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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改善迎来业绩拐点 中长期持续受益行业

议价能力提升 
 
公司基本情况(人民币)  

项目 2014 2015 2016E 2017E 2018E 

摊薄每股收益(元) 0.201 0.028 0.059 0.077 0.110 

每股净资产(元) 2.88 3.22 3.27 3.33 3.43 

每股经营性现金流(元) 3.11 -0.51 0.90 1.06 1.02 

市盈率(倍) 43.24 313.27 132.25 101.58 71.43 

行业优化市盈率(倍) 37.84 65.49 59.67 59.67 59.67 

净利润增长率(%) 275.50% -82.47% 113.03% 30.19% 42.21% 

净资产收益率(%) 6.99% 0.87% 1.82% 2.32% 3.20% 

总股本(百万股) 479.70 607.06 607.06 607.06 607.06 
 

来源：公司年报、国金证券研究所 

 
投资逻辑 

 公司是国内炭黑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拥有各类炭黑产品合计 106 万吨，产

业布局覆盖全国八个省市。公司同时拥有 100 万余吨的煤焦油深加工产能，

同时在青岛开设研发中心积极开拓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公司拥有强大的上游

原材料资源以及下游客户群，在国内以及全球市场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 

 炭黑行业景气度有望改善。我们维持 2016 年 8 月 16 日发布的炭黑行业深度

报告中关于炭黑行业的基本观点。炭黑行业目前已经走出最差的时刻，随着

国内外原料油价差的持续恢复，以及行业集中度的持续提升，行业短中长期

都具有较强的投资价值。 

 行业短期迎来业绩拐点。目前国内外炭黑原料油比价关系已逐步见底恢复：

国内煤焦油产能过剩仍较为严重，价格大幅上涨概率不大；海外原油价格已

经企稳未来有望逐步回升。国内炭黑-煤焦油价差有望进一步修复，行业迎来

业绩拐点。 

 行业中长期基本面有持续改善的空间。我们认为未来炭黑行业将沿着三条路

径继续发展：第一是行业集中度的持续提升所带来的议价能力的提升；第二

是特种炭黑产品的进口替代空间仍较大；第三是全球环保约束持续趋严有望

进一步优化行业结构。 

 公司三季度业绩受益于行业价差修复迎来拐点。黑猫股份于 8 月 19 日发布

半年报并公布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司 1-9 月份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预

计为 1670.9 万元，考虑到今年上半年归属上市股东净利润为-5711 万元，公

司三季度业绩迎来拐点得到验证。我们认为公司未来单季度利润将维持环比

改善的趋势，短中长期充分受益于炭黑行业的景气度提升。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公司在短中长期都将充分受益于炭黑行业的景气度改善，并具有极

高的业绩弹性。假设公司全年开工率维持在 90%左右的水平，炭黑-煤焦油

价差每扩大 100 元，公司 EPS 增厚 0.13 元。我们预计 16-18 年公司摊薄每

股收益为 0.059、0.077、0.11 元。对公司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 

 全球原油价格大幅下跌   国内炼焦行业去产能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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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国内炭黑行业绝对的龙头企业 

 江西黑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猫股份）是国内炭黑行业绝对的龙头
企业。公司拥有各类炭黑产品合计 106 万吨，产能布局全国八个省市。公
司同时拥有 100 万余吨的煤焦油深加工产能，同时在青岛开设研发中心积
极开拓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公司拥有强大的上游原材料资源以及下游客户
群，在国内以及全球市场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 

 我们认为公司在当前这个时点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短期来看，由于国内
外炭黑原料油价差的恢复，国内炭黑恢复竞争优势，公司产品价差逐步扩
大，盈利迎来拐点；中长期来看，由于炭黑行业集中度的持续提升，去产
能进程逐步推进，行业龙头市占率、议价能力大概率将提高，从而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是国内炭黑领域绝对的龙头企业，拥有极强的上游原材料资源以及产
品研发等能力，拥有全球极为广泛的客户源，在国内以及国际市场上具有
极强的竞争优势。 

炭黑产能国内第一   盈利能力稳定 

 公司前身为 2001 年由景德镇市焦化煤气总厂为主发起人设立的江西黑猫
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年开工率维持高位，产销率良好。截止最新的中
期报告内容，公司产能为 106 万吨/年。2016 年上半年公司累计生产炭黑
50.9 万吨，销售 50.5 万吨，实现开工率 95%，产销率 99.25%。 

图表 1：公司股权架构图 

 

来源：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公司炭黑产品毛利率维持平稳，煤焦油深加工业务平稳推进。虽然炭黑属
于强周期性行业，其盈利主要由炭黑-煤焦油价差所决定，但公司由于规模
及技术优势等因素，毛利率维持稳定。公司煤焦油深加工业务平稳推进，
15 年以来受到下游需求低迷影响，收入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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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炭黑产品毛利率仍维持行业内较高水平  图表 3：焦油精制业务收入有所下滑但毛利率稳步提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公司产能实现全国布局  行业市占率持续提升  

 公司产能扩张始于 2002 年，经过 13 年的布局，目前产能遍布八个省份。
同时，青岛黑猫积极开展新产品研发与工艺改善工作，努力提高产品生产
的经济效益。内蒙古乌海黑猫的煤焦油深加工进行上游一体化。公司全产
业链布局的战略极为清晰。 

图表 4：公司产业布局发展历程 

时间点 企业发展路径 

2001年 7月 
景焦集团进行产业整合，组建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产能 4万吨 

