产能为 7366 万吨/年，居于全国第十位。从省内煤炭资源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以唐山、承德为首的北部地区

和以邯郸、邢台、石家庄为主的中南部地区，两部分资源分别被省内龙头国企开滦集团和冀中能源集团所管理，其中

开滦集团省内煤炭核准产能为 3455 万吨/年，冀中能源集团省内煤炭核准产能为 3652 万吨/年，分别占全省煤炭核准

产能的 47%和 50%。图 6 与 7 分别为河北省内煤炭产能规模与矿井数量占比统计。 

图 6：河北煤炭产能规模占比统计  图 7：河北煤炭矿井规模占比统计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河北毗邻山西、内蒙古两大煤炭主产地。根据国家能源局最新统计，截至 2018 年中，山西、内蒙古两省煤炭核准

产能规模分别为 9.48 亿吨/年和 8.3 亿吨/年，居全国煤炭核准产能规模的前两位。此外与河北相邻的河南、山东两地

煤炭核准产能分别为 1.56 亿吨/年和 1.51 亿吨/年，同样排名相对居前。表 5 为 2018 年中，国内煤炭核准产能排名前

十省份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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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全国主要省份核准煤炭产能统计（截至 2018 年 6 月底） 

排名 地区 产能（万吨/年） 新增产能（万吨/年） 矿井 新增矿井 单井平均规模 新增单井规模 

1 山西 94815 3395 599 30 158  113  

2 内蒙古 83005 1200 372 7 223  171  

3 陕西 40529 2395 224 9 181  266  

4 河南 15626 90 209 2 75  45  

5 贵州 15514 1308 438 35 35  37  

6 山东 15126 15 112 1 135  15  

7 安徽 14361 60 46 1 312  60  

8 新疆 14116 8315 70 19 202  438  

9 黑龙江 9985 210 548 1 18  210  

10 河北 7366   50   147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极为不均，以山西、蒙西、陕西为主的“三西”地区，基本上占据了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煤炭

产能与产量，而且从煤炭的品质、资源储量来看“三西地区”和新疆较其他地区更具优势，因此从国内煤矿在建产能

规模来看，也以“三西”和新疆为主，但考虑新疆煤炭市场运输特性，其更多还是供给本区域内使用，所以保障全国

煤炭供给的重任仍然落地“三西”地区肩上。表 6 为国内在建煤炭产能区域统计，其中山西、内蒙古、陕西三省居于

前三位，合计建设规模占 2018 年中在建规模比例达 70%以上。 

表 6：全国主要省份核准煤炭在建产能统计（截至 2018 年 6 月底） 

排名 省份 矿井 新增规模（万吨/年） 建设规模（万吨/年） 

1 山西 293 14544 28410 

2 内蒙古 86 22960 26780 

3 陕西 177 15223 17627 

4 宁夏 26 4864 5300 

5 黑龙江 72 2544 3077 

6 新疆 10 2189 2695 

  其他 474 11684 16506 

  合计 1138 74008 100395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独特的资源与需求分布，造就了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长期格局，坐拥渤海湾三大出海口的河北，成为了“三

西”地区优质煤炭运输的重要枢纽。从需求来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对于能源、电力需求也较为旺盛，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多年来用电量水平持续保持前列，而广东、浙江、两省基本没有煤炭资源，山东、江苏

本省煤炭资源也无法满足自身需求。大秦线、朔黄线两条主要的煤炭运输铁路干线贯穿河北，根据大秦铁路及中国神

华相关披露数据来看，2018 年两条煤运铁路干线运输量有望达到 7.5 亿吨，约相当于 2018 年国内铁路煤炭发运量的

32%，如考虑石太线，以及 2018 年全线贯通的唐呼线带来的潜在增量，过境河北的铁路煤炭运输量将达到全国铁路煤

炭发运量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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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电厂多布局于铁路沿线，交通较为便利，此外沙河公司、国泰公司、邢台热电三家电厂亦靠近河北中南

部煤炭主产地。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公司发挥区位资源优势，保障煤炭供给，并合理控制煤炭采购成本。图 8 为河

北省内主要煤运通道、煤炭发运港口及公司控股在运电厂分布。 

图 8：河北省内主要煤运通道、煤炭发运港口及公司控股在运电厂分布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高德地图，浙商证券研究所 

 