2002年 12月 黑猫股份立足陕西韩城，韩城黑猫投产，产能 12万吨 

2005年 5月 
黑猫股份挺进东北，在矿产资源丰富的辽宁朝阳成立朝阳黑

猫，产能 6万吨 

2008年 4月 
黑猫股份转战内蒙古，在新兴工业城市乌海成立乌海黑猫，

产能 16万吨 

2010年 4月 
黑猫股份北上文化历史名城河北邯郸，邯郸黑猫投产，产能

16万吨 

2011年 4月 
黑猫股份将目光投向中国最重要的能源、重工业基地——山

西太原，成立太原黑猫，产能 7万吨 

2011年 6月 
黑猫股份布局华北，在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河北唐山成立唐

山黑猫，产能 20万吨 

2014年 
黑猫股份移师华东，在山东济宁建设了第八个生产基地，产

能 20万吨 

2013年 4月 
黑猫股份为引领行业发展，携手青岛科技大学共同组建青岛

黑猫，深入开展炭黑生产技术与相关应用研究。 

2013年 10月 
乌海黑猫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共同出资组建内蒙古煤焦化工

新材料研究院，黑猫股份产业链得以向上游延伸 
 

来源：公司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公司目前基本实现全国的产能布局战略。公司的产业布局策略是选取原材
料价格较为低廉的焦化工业发达的省份，利用其优质的原材料资源进行产
业布局。随着产能的持续扩张，公司逐步成为全国最大、规划范围最广的
炭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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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公司目前炭黑产能位列全国第一  图表 6：公司产能布局围绕焦炭生产的大省布局 

 

  

 
来源：公开资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焦化工业大省的焦炭产量） 

 公司在国内炭黑的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公司在 2001 年只占全国总产能
的 6%，到 2015 年已超过 15%。若考虑公司连续多年 90%以上的开工率，
以及国内持续放缓的炭黑产量，公司市占率已超过 20%。 

图表 7：公司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 

 
来源：《橡胶工业年鉴》、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公司下游客户群稳定  提供极强竞争优势 

 公司下游拥有丰富的客户群体，产品出口比重维持稳定。公司凭借稳定的
产品质量和配套服务能力，成为众多一流跨国轮胎企业在中国大陆为数不
多的全球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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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公司海外收入占比维持稳定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世界前十大轮胎生产企业均为公司的销售客户，包括普利司通、米其林、
固特异、住友、横滨、韩泰、锦湖等。近年来公司也是加大海外市场的开
拓力度，优质的客户和覆盖全球的营销网络为公司提供了较宽的护城河。 

图表 9：公司下游主要客户 

 
来源：公司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并购切入环保领域，盈利增长可期 

 公司 2015 年 10 月以自有资金 3500 万元增资认购控股股东景焦集团控股
的江西永源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源节能”）2,059 万
股股权，占总股权的 52.74%。公司借此成功切入节能环保和合同能源管理
行业，尝试公司业务结构的多元化和炭黑业务的环保技术升级，为公司贡
献新的盈利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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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永源节能 2014-2015 年总资产  图表 11：永源节能 2014-2015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来源：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永源节能具有一定全国知名度。永源节能成立于 2010 年，2011 年被国家
发改委和财政部公告确认为第二批国家备案的节能服务公司，永源节能是
是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中华环保协会、会员单位。2012-2015
年连续四年登上全国节能服务公司百强榜，并荣膺全国节能先进典型。 

 公司技术深厚。公司拥有一批兼具行业工艺经验和节能减排专业知识的复
合型人才队伍，多年类的工程项目实践不断提高了技术团队的实力。同时
公司积极开展技术外联，与包括中科院自动化所、北京化工大学、景德镇
陶瓷学院、华东交通大学等科研院校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公司在科
技创新方面取得多项专利技术，节能项目荣获科技部创新基金无偿资助。 

图表 12：永源节能部分荣誉 

 
来源：公司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丰富的环保解决方案项目经验。江西永源为工业企业提供在“节能减排、
资源优化”方面的整体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提供包括工业余热余压回收
利用、烟气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工业废水废气处理、热工设备能耗诊断
改造、节能诊断与技术咨询等集成解决方案、技术服务和相关自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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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永源节能部分主营业务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4：永源节能已经实施和正在开展的项目 

业务大类 具体项目 

焦炉烟道废气回收利用工程 

景德镇开门子陶瓷化工有限公司两套 

新昌南炼焦化工有限公司两套 

四川煤焦化集团一套 

河南中鸿煤化有限公司一套（目前单套产能最大项目） 

萍乡弘源煤化有限公司一套 

唐山汇丰炼焦制气有限公司两套 

许昌亮源焦化有限公司一套 

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一套 

焦化废水脱色处理项目 
新昌南炼焦化工有限公司 210万吨规模已完成并投用。并获得国家环保专

项奖励资金 

太阳能板应用项目 景德镇市山水瑞园 20万平方设计方案 

水源、地源热泵应用项目 景德镇市开门子大酒店、开门子房地产公司设计方案 

LED 节能灯应用项目 金鼎商贸大厦 12万平方已完成 

清洁发展机制（简称 CDM）项目 
景德镇市开门子陶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干熄焦余热发电项目及辽宁朝

阳炭黑尾气发电项目和河北邯郸炭黑尾气项目均申报 CDM项目。 

国家焦化行业能源管理中心示范项目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能源管理中心、江西黑猫炭黑有限公司能管中心项

目 

国家焦化行业节水示范项目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节水技改示范项目 

生产型企业科研经费抵税项目 完成开门子肥业集团的科研经费抵免企业所得税工作 

中国自愿减排项目 CCER 邯郸黑猫炭黑有限公司、唐山黑猫炭黑有限公司炭黑尾气发电 CCER项目 
 

来源：公司官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公司作为目前做内最大的炭黑生产企业，在全国产业布局战略基
本完成的大背景下，将进一步发挥公司的规模优势与产业集群优势，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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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景气度回升时将享有极大的业绩弹性。同时，随着公司新领域业务的
稳步推进，有望在今后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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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产业有望迎来行业拐点 

 我们维持 2016 年 8 月 16 日发布的炭黑行业深度报告中关于炭黑行业的基
本观点。炭黑行业目前已经走出最差的时刻，随着国内外原料油价差的持
续恢复，以及行业集中度的持续提升，行业短中长期都具有较强的投资价
值。下面我们将从原料油比价关系以及行业集中度这两方面对行业给予预
判与分析。 

全球炭黑原料油具有两套体系的独立的供需体系 

 我们认为全球炭黑原料油的差异化导致中国与海外炭黑行业的异同。美国
在二战后逐步用油炉法取代槽法的过程中，原料油多采用其本国生产的
FCC（流化催化裂化）澄清油，并大量出口海外；中国在 21 世纪后承接全
球炭黑第二轮转移的过程中，原料油仍以煤焦油为基础的各类衍生原料油
为主（包括蒽油、炭黑油等）。两套原料油的供需格局决定了炭黑成本的定
价体系。 

图表 15：石油与煤炭两条路线作为炭黑原料油简图 

 
来源：CNKI，国金证券研究所 

 一般从生产工艺的角度来说，炭黑原料油通常应具有以下性质：BMCI（衡
量油品芳烃含量的指标）>120；水分低于 0.5%；灰分低于 0.05%；硫含
量低于 0.5%；碱金属含量较低，杂质、沥青质和胶质含量要低。 

 中美炼油体系与油品结构的差异直接导致炭黑原料油的差异。由于美国的
炼油厂建造较早，炼厂复杂度要较国内更高；同时由于美国对于汽油的需
求显著高于其他油品，直接导致其 FCC 深度显著高于国内。除此之外，由
于美国天然气资源发达，导致美国国内燃料油的需求并不高，炼厂通常不
会将 FCC 澄清油作为重油稀释油混入燃料油中，而作为炭黑原料油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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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美国炼油产业催化裂化深度显著高于中国 

 
来源：OGJ，国金证券研究所（用催化裂化能力与一次炼油能力相比） 

 同时由于油品结构的关系，美国 FCC 澄清油的参数完全复合炭黑原料油的
基本需求。相比之下，中国的 FCC 澄清油由于油品组分与炼油工艺的不同，
BMCI 值小于 120，且价格基本与燃料油相等高于煤焦油与蒽油，所以更多
的是混入重油中作为燃料油烧掉，而不是作为炭黑原料油使用。 

图表 17：全球主要炭黑生产国原料油构成 

 
来源：《2013 年亚太炭黑会议论文集》，国金证券研究所 

 中国的原料油目前以煤焦油为主、蒽油为辅；其他主要炭黑生产国的原料
油构成来看，美国澄清油的出口对其至关重要。其中，印度作为目前的全
球的炭黑生产大国，有超过 60%的原料油比重是美国的澄清油，亚洲其他
国家（台湾、马来西亚、印尼等）原料油的对外依存度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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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国内炭黑原料油结构演化进程 

 

来源：CNKI，橡胶工业年鉴，国金证券研究所 

 国内炭黑生产早期多采用蒽油、乙烯焦油路线，之后煤焦油比重逐步提升。
因为国内早期的粗煤焦油沥青质和胶质较多，后期随着煤焦油生产工艺的
持续改进，国内煤焦油的质量随之提升，其用于生产炭黑的障碍逐渐消除。
目前国内炭黑生产中，乙烯焦油的使用比重持续降低，炭黑混合油的比重
逐年提升，或将成为未来国内炭黑生产的新趋势。 

图表 19：全球炭黑原料油结构发生较大改变 

 
来源：Notch，CNKI，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炭黑产业的崛起也带动了全球原料油结构的改变。
2000 年前，全球炭黑原料油中煤焦油的比重较低；截止 2012 年，其比重
已经显著高于澄清油的使用比重。乙烯焦油比重下降较为显著，这其中也
有北美乙烯轻质化之后带来的乙烯焦油供应量减少的影响。 

 同时，由于国内炭黑原料油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中国企业也通过出口挤
占美国的炭黑原料油市场。尤其在亚洲地区美国炭黑原料油市场份额下滑
显著，国内炭黑原料油出口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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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美国炭黑原料油出口呈现下滑趋势  图表 21：国内炭黑原料油抢占之前美国的亚洲市场 

 

  

 
来源：CTC  international，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CTC  international，国金证券研究所 

 两类原料油遵循着各自的供需关系所决定的定价体系。海外炭黑原料油由
于是北美的 FCC 澄清油主导，其价格波动与原油价格直接相关；中国炭黑
原料油是国内炼焦副产的煤焦油主导，其价格则由煤焦油上下游产业链供
求关系所决定。下面我们将分开介绍这两套原料油的定价体系。 

FCC 澄清油与原油价格直接相关 

 由于北美的 FCC 澄清油几乎都用于生产炭黑，所以可以看出北美炭黑产量
与油价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油价的涨落直接决定了行业的产量与
盈利水平。 

图表 22：美国炭黑产量与原油价格具有一定程度的负相关 

 

来源：Notch，EIA，国金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当油价大幅上涨的时候，国内煤焦油路线炭黑会具有一定的成本
优势；反之，当油价处于低位运行时，海外炭黑具有一定成本优势，并会
挤占中国的海外市场份额。以 2015 年为例，由于油价全年处于低位，国
内炭黑出口受到一定冲击，主要的几个出口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出口
量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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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中国炭黑主要以出口东南亚国家为主  图表 24： 2015 年东南亚出口国下滑显著 