公司煤炭价格随市场波动，但 2013 年之后都保持低于港口煤价的水平，煤炭成本控制能力逐步体现。近年来，公

司持续开展燃料精细化管理，加强燃料政策信息研究与市场形势预判，深化与国有大型煤企合作，积极开拓新煤源，

优化燃煤结构，加大经济煤种掺烧力度，合理控制煤炭成本。通过对比公司近年来煤炭价格与港口价格、冀北电煤价

格指数、冀南电煤价格指数的走势，我们发现，在 2012、2013 两年，公司煤炭价格与港口价格走势并不同步，且之前

虽然方向同步，但变动幅度也无法匹配。考虑 2012 年之前公司旗下电厂仅西电公司、西二公司、国泰公司三家，且控

股装机仅为 3GW，因此或无法代表行业，此外 2013 年沙河公司、任丘公司投产，新机组投产带来的地域煤炭成本差

异或同样影响当年煤炭成本变动，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公司来说 2013 年之后的煤炭价格对比或更具有参考意义。2014

年，公司完成对集团资产收购，实现了对宣化热电、邢台热电的并表，控股装机容量达到 5.68GW，较 2012 年几乎实

现翻倍，也形成了公司现有资产的规模雏形，自此之后，公司整体煤炭价格均低于同期港口价格，与冀南、冀北、电

煤价格指数相当，但表现出略强的波动性。图 9 为公司煤炭价格与港口价格及电煤价格指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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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公司煤炭价格与港口价格及电煤价格指数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所有价格均为折算成 5000K 含税价格 

 

煤炭成本控制有效，长期亏损电厂逐步成为重要利润贡献点。西电公司和西二公司均位于石家庄市平山县，二者

厂址较为接近，且总体装机规模均为 120 万千瓦级别，因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且从资产规模来看，

西电公司由于投产时间较久，总资产规模更小，净资产规模更大，理应获得较高的盈利能力。我们通过分析 2007 年以

来二者的收入和利润情况发现，由于机组总体规模体量相近，二者收入水平基本相当，但从盈利能力来看，西电公司

盈利水平较西二公司存在较大差距。但这一现象在 2013 年之后逐步改善，至 2017 年由于西电公司利用小时数较高，

其利润水平实现对西二公司的反超。我们认为，折旧方面西电公司较西二公司更具优势；人工成本方面西电公司由于

投产较早或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或许无法解释过大的盈利差距；煤耗方面，西电公司机组年代较老或许存在劣势，但

考虑国内火电机组水平已经较为成熟，差距亦不会过大。因此我们判断，西电公司盈利能力的改善更多的原因或来自

煤炭采购来源的梳理和相应的成本控制。图 10 为西电公司与西二公司 2007-2017 经营情况对比统计。 

图 10：西电公司、西二公司 2007-2017 经营情况对比统计（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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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障京津供电、民生供热重任在肩，河北火电机组有望维持高利用小时数 

2011 年以来河北省用电量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利用小时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认为决定河北火

电机组利用水平的核心因素不在于用电量增速，而在于电力缺口，因此我们惜墨于分析河北用电量增速。全国电力供

给过剩并不代表局部地区过剩，空间分布不均现象长期存在。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资

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局部地区的电力供需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从有统计的 31 个省

区的情况来看，其中有 19 个省区在 2017 年的用电需求高于发电供给，如剔除缺口占比 10%以下的省份，则共有 14

个省区需要外部提供电力供给以满足自身需求，如表 7。 

表 7：2017 年主要省区的电力缺口情况统计 

 
用电量（亿度） 发电量（亿度） 电力缺口（亿度） 缺口占比 

北京 1066.89  387.80  679.09  63.65% 

上海 1526.77  830.30  696.47  45.62% 

重庆 992.65  690.50  302.15  30.44% 

天津 805.59  609.30  196.29  24.37% 

广东 5958.97  4515.90  1443.07  24.22% 

浙江 4192.63  3259.20  933.43  22.26% 

河北 3441.74  2777.30  664.44  19.31% 

江西 1293.98  1046.60  247.38  19.12% 

青海 687.01  561.00  126.01  18.34% 

江苏 5807.89  4775.10  1032.79  17.78% 

辽宁 2135.50  1805.70  329.80  15.44% 

湖南 1581.51  1349.20  232.31  14.69% 

河南 3166.17  2703.50  462.67  14.61% 

西藏 58.19  50.20  7.99  13.73%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京津冀地区是典型电力缺口区域，仅以京津冀地区来看，电力缺口为 1540 亿度，缺口比例高达 29%，高于江浙

沪地区 23%的缺口比例，可谓是国内最缺电的地区。图 11 是国内各省 2017 年电力缺口比例统计。 

图 11：2017 年国内各省电力缺口比例统计 

 

资料来源： 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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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全域需进行冬季供暖，公司供热业务收入居于 A 股可比上市公司前列。截至 2018 年底，公司旗下机组，除