 

  

 
来源：Wind，百川资讯，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百川资讯，国金证券研究所 

 由于 FCC 澄清油多与重油稀释做燃料油，其价格可以大概使用燃料油价格
进行估计。我们认为若北美炼油及成品油市场基本面不出现显著改变的情
况下，FCC 油的基本面基本上是跟踪原油价格进行波动的。这也为我们于
国内炭黑原料油进行比价关系提供了可能。 

图表 25：2006 年后三次价差显著收窄时期对应国内炭黑出口放缓或下降  

 
来源：百川资讯，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我们选取新加坡高硫燃料油以及国内山西地区的煤焦油做出比价关系发现，
2006 年后出现过三轮燃料油-煤焦油价差大幅收窄甚至为负的阶段。对应
之前的国内炭黑出口数据来看，这三年国内炭黑的出口增速分别为-0.9%、
-10.9%以及-12.9%，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滑或放缓。这也从侧验证了我
们之前对于 FCC 澄清油价格如何影响国内炭黑市场的判断。 

  煤焦油基本面由全产业链供需关系所决定 

 国内煤焦油市场的基本面决定了炭黑原料油的价格。煤焦油是煤炭在干馏
和气化过程中获得的液体产品，一般根据热解温度不同分为高温、中温、
中低温以及低温煤焦油等四类。煤焦油的组成和物理性质根据煤炭来源及
热解温度不同，组成会有较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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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按照干馏温度对煤焦油种类进行划分 

产品名称 干馏温度 理化特性 主要用途 

高温煤焦油 1000°C 

黑色粘稠液体 

相对密度大于

1.2 

闪 点 为 96-

105°C 

主要用于生产轻油、酚

油、萘油以及改性沥青

等，再经深加工制取苯、

酚、萘、蒽、沥青等化工

原料 

中温煤焦油 700-900°C 

黑色或紫红色粘

稠液体 

密度 1.02-1.05 

酚类化合物含量更高，以

粗酚为原料通过精馏方法

可以得到工业苯酚、甲酚

和二甲酚等。 

中低温煤焦油 600-800°C 

密度低于 1 

石蜡含量高、芳

构化和缩合程度

低 

多用于下游深加工 

低温煤焦油 450-650°C 

暗褐色液体 

密度小于 1 

粘度大有特殊气

味 

与高温煤焦油的性质差别

较大，绝大部分直接用于

液体燃料（汽柴油、燃料

油等）的生产原料，也是

酚类化合物的主要生产来

源 
 

来源：《煤焦油深加工技术》，国金证券研究所 

 煤焦油是全球化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许多重要有机物的提取都要源于煤
焦油。下游产业链繁杂，需求端的涨落难以把握是分析煤焦油产业链的难
点，找出行业的主要矛盾是预判煤焦油产业链的主要方法论。 

图表 27：全球范围内基于煤焦油的化工品占比汇总 

产品名称 比重 产品名称 比重 

苯 15 苯酚 3 

萘 85 其他酚类 40 

蒽 >96 炭黑 30 

芘 >90 木材防腐剂 75 

苊 ＞ 90 工业碳素制品 100 

喹啉 100   
 

来源：CNKI，国金证券研究所 

 人类对于煤焦油的加工最早始于 1820 年，通过焦油分离精制化工产品是
在进入石油化工时代前最重要的手段。如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的化工体系
都是建立在以煤炭为基础的化学工艺之上。由于煤焦油成分的复杂性，目
前从中分离并得到确认的单体化合物已超过 500 种，预计组分总计将超过
1000 种。行业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我们对于煤焦油产业链的分析将始于需求端。目前国内煤焦油下游需求仍
以深加工、炭黑这两大块构成，其中深加工下游需求是以煤沥青、蒽油、
萘类馏分、洗油馏分为主。其中除去蒽油是重要的炭黑原料油外，其他深
加工产品的下游需求并不雷同，我们认为煤焦油深加工行业的荣枯更能影
响整个行业的基本面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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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煤焦油下游需求结构以深加工和炭黑为主  图表 29：高温煤焦油各馏分构成情况 

 

  

 
来源：CNKI，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CNKI，国金证券研究所 

 煤焦油深加工领域的荣枯决定了行业基本面波动，其下游需求的最主要部
分——煤沥青的生产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行业的需求起伏。煤沥青作为深
加工领域的重要组分，其下游主要用途包括铝用碳素、炼钢石墨电极等方
面。 

图表 30：煤沥青下游需求结构 

 
来源：CNKI，国金证券研究所 

 铝用炭素的主要用途是生产电解铝产业中的预焙阳极，电解铝行业的景气
度直接影响到煤沥青需求。电解铝行业近年来景气度有所下滑，行业产量
在 2014 年负增长后 2015 年呈现一定的反弹趋势。从 2016 上半年的情况
来看，产量仍有所放缓，行业景气度或将重回低迷。此外煤沥青下游也有
较大比重用于电炉炼钢，这一工艺目前在国内处于被替代的趋势中，未来
市场将进一步萎缩。整体来看，煤沥青下游需求将大概率延续萎缩趋势。 

深加工 炭黑 燃料油 其他

轻油馏分 酚油馏分 萘类馏分 洗油馏分

蒽油馏分 沥青馏分 其他

铝用炭素 炼钢用石墨电极 特种碳素及其他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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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1：电解铝产量在 2015 年反弹后出现放缓  图表 32： 国内电炉钢比重持续下降 

 

  

 
来源：CNKI，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蒽油是重要的炭黑原料油之一，也是目前各种重要医药中间体的重要原材
料。我们认为蒽油的需求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炭黑景气度的波动，因为其
下游的医药需求部分波动较为平稳，对产品整体需求影响预计会较小。 

图表 33：蒽油馏分主要化合物构成 

 
来源：CNKI，国金证券研究所 

 萘类化合物是焦油精制的主要下游产品之一，主要用于生产工业萘。萘作
为工业上最重要的稠环烃，具有极其广泛的适用范围，是合成树脂、增塑
剂、染料、皮革、纤维、农药等领域。截止 2014 年，全球工业萘生产能
力为 244 万吨，其中 97%来自于煤焦油，预计 2020 年全球产能价将达到
287 万吨。 

图表 34：2014 年全球工业萘生产能力汇总 

地区 生产能力（万吨/年） 占总产能比重 焦油萘所占比重 

北美 25 10.23% 88% 

西欧 35 14.33% 76% 

东欧 25.4 10.4% 98% 

亚洲 157.5 64.47% 95% 

其他 1.4 0.57% 86% 

合计 244.3   
 

来源：《煤焦油深加工技术》，国金证券研究所 

 2014 年，全球工业萘消费 241.6 万吨，供需关系良好。预计 2020 年消费
量将达到 282 万吨，年化增长率维持在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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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5：海外工业萘下游需求以苯酐为主  图表 36：亚洲是当前以及未来全球工业萘的主要消费地 

 

  

 
来源：《煤焦油深加工技术》，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煤焦油深加工技术》，国金证券研究所 

 中国是目前工业萘的消费与生产大国。截止 2014 年底，中国工业萘生产
能力 103 万吨，预计 2020 年达到 127 万吨。中国工业萘基本来自于煤焦
油，多为冶金系统的焦化厂进行工业萘生产，总生产厂商预计有 70 余家，
行业集中度并不高。 

 中国的工业萘下游需求结构与海外不同，主要是集中于萘系高效减水剂。
作为极其重要的水泥添加剂，萘系减水剂占到水泥添加剂总量的 40%左右。
但是我们认为未来水泥对于工业萘的需求大概率将放缓：其一，国内水泥
产量增速下滑，总需求维持稳定；其二，新型减水剂的替代提速。 

图表 37：萘系减水剂仍将是工业萘的主要下游需求…  图表 38：…但聚羧酸减水剂比重呈现上升趋势 

 

  

 
来源：《煤焦油深加工技术》，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CNKI，国金证券研究所 

 洗油作为焦油蒸馏的重要馏分之一，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混合物。下游包含
苊、吲哚、芴、联苯等宝贵的化合物。目前国内洗油加工技术较为单一，
加工能力也远未达到生产了的要求，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 

 我们通过对煤焦油下游需求的逐一分析，基本可以得出结论：煤焦油需求
未来大概率将呈现放缓甚至下滑的趋势。传统需求煤沥青、蒽油、工业萘
等下游子行业的景气度下滑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同时国内深加工
工艺深度有待挖掘，新的需求增长点仍需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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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9：煤焦油下游主要需求判断汇总 

 煤沥青 蒽油 萘类化合物 洗油等 

下游

结构 

电解铝、电炉炼

钢、特种碳素等 

炭 黑 原 料

油、医药中

间体 

减水剂、染料中

间体、医药农药

中间体 

各类中间体 

未来

判断 

电解铝行业景气度

维持低迷、产量放

缓或下滑 

电炉炼钢比重持续

降低 

特种碳素维持平稳 

总需求：向下 

医药中间体

维持平稳增

长 

 
 

总需求：持

平 

水泥产量有下滑

趋势 

聚羧酸减水剂替

代加速 

中间体维持稳定

增长 

总需求：向下 

国内工艺尚不成

熟，行业仍将维

持低速运行 

 
 

总需求：持平或

向下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煤焦油供给端来考虑的话，行业主要面临的是供需错配与深加工行业的
结构单一化。由于钢铁等相关行业的高速发展，近几年国内高温煤焦油的
产量稳定在 2000 万吨，中低温煤焦油的产量也基本维持在 2000 万吨的水
平上。各品类煤焦油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供给过剩。 

 与此同时，国内煤焦油深加工仍以高温煤焦油加工为主，对于中低温煤焦
油深加工的发展严重滞后。仅考虑高温煤焦油深加工领域，国内目前主要
厂商集中于大型的焦化或钢铁集团，但小型加工企业规模并不低，导致行
业的集中度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 

 截止 2015 年，国内规模在 20 万吨以上的加工企业有 40 余家，加工能力
超过 1100 万吨，小型煤焦油加工能力合计在 600 万吨左右。此外筹建和
在建的加工企业有 10 家，合计产能 300 多万吨，如果再考虑到拟建的 400
万吨的产能，未来三年国内煤焦油加工能力将达到 2300 吨。考虑到目前
2000 万吨左右的产量水平，深加工的产能过剩也将到来。 

图表 40：国内主要高温煤焦油深加工企业生产能力  图表 41：未来主要高温煤焦油加工扩产计划（在建） 

 

  项目名称 产能（万吨） 

山东杰富意振兴化工公司 20 

山西宏特煤化工 70 

山西焦化集团 30 

鞍钢实业化工 60 

武汉平煤武钢联合焦化公司 50 

济南海川炭素公司 40 

河南诚宇焦化 30 

沙桐泰兴化学公司 30 

平煤集团首山焦化公司 30 

河北旺佰欣化工公司 30 
 

来源：CNKI，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煤焦油深加工技术》，国金证券研究所 

 此外，国内的中低温煤焦油加工项目接近 10 套，总产能在 80 万吨左右，
未来赤峰国能化工在建年产 45 万吨焦油加氢项目，预计全国中低温煤焦油
深加工能力将达到 120 万吨水平，仍远低于焦油的产量水平。我们认为未
来国内煤焦油深加工将沿着以下四大领域为主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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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化工公司