沙河公司两台机组外均是热电联产机组，有效的保障了区域内居民供热，通过横向对比来看，2014-2017 年之间公司

供热业务收入显著高于 A 股其他可比上市公司（福能股份为鸿山热电相关对比）。此外，我们认为，随着城镇化率的

逐步提升，集中供热仍然是未来行业的发展方向，公司供热业务体量及收入占比有望持续提高。图 12 为公司与 A 股

可比公司供热收入占比统计。 

图 12：公司与 A 股可比公司供热收入占比统计 

 

资料来源： 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河北水电资源不多，核电储备项目仅有海兴核电，在保障京津供电、民生供热的重任下，河北火电机组有望长期

保持较高的利用小时数。截至 2018 年底，河北水电装机约为 1.82GW，占省内总装机的 2.6%，核电储备项目仅海兴核

电，我们结合海兴核电当前项目进展，预计其大概率无法于 2020 年之前实现商运，因此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河北电

力需求满足仍需要依赖火电，河北省内机组利用小时数仍有望保持较高水平。图 13 为 2007-2018 年河北、江苏、浙江、

山东、广东沿海五省火电利用小时对比，其中我们不难发现河北火电利用小时基本都维持了较高水平，且波动较小。 

图 13：河北及其他用电大省火电利用小时对比 

 

资料来源： 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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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河北点火价差居于国内前列，为较好盈利提供基础 

河北省火电点火价差居于全国前列。根据各省最新燃煤火电标杆上网电价，以及 2018 年 11 月电煤价格指数，并

考虑当前国内燃煤火电机组度电煤耗 300g/度，我们测算出冀南、冀北地区燃煤火电点火价差分别约为 0.13 元/度和 0.14

元/度，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居于第 11 位与第 8 位，属于全国前列，其中冀南地区点火价差与江苏水平相当，冀北地区

点火价差与浙江相当。图 14 为全国主要省区点火价差统计。 

图 14：全国主要省区点火价差统计 

 

资料来源： 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最艰难时期或已逐步渡过，点火价差在冬季需求旺季结束后有望迎来进一步改善。2016 年中，随煤价上行，河北

地区点火价差逐步恶化，并在 2016 年底迎来最差时期。2017 年中上网电价调整带来点火价差的阶段性修复，但后续

随着煤价的继续上行，点火价差又开始恶化，并在 2018 年出的冬季需求旺季再度陷入低谷。2018 年中至今，随着煤

炭供给的逐步释放，煤炭价格开始逐步下行趋势，河北地区点火价差也逐步走出恶化趋势。我们认为，最艰难的时期

已经逐步渡过，煤炭供给形势不断向好，市场化电价让利持续收窄，河北地区点火价差有望实现进一步改善。图 15

为 2016 年以来冀南、冀北点火价差变动统计。 

图 15：2016 年以来冀南、冀北点火价差统计 

 

资料来源： 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作为资源中心，河北地区煤炭来源相对丰富，有助当地火电企业合理控制煤炭采购成本，在标杆上网

电价不大幅调整的情况下有助维持高的点火价差；作为负荷中心，河北火电机组承担了为京津供电及保障冬季采暖的

重任，有助其保持较高的利用水平。合理的点火价差以及较高的利用小时数是火电企业能否能力的重要考量标准，我

们认为，公司旗下所有控股机组均位于河北，有望充分受益其资源与负荷双中心的特性，保持优于全国多数地区火电

机组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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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组优异、煤价下行，公司业绩有望持续改善 

3.1. 公司装机结构优于全省平均，环保水平优异，不受行业去产能影响 

公司旗下火电机组均为 30 万千瓦以上机组，具有容量大、效率高的特点，且总体装机结构优于全省平均水平。截

至 2018 年底，公司控股总装机规模为 7.8GW，其中 600MW 级别机组合计规模为 2.52GW，300MW 级别机组合计规

模为 5.28GW。根据河北省物价局于 2017 年中公布的《关于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其统计的河北省至

2017 年中的火电装机规模约为 42.08GW，其中 600MW 级别机组规模为 12.36GW，300MW 级别机组规模为 22.98GW，

300MW 以下级别机组为 6.74GW，装机结构以 300MW 级别机组为主，且截至 2018 年底，河北省内尚无百万千瓦级

别机组商运，仅有华润曹妃甸二期两台百万千瓦级机组处于调试阶段。图 16 与 17 分别为公司火电机组装机结构和河

北省火电机组装机结构统计。 

图 16：公司控股机组装机结构统计  图 17：河北省内火电机组装机结构统计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河北物价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目前公司全部控股发电机组均实现了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脱硝、脱硫、除尘设备全部运行正常，氮氧化物、二

氧化硫、烟尘全年平均排放浓度均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2017 年，公司控股发电公司氮氧化物排放量 5417 吨，同