平煤武钢联合焦化公司

济南海川炭素公司

山西焦化集团

乌海黑猫炭黑公司

河津精诚化工公司

山东海化集团

唐山考伯斯开滦炭素化工公司

开滦能源化工与首钢的曹妃甸项目

平煤集团首山焦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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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2：未来国内煤焦油深加工主要发展方向 

发展路径描述 行业参考系 

装置大型化，加工集中化 

德国 Ruetgers 公司焦油处理能力达到 150 万

吨，可以生产 500 多种芳烃产品，焦油的化工利

用率接近 60%，位居全球第一。 

全方位多品种开发 

德国 Ruetgers 公司从焦油中分离、配置的产品

达到 220 余种。其中萘油 4 个级别、树脂有 5 个

级别、蒽油 7 个级别、沥青粘结剂及浸渍料有

20 个级别，可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改变参数生

产不同产品。 

向下游精细化工方面延伸 

日本住友金属工业株式会社进队焦油中纯化合物

进行提取、延伸的产品多达 180 余种，其中酚类

衍生物 21 种，喹啉极其衍生物有 32 种，萘衍生

物 60 种。 

降低能耗 提高生产效率 新型蓄热式一段燃烧管式加热炉技术 
 

来源：《煤焦油深加工技术》，国金证券研究所 

 煤焦油行业整体产能过剩的态势暂时无法缓解。未来三年深加工产能达到
2300 万吨，按近几年来 59%的平均开工率计算，需求煤焦油 1150 万吨；
炭黑产量未来三年将维持在 500 万吨左右，考虑 1.5 左右的单耗，消费煤
焦油 750 万吨左右；其他燃料油等行业消费 50 万吨，未来三年煤焦油需
求为 1900 万吨以上。若考虑未来三年的焦炭产量，煤焦油产量仍将维持
在 2000 万吨以上，供大于求的格局基本不会改变。 

 原料油不同的定价体系决定了国内与海外炭黑的盈利有不同产品所决定。
国内企业盈利可简单由炭黑-煤焦油价差所决定，企业净利润与煤焦油呈现
一定程度负相关；海外企业盈利水平基本可以由原油价格所决定，油价的
波动决定了行业基本面的涨落。 

图表 43：国内炭黑企业盈利与煤焦油呈一定程度负相关  图表 44：卡博特盈利能力与油价相关性较大  

 

  

 
来源：Wind，百川资讯，《橡胶工业年鉴》，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EIA，Bloomberg，国金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未来煤焦油行业仍将处于行业景气度低迷运行的态势。一方面是
行业下游主要消费领域需求呈现逐步缩减的态势，且短期不会有所好转；
另一方面是上游即使考虑到未来的深加工扩产规划，总体煤焦油供给仍是
非常过剩的。国内煤焦油价格下降将使国内炭黑企业重新恢复全球的竞争
优势。 

 我们认为未来煤焦油与 FCC 澄清油的价值回归将使国内炭黑企业竞争能力
恢复到之前水平。2015 年下半年以及 2016 年一季度的出口萎缩和海内外
炭黑价格倒挂现象有望扭转。 

国内炭黑行业经历野蛮生长之后回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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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产能转移大潮以及国内焦化企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国内炭黑企业
迎来野蛮生长期。2000-2015 年，国内炭黑产量年复合增速为 13%，远超
全球同时期 3%的增速水平。 

图表 45：国内煤焦油产量的持续提升为国内炭黑企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来源：Wind，《橡胶工业年鉴》，国金证券研究所（煤焦油产量根据焦炭产量进行估算得出） 

 下游汽车行业所拉动的轮胎等需求提升是上一轮炭黑行业野蛮生长的主要
引擎。随着国内汽车市场趋于饱和，海外轮胎市场面临贸易摩擦等原因。
下游各领域的需求放缓将拉动炭黑行业逐步回归地平线，逐渐回到理性运
行的区间。 

图表 46：国内汽车销量增速已显著下滑  图表 47：2015 年国内轮胎产量出现较大幅度负增长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未来几年国内炭黑行业扩张速度将显著放缓，行业发展回归理性，
行业供给侧有望迎来边际改善。2016 年除去 47 万吨的预计新增产能外，
根据我们的草根调研，山西宏特与云南曲靖的炭黑装置已经退出市场，今
年实际有效新增产能 20 万吨，连续两年行业产能增速维持在 3%的低位。
另外根据橡胶行业相关计划纲要，未来国内对于环保未达标的 5 万吨以下
产能将继续维持关停的趋势，行业供给侧有望得带进一步改善。 

 我们认为供给端边际改善的同时需求端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的趋势，伴随海
外油价逐步企稳回升，炭黑出口呈现复苏态势，有望成为未来需求端的边
际改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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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8：国内炭黑出口量逐步走出低谷  呈现出环比改善趋势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考虑国内煤焦油市场将维持产能过剩的宽松局面，炭黑企业的盈利能力有
望得到恢复。同时供给侧与需求端同时出现的边际改善也将促进炭黑行业
恢复良性运转，并有望迎来行业运行拐点。 