比减少 103 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2194 吨，同比减少 585 吨；烟尘排放量 458 吨，同比减少 826 吨。表 8 公司旗下机组

2018 年上半年排放水平统计。 

表 8：公司旗下机组 2018 年上半年排放水平统计 

电厂 主要污染物 排放浓度（mg/m3） 执行标准（mg/m3） 超标排放情况 

西电公司 

氮氧化物 39.873 50 无 

二氧化硫 11.072 35 无 

烟尘 3.352 10 无 

西二公司 

氮氧化物 39.557 50 无 

二氧化硫 11.569 35 无 

烟尘 2.906 10 无 

国泰公司 

氮氧化物 38.403 50 无 

二氧化硫 28.52 35 无 

烟尘 2.198 10 无 

沙河公司 

氮氧化物 39.178 50 无 

二氧化硫 26.503 35 无 

烟尘 1.972 10 无 

32% 

68% 

600MW 3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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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丘公司 

氮氧化物 29.835 50 无 

二氧化硫 11.84 35 无 

烟尘 3.545 10 无 

宣化热电 

氮氧化物 34.97 50 无 

二氧化硫 16.98 35 无 

烟尘 2.42 10 无 

邢台热电 

氮氧化物 25.175 50 无 

二氧化硫 18.798 35 无 

烟尘 2.6 10 无 

承德热电 

氮氧化物 25.93 50 无 

二氧化硫 16.329 35 无 

烟尘 2.566 10 无 

恒兴公司 

氮氧化物 27.2 50 无 

二氧化硫 18.5 35 无 

烟尘 1.742 10 无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根据河北省政府办公厅于 2017 三季度末公布的《河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十三五”期间要实现“关停

淘汰落后机组 400 万千瓦以上，改造提升煤电机组 1700 万千瓦以上”的目标。我们认为，火电落后产能逐步退出是行

业趋势，根据河北省 2018 年所淘汰的机组来看，共计 13 台机组 54.95 万千瓦被去产能，均为 300MW 以下级别机组，

且在环保、煤耗方面存在较大劣势，如表 9 所示。根据河北省 2018 年底发布的《关于梳理制定 2019 年煤电去产能计

划的通知》来看，2019 年河北省将继续推动火电去产能，但从去化的标准来看，主要淘汰环保水平不达标、煤耗水平

不达标、超过服役年限机组以及违法违规建设的煤电机组，公司旗下机组并不在以上标准之内，不会受到火电去产能

的影响，反而会受益去产能带来的利用水平提升。 

表 9：2018 年河北省内火电去产能机组统计 

序号 电厂名称 机组编号 装机容量（MW） 

1 
曲阳田原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1 15 

2 2 15 

3 
大唐保定华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8 125 

4 9 125 

5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马头热电分公司 8 220 

6 永年焦煤坑口电厂 3 12 

7 

冀中能源邯郸陶二矸石热电厂 

1 6 

8 2 6 

9 3 12 

10 

磁县六合工业有限公司矸石发电分公司 

1 3 

11 2 3 

12 3 6 

13 河北德瑞淀粉有限公司 1 15 

资料来源：河北省政府，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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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煤价有望持续下行，带动公司业绩反转 

我们于此前的电力行业系列报告中曾多次强调，需求预期是引导火电反转的核心因素。中电联于年初做出的用电

量增速预期，是需求预期的较好表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于 1988 年由国务院批准成立，是全国电力行业企事业单位

的联合组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法人。2015 年 12 月成立的第六届理事会中，国家电网公司为理事长单位，华能、大

唐、华电、国能投、国电投等 15 个大型电力企业集团和华北电力大学为副理事长单位。该会定期举行会员单位交流活

动，我们认为，中电联在电力行业内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其发布的年度用电量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业内部的

整体预期。 

回顾以往，需求预期变动对煤价影响显著。2011-2018 年，中电联进行了 8 年的用电量增速预判，其中仅有两年

较为精确，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对中电联专业性的否定，这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用电量增速确实存在较大的偏离

预期的可能。2011 与 2013 年，中电联预测全国用电量增速与实际增速差异在 0.5 个百分点之内，较为相符。而在 2011

年以来的其余 5 年则存在 3-4 个百分点的差异。其中 3 年预期用电量增速高于实际增速，另外 2 年预期用电量增速低

于实际增速。在预期增速高于实际增速的年份，全国动力煤均价均下行，而预期增速低于实际增速时，煤价上行，如

表 10。2019 年 2 月末，中电联公布对于全年用电量增速预期为 5.5%，如实际增速低于此预期，动力煤价格或有下行

压力。 

表 10：需求预期错配对煤价影响 

 
中电联 E 实际增速 Q5500 动力煤均价涨幅 

2011 12% 11.70% 9.7% 

2012 9.50% 5.50% -14.4% 

2013 7.50% 7.50% -16.0% 

2014 7% 3.80% -12.2% 

2015 4.50% 0.50% -20.5% 

2016 1.50% 5.00% 15.5% 

2017 3% 6.60% 34.4% 

2018 5.50% 8.50% 1.41% 

2019 5.50% 
  

资料来源：中电联、秦皇岛煤炭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从 2018 年的用电量增速和煤价涨幅来看，以上规律仍然奏效。此外，我们曾于此前报告对比政府工作报告、中电

联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中煤协改革发展年度报告中相关内容表述变化，判断 2018 年煤炭优质产能将加速

释放，进而助推煤价回归合理区间。相关表述对比如表 11 所示。 

表 11：2017 与 2018 年煤电行业主流认知与工作目标计划对比 

内容来源 2017 年度相关表述 2018 年度相关表述 

政府工作报告 

退出煤炭产能 1.5 亿吨以上； 

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 5000 万千瓦以上，以

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提高煤电行业效率，

优化能源结构，为清洁能源发展腾空间； 

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坚决淘汰不达标的

落后产能，严控过剩行业新上产能。 

坚持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等

法规标准，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今年再压减钢

铁产能 3000 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 1.5 亿吨左右，淘汰

关停不达标的 30 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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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联全国电

力供需形势分

析预测报告 

展望 2017 年，预计电力消费需求增长将比 2016

年有所放缓；预计 2017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

增长 3%左右； 

电煤价格继续高位运行，部分省份电力用户直接交

易降价幅度较大且交易规模继续扩大，发电成本难

以及时有效向外疏导，煤电企业效益将进一步被压

缩，企业生产经营继续面临严峻困难与挑战； 

建议完善煤电联动机制，重新调整联动周期、价格

计算机制等关键环节，以合理疏导煤电企业成本。 

预计 2018 年电力消费仍将延续 2017 年的平稳较快增长水

平；预计 2018 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5.5%左右； 

电煤价格持续高位，全年绝大多数时间处于“红色区间”运

行，致煤电企业发电成本大幅增加，出现大面积亏损局面； 

建议全面梳理全国煤炭有效产能、产量，根据煤炭市场实

际情况，认真协调煤炭去产能和保供应的关系，坚持电煤

市场化方向，鼓励符合安全、高效、环保的先进煤企释放

产能，加快审批投产一批合规项目，增强保障能力，保障

电煤市场的供需平衡和稳定供应；继续优化进口煤政策；。 

中煤协改革发

展年度报告 

2017 年，煤炭需求下降、产能过剩的矛盾仍将十

分突出； 

必须看到当前煤炭需求基本面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煤炭经济平稳运行尚缺乏坚实基础； 

化解煤炭产能过剩，促进煤炭供需平衡依然是今后

几年的重点任务。 

宏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将进一步拉动能源需求； 

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将继续下降，但受我国能源资源

禀赋的约束，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需求总量依然较

大； 

淘汰落后、提升优质产能的任务依然较重。 

资料来源：新华社、中电联、中国煤炭新闻网、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浙商证券研究所 

 

能源局于 2018 年 10 月公告国内煤炭最新产能情况，在总量规模、产能结构两方面均取得积极变化，需求预期回

升对煤炭产能、产量传导有效。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全国核准煤炭产能达到 34.91 亿吨，较 2017 年底新增 1.55 亿吨，

如图 18 所示，煤炭产能下行趋势得到反转。根据目前国内煤炭优质产能在建规模，我们预计国内煤炭产能规模有望于

2018 年底达到 35.7 亿吨，此外考虑 2018 年中虽然煤炭产能规模增加较多，但在建规模基本没有减少，所以这意味着，

新增在建规模有持续补充，2019 年煤炭产能仍有望保持持续释放节奏，全年产量或有望达到 36 亿吨及以上，全年增

速或在 3%-4%之间。 

图 18：2017H1-2018H1 国内煤炭产能变动统计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2018 年下半年，随着整体需求的回归正常以及煤炭优质产能的加速释放，动力煤整体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反转。

2018 年 10 月中，环渤海 5500K 动力末煤达到阶段性高点，后续受整体供需形势变化开始下行，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达到 572 元/吨的阶段性底部。近期受供给因素影响，动力煤价格有所反弹，截至 2018 年 3 月 8 日 Q5500 动力煤

价格达到 638 元/吨左右，但较去年 10 月高点仍下滑近 40 元/吨，如图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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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013-2019 国内煤价变动统计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基于此前年度策略报告，我们认为 2019 年全年火电发电需求来看其增速有望控制在 3%以内，考虑国内动力煤产