 我们认为国内炭黑行业的未来发展主要依靠三大方向： 

第一：产能规模持续优化将提升产业链上的议价能力。 

第二：高端炭黑产品的推出替代进口产品。 

第三：环保约束的持续提升进一步倒逼生产工艺的改进。 

产能规模持续优化将提升炭黑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 

 炭黑行业产能规模的持续提升是行业发展史的最重要的演进路径。美国的
炭黑产业发展历程就是不断整合、不断提升产能规模的历史进程，美国在
60 年代产能达到峰值后，生产厂商与产能装置逐步减少。 

图表 49：美国炭黑产能提升的同时 总装置数在持续下降 

 
来源：USGS，Notch，EIA，国金证券研究所 

 中国的炭黑产能同样也经历了规模逐步提升的演进历程。橡胶工业协会在
2005 年起不在统计小于 1 万吨的产能，并逐步进行淘汰。到 2010 年后，
对于小于 3 万吨以下的炭黑产能开始不在进行统计。行业整体装置规模的
持续提升是行业协会统计口径改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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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0：国内早期炭黑产能规模提升过程  图表 51：近年来国内炭黑产能规模进一步提升 

 

  

 
来源：《橡胶工业年鉴》，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橡胶工业年鉴》，国金证券研究所 

 伴随着行业装置平均规模的持续提升，带来行业集中度的持续提升。行业
CR10 在近几年来持续上升，我们认为在行业未来几年发展回归理性的前
提下，新进入者将逐步减少，主要市场参与者的市场布局也已基本完成。
未来行业集中度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图表 52：炭黑行业 CR10 近年来持续提升 

 
来源：《橡胶工业年鉴》，国金证券研究所（按全行业产量前十进行测算） 

 由于炭黑上下游产业链的集中度仍呈现下降趋势中，炭黑在其产业链中的
地位显著提升。中国的轮胎行业在 2005 年后迅速崛起，这一崛起过程重
构了全球的轮胎行业。全球轮胎行业的总体集中度在出现离散的趋势。 

图表 53：全球轮胎市场集中度呈现下降趋势  CR10 的下降幅度高于 C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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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ire Business，国金证券研究所 

 在全球轮胎行业集中度由于国内轮胎企业的大量涌入出现下降趋势的同时，
国内轮胎行业集中度也呈现持续下降的通道之中。 

图表 54：国内轮胎行业集中度持续下降 

 
来源：《橡胶工业年鉴》，国金证券研究所 

 轮胎行业集中度持续下降，再考虑到我们之前讨论到的目前国内煤焦油行
业仍处于较低的集中度水平之中，炭黑行业的产业链低位有望得到巩固与
加强。我们认为炭黑企业在未来行业中的议价能力有望得到稳步提升。 

国内高级炭黑仍有极大的市场空间 

 国内炭黑行业仍处于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不足的局面。造成这一格局
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国内外原料油的差异导致某些高端产品缺乏适合的原材料。 

第二：作为后发进入者的国内炭黑厂商与海外巨头仍有技术差距。 

第三：国内的高端炭黑市场仍有待进一步拓展。 

图表 55：国内炭黑进口量维持在稳定水平之上（万吨）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通过与海外的炭黑巨头卡博特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他的特种炭黑产品的确
拥有更好的产品性质从而能够获得更高的附加值。我们选取了它的
VULCAN 系列产品、ELFTEX 系列产品与 BLACK PEARLS 系列产品来进
行参数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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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6：卡博特特种炭黑在消费品上的色彩表现  图表 57：卡博特特种炭黑在工业品上的色彩表现 

 

  

 

来源：卡博特特种炭黑使用手册，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卡博特特种炭黑使用手册，国金证券研究所 

 BLACK PEARLS 系列产品在色彩表现上面要优于其他系列的普通产品。
此外，该系列产品在不同塑料的表现仍极为出色。主要表现为更深的颜色
以及稳定的着色质量。 

图表 58：在 ABS 塑料上的色彩表现  图表 59：在聚酰胺 6 工程塑料上的色彩表现 

 

  

 

来源：卡博特特种炭黑使用手册，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卡博特特种炭黑使用手册，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60：特种炭黑在 ABS 塑料表面的表现力  图表 61：特种炭黑在 PS 塑料上的溶解流指数 

 

  

 

来源：卡博特特种炭黑使用手册，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卡博特特种炭黑使用手册，国金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在塑料、油墨、颜料等领域的特种炭黑是国内炭黑企业未来发展
的主要方向。其更高的盈利能力、稳定的客户体系都将为企业带来更高的
盈利空间。产品品种的档次提升将能够极大的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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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2：近年来卡博特的综合毛利率水平始终高于黑猫的毛利率水平 

 

来源：Wind，Bloomberg，国金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国内炭黑企业将遵循着产品升级这一路径继续发展，对标海外龙
头公司的发展路径与产品序列，我们继续看好国内高端炭黑的进口替代进
程。 

环保约束的持续提升有望进一步优化行业格局 

 正如我们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所述，环保是促发炭黑行业生产工艺持续改进
的主要动力。我们认为这一动力仍将在未来对行业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并持续不断的优化行业格局。这一环保约束是全球范围内的，不仅限于国
内，欧美等国对于炭黑产业的环保指标也是在不断加强的。 

图表 63：美国环保署对于炭黑生产有关排放标准的规定 

化学物质 
工艺进程出口气体 

千克/毫克 磅/吨 

二硫化碳 30 60 

硫化羰 10 20 

甲烷 25 50 

非甲烷 VOC   

乙炔 45 90 

乙烷 0 0 

乙烯 1.6 3.2 

丙烯 0 0 

丙烷 0.23 0.46 

异丁烷 0.1 0.2 

正丁烷 0.27 0.54 

正戊烷 0 0 

聚甲醛 0.002 0.004 

微量元素 <0.25 <0.50 
 

来源：EPA，国金证券研究所 

 近年来国内的环保管控也逐步加强，对于炭黑落后产能的淘汰也在稳步推
进当中。我们认为未来炭黑行业发展仍将遵循着较强的环保约束这一框架
下，并将持续对未来行业格局做出进一步的优化。 