量或有望维持 3%左右的增速，煤炭供需形势继续缓和，供需缺口或将消除，煤炭价格仍有望保持回落趋势。表 12 为

近年来动力煤整体供需测算平衡表。 

表 12：2015-2020 国内动力煤供需测算平衡统计与预测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用电量（亿度） 5.55 5.9198 6.3077 6.84  7.11  7.45  

火电发电量（亿度） 4.21 4.4 4.61 4.91  5.01  5.16  

用电量增速% 0.52% 6.66% 6.55% 8.40% 4.00% 4.80% 

火电发电量增速% -2.80% 2.60% 4.60% 6.53% 2.11% 2.81% 

推测度电煤耗（g/度） 445.72 434.36 408 398 389 380 

电力行业需求（亿吨） 18.76 19.11 18.81 19.55  19.51  19.59  

其他行业需求（亿吨） 12.54 11.98 12.62 12.20  12.69  13.10  

动力煤出口（亿吨） 0.0435 0.0758 0.06 0.05 0.05 0.05 

动力煤总需求（亿吨） 31.3 31.09 31.43 31.75  32.25  32.74  

需求增速% 2.02% -0.68% 1.10% 1.02% 1.57% 1.53% 

动力煤产量（亿吨） 30.27 27.54 28.74 30.03  30.93  31.40  

产量增速% 9.34% -9.01% 4.34% 4.50% 3.00% 1.50% 

动力煤进口量（亿吨） 1.08 1.24 1.19 1.3 1.4 1.4 

动力煤总供给（亿吨） 31.35 28.78 29.93 31.33  32.33  32.80  

动力煤供需缺口（亿吨） -0.05 2.3 1.5 0.42  -0.09  -0.06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公司业绩对煤价极具弹性，2019 年煤价下行将显著改善公司业绩。我们基于公司 2018 年预期净利润水平开展敏

感性分析，环渤海 Q5500 动力煤均价下行 10 元/吨对公司净利润带来的改善大致在 0.66 亿元，对应的敏感性系数高达

10.46，如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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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公司业绩对煤价敏感性分析 

 
煤价变动比例 净利润变动（亿元） 净利润变动比例 弹性系数 

40 6.27% -2.62 -65.50% 

-10.46 
20 3.13% -1.31 -32.75% 

-20 -3.13% 1.31 32.75% 

-40 -6.27% 2.62 65.5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我们系统性的梳理了国内主要火电公司燃煤火电权益装机情况，并据此测算其 2018 年业绩相对煤价的弹性，最终

我们发现公司弹性最大，如表 14 所示，一旦煤价下行趋势确立，公司弹性价值有望凸显。 

表 14：主要火电企业盈利预测及煤价弹性预测 

公司名称 
煤电权益装机

（GW） 

利用小时数

2018E 

供电煤耗

2018E(g/度) 
净利润2018（亿元） 

煤价下降 10 元/吨对净

利润影响（亿元） 
业绩增厚幅度 

浙能电力 27.5 4700 293 47.24 3.22 7.53% 

华能国际 63.3 4800 307 29.54 8.70 29.45% 

国电电力 25.2 4500 302 33.45 1.80 5.38% 

大唐发电 24.4 4400 299 27.03 2.17 8.03% 

华电国际 32.2 4400 301 19.05 3.26 17.1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预测数据或与真实情况或存在一定偏差，具体情况仍需以公司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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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盈利预测及估值 

4.1. 收入与成本预测 

我们对于公司未来近 3 年各项主营业务的收入与成本做了预测，见于表 15，核心假设如下： 

1、河北用电量维持平稳增长，复合增速在 3%-4.5%之间。 

2、河北火电去产能政策按计划执行，相关落后机组顺利淘汰，省内无水电、核电新增装机，火电装机增速低于用

电量增速；公司机组结构调整顺应国家趋势，存量机组分享结构调整带来的转移电量，利用小时数维持稳步改善。 

3、燃煤价格逐步回归合理区间，2019 年有望回落至 570 元/吨的合理水平，2020 与 2021 年仍将保持回落态势。 

4、供热业务维持稳定增长，价格与成本随煤价波动进行相应动态调整。 

表 15：2017~2020 年公司分项业务收入与毛利率统计及预测 

业务种类 预测指标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电力销售 

营业收入（百万元） 9297.86  12124.84  12374.77  13154.40  

增长率（%）   30.40% 2.06% 6.30% 

毛利率（%） 15.98% 17.88% 23.77% 25.98% 

供热 

营业收入（百万元） 798.92  1032.40  1179.88  1333.87  

增长率（%）   29.22% 14.29% 13.05% 

毛利率（%） -4.52% -7.64% 3.38% 5.16% 

居民供热 

营业收入（百万元） 129.52  202.50  236.72  286.94  

增长率（%）   56.35% 16.90% 21.21% 

毛利率（%） 22.79% 21.60% 20.54% 23.33% 

商贸零售 

营业收入（百万元） 111.18  155.65  155.65  155.65  

增长率（%）   40.00% 0.00% 0.00% 

毛利率（%） 0.25% 0.25% 0.25% 0.25% 

餐饮住宿 

营业收入（百万元） 127.94  147.13  147.13  147.13  

增长率（%）   15.00% 0.00% 0.00% 

毛利率（%） 63.62% 63.62% 63.62% 63.62% 

其他 

营业收入（百万元） 72.26 72.26 72.26 72.26 

增长率（%）   0.00% 0.00% 0.00% 

毛利率（%） 80.04% 80.04% 80.04% 80.04% 

总收入 
营业收入（百万元） 10537.68  13734.78  14173.65  15165.42  

毛利率（%） 15.36% 16.64% 22.49% 24.5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4.2. 投资建议与估值 

截至 2019 年 3 月 8 日收盘，公司股价为 6.44 元/股，我们预计公司在 2018~2020 年将实现 3.92 亿元、8.92 亿元、

12.59 亿元净利润，对应当前股本下 EPS 为 0.22 元、0.5 元、0.7 元，对应 29.4 倍、12.9 倍、9.2 倍 P/E。考虑公司是 A

股市场主流火电运营商之一，我们选取华电国际、华能国际、国电电力、大唐发电、浙能电力、皖能电力等 6 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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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公司进行比较，如表 16 为六家公司未来三年业绩与估值情况，其中建投能源、华电国际、浙能电力数据为我们

预测，其他公司经营数据来源于 Wind 一致性预期。 

通过对比，公司 2017-2019 年 PE 水平均低于可比公司 23.4、15.0、12.1 的平均水平，相对较低；公司目前 PB 水

平为 1.07，与可比公司平均水平相当，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综合考虑公司目前资产优质情况，给予公司“增持”评

级。 

表 16：公司与可比公司估值与收入对比（2019 年 3 月 8 日数据）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价 市值（亿） 
净利润（亿元） PE PB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000600.SZ 建投能源 6.44 115.38 1.63 3.92 8.92 12.59 70.79 29.43 12.94 9.16 1.07 

600011.SH 华能国际 6.96 1092.59 17.93 28.27 57.73 81.76 60.94 38.65 18.93 13.36 1.47 

600795.SH 国电电力 2.68 526.63 22.23 33.46 42.26 48.11 23.69 15.74 12.46 10.95 1.06 

601991.SH 大唐发电 3.38 625.53 17.12 27.03 34.27 40.18 36.54 23.14 18.25 15.57 1.32 

600023.SH 浙能电力 4.76 647.39 43.34 49.89 63.63 74.10 14.94 12.98 10.17 8.74 1.05 

000543.SZ 皖能电力 5.44 97.40 1.32 3.46 5.94 7.71 73.79 28.11 16.39 12.63 1.02 

600027.SH  华电国际 4.60 453.70 4.30 20.53 32.35 40.72 105.51 22.10 14.02 11.14 1.05 

平均                 23.45 15.04 12.07 1.16 

资料来源：i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预测 

 

图 20：建投能源历史 PBband 统计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或快速回落；煤炭价格下降程度或不达预期；火电去产能推进力度或不达预期。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收盘价 

2.4X 

1.9X 

1.5X 

1.1X 

0.7X 



 
 
 

 
[table_page] 建投能源(000600)深度报告 

 

http://research.stocke.com.cn 23/2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表附录：三大报表预测值 
[table_money]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单位：百万元 2017 2018E 2019E 2020E 单位：百万元 2017 2018E 2019E 2020E 

流动资产 5706.74  5653.62  6175.52  6724.35  营业收入 10537.68  13734.78  14173.65  15165.42  

  现金 1738.86  1511.58  1690.38  2137.76  营业成本 8919.23  11449.89  10985.76  11448.89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0.00  0.00  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94.44  144.22  145.99  148.62  

  应收账项 2168.49  1984.89  2301.20  2417.21  营业费用 55.65  54.94  53.86  53.08  

  其它应收款 64.55  49.25  60.32  70.61  管理费用 657.89  836.16  873.88  929.14  

  预付账款 570.56  911.54  780.40  819.05  财务费用 465.35  615.84  729.81  754.54  

  存货 383.39  612.33  632.27  587.78  资产减值损失 52.33  44.91  58.36  56.02  

  其他 780.89  584.03  710.94  691.95  其他经营收益* 26.59  28.56  30.24  32.21  

非流动资产 25458.01  26100.36  26483.12  26918.20  投资净收益 112.38  130.35  250.35  340.34  

  金额资产类 910.55  861.46  895.23  889.08  营业利润 431.77  747.74  1606.56  2147.68  

  长期投资 4095.68  4372.23  4277.65  4248.52  营业外收入 7.15  18.55  19.33  18.37  

  固定资产 18528.57  19317.86  20045.33  20551.70  营业外支出 8.53  6.66  6.76  7.02  

  无形资产 814.21  862.69  906.05  975.69  利润总额 430.39  759.63  1619.13  2159.03  

  在建工程 948.09  518.47  174.77  59.82  所得税 118.08  182.31  380.50  458.36  

  其他 160.92  167.65  184.07  193.39  净利润 312.31  577.32  1238.63  1700.67  

资产总计 31164.76  31753.98  32658.63  33642.55  少数股东损益 143.92  184.74  346.82  442.17  

流动负债 10111.01  10901.37  11057.81  10644.47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68.39  392.58  891.82  1258.50  

  短期借款 4311.00  4210.87  4120.30  3506.76  EBITDA 2282.87  2611.40  3706.79  4390.68  

  应付款项 2267.27  3373.46  3257.73  3355.40  EPS（最新摊薄） 0.09  0.22  0.50  0.70  

  预收账款 460.27  521.73  563.31  613.74       

  其他 3072.48  2795.30  3116.47  3168.57  主要财务比率     

非流动负债 8059.71  7836.67  7818.04  7904.81   2017 2018E 2019E 2020E 

  长期借款 6581.16  6581.16  6581.16  6581.16  成长能力     

  其他 1478.56  1255.51  1236.89  1323.65  营业收入增长率 12.26% 30.34% 3.20% 7.00% 

负债合计 18170.73  18738.03  18875.85  18549.27  营业利润增长率 -82.35% 73.18% 114.86% 33.68% 

 少数股东权益 2320.61  2505.35  2852.17  3294.35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

长率 

-88.41% 133.14% 127.17% 41.12%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10673.42  10510.59  10930.61  11798.93  获利能力     

负债和股东权益 31164.76  31753.98  32658.63  33642.55  毛利率 15.36% 16.64% 22.49% 24.51% 

     净利率 2.96% 4.20% 8.74% 11.21% 

现金流量表     ROE 1.54% 3.71% 8.32% 11.07% 

单位：百万元 2017 2018E 2019E 2020E ROIC 3.00% 4.58% 7.67% 9.67% 

经营活动现金流 1257.74  3319.96  2794.35  3720.72  偿债能力     

  净利润 312.31  577.32  1238.63  1700.67  资产负债率 58.31% 59.01% 57.80% 55.14% 

  折旧摊销 1297.42  1238.67  1359.92  1479.73  净负债比率 69.98% 64.30% 64.86% 62.69% 

  财务费用 465.35  615.84  729.81  754.54  流动比率 0.56  0.52  0.56  0.63  

  投资损失 -112.38  -130.35  -250.35  -340.34  速动比率 0.53  0.46  0.50  0.58  

营运资金变动 -1127.91  1226.70  -288.67  54.11  营运能力     

  其它 422.95  -208.21  5.01  72.01  总资产周转率 0.35  0.44  0.44  0.46  

投资活动现金流 -1567.80  -1686.14  -1542.06  -1565.87  应收账款周转率 7.42  8.17  8.15  7.82  

  资本支出 -1169.59  -1591.17  -1739.18  -1866.29  应付账款周转率 4.16  4.14  3.38  3.53  

  长期投资 272.51  -227.47  60.81  35.28  每股指标（元）     

  其他 -670.72  132.50  136.32  265.13  每股收益(最新摊薄) 0.09  0.22  0.50  0.70  

筹资活动现金流 227.51  -1861.10  -1073.51  -1707.46  每股经营现金流(最新

摊薄) 

0.70  1.85  1.56  2.08  

  短期借款 1332.35  -100.13  -90.57  -613.54  每股净资产(最新摊薄) 5.96  5.87  6.10  6.59  

  长期借款 361.52  0.00  0.00  0.00  估值比率     

  其他 -1466.37  -1760.98  -982.94  -1093.92  P/E 68.52  29.39  12.94  9.17  

现金净增加额 -82.55  -227.28  178.79  447.38  P/B 1.08  1.10  1.06  0.98  

     EV/EBITDA 12.07  9.49  6.79  5.61  

          

资料来源：港澳资讯、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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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20％以上；   

2、增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10％～＋20％；   

3、中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   

4、减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   

3、看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

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

者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

公司” ）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

司没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

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

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

资产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

险。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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