 我们认为遵循以上三条主线，炭黑行业有望迎来拐点。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成本端产能过剩状态短期不会改变，将进一步压制炭黑原料油价格
提升；国内供给端开始呈现边际改善的趋势，原油价格企稳回升海外出口
存在边际改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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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炭黑行业的集中度持续提升，导致其产业链地位得到巩固与加强。
炭黑企业的议价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第三：国内高端炭黑存在极大的进口替代空间。 

第四：环保趋紧仍是未来行业发展的大趋势，行业存在进一步结构优化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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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与盈利预测 

 公司拥有各类炭黑产品合计 106 万吨，产能布局全国八个省市。公司同时
拥有 100 万余吨的煤焦油深加工产能，同时在青岛开设研发中心积极开拓
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公司拥有强大的上游原材料资源以及下游客户群，在
国内以及全球市场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2016 年上半年公司累计生产炭黑
50.9 万吨，销售 50.5 万吨，实现开工率 95%，产销率 99.25%。 

 公司将充分受益于炭黑行业的景气度回升。短期来看，公司业绩将受益于
炭黑产品的价差修复并迎来业绩拐点。三季度煤焦油由于需求的持续低迷
以及供给端有所恢复，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调；同时，炭黑价格小幅度提
价。黑猫股份于 8 月 19 日发布半年报并公布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司 1-9
月份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预计为 1670 万元，考虑到今年上半年归属
上市股东净利润为-5711 万元，公司三季度业绩迎来拐点得到验证。我们
认为公司未来单季度利润将维持环比改善的趋势，短中长期充分受益于炭
黑行业的景气度提升。 

 从中长期来看，公司投资逻辑将遵循三条主线，即：产业链中议价能力的
提升；高盈利能力产品升级；环保约束下的行业结构优化。 

图表 64：公司分业务盈利预测表 

 2016E 2017E 2018E 

炭黑 4,600.00 4,700.00 5,040.00 

毛利率（%） 16.20% 16.27% 16.30% 

煤焦油精制 80.00 90.00 100.00 

毛利率（%） 8.00% 10.00% 11.00% 

白炭黑 64.00 65.00 66.00 

毛利率（%） 2.00% 3.00% 4.00%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公司在短中长期都将充分受益于炭黑行业的景气度改善，并具有
极高的业绩弹性。假设公司全年开工率维持在 90%左右的水平，炭黑-煤焦
油价差每扩大 100 元，公司 EPS 增厚 0.13 元。我们预计 16-18 年公司摊
薄每股收益为 0.059、0.077、0.11 元。对公司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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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张报表预测摘要 
    
损益表（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人民币百万元）       

 2013 2014 2015 2016E 2017E 2018E   2013 2014 2015 2016E 2017E 2018E 

主营业务收入 5,987 6,168 4,775 4,744 4,855 5,206  货币资金 673 702 510 900 967 967 

增长率  3.0% -22.6% -0.6% 2.3% 7.2%  应收款项 2,210 1,692 1,846 2,033 1,965 1,984 

主营业务成本 -5,202 -5,222 -4,023 -3,991 -4,054 -4,320  存货 763 771 517 744 733 758 

%销售收入 86.9% 84.7% 84.3% 84.1% 83.5% 83.0%  其他流动资产 166 161 102 62 59 58 

毛利 785 946 752 753 801 886  流动资产 3,812 3,325 2,973 3,738 3,724 3,767 

%销售收入 13.1% 15.3% 15.7% 15.9% 16.5% 17.0%  %总资产 55.0% 49.0% 47.0% 48.9% 50.1% 47.8%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 -16 -20 -19 -20 -22  长期投资 22 16 11 12 11 11 

%销售收入 0.2% 0.3% 0.4% 0.4% 0.4% 0.4%  固定资产 2,857 3,189 3,077 3,730 3,555 3,966 

营业费用 -377 -398 -332 -321 -320 -354  %总资产 41.2% 47.0% 48.7% 48.8% 47.8% 50.4% 

%销售收入 6.3% 6.5% 6.9% 6.8% 6.6% 6.8%  无形资产 151 160 177 157 141 128 

管理费用 -145 -163 -174 -166 -170 -190  非流动资产 3,116 3,461 3,347 3,901 3,710 4,107 

%销售收入 2.4% 2.6% 3.6% 3.5% 3.5% 3.7%  %总资产 45.0% 51.0% 53.0% 51.1% 49.9% 52.2% 

息税前利润（EBIT） 249 368 226 247 290 320  资产总计 6,929 6,786 6,320 7,639 7,434 7,874 

%销售收入 4.2% 6.0% 4.7% 5.2% 6.0% 6.1%  短期借款 3,336 2,696 2,853 3,860 3,642 3,985 

财务费用 -211 -220 -163 -218 -247 -251  应付款项 1,469 1,835 950 1,339 1,309 1,341 

%销售收入 3.5% 3.6% 3.4% 4.6% 5.1% 4.8%  其他流动负债 -18 61 50 42 40 41 

资产减值损失 -19 -38 -39 0 0 0  流动负债 4,787 4,591 3,853 5,241 4,992 5,36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 0 0 0 0 0  长期贷款 681 604 292 292 292 293 

投资收益 0 -6 -5 -2 -2 -2  其他长期负债 63 92 101 0 0 0 

%税前利润 0.1% n.a n.a n.a n.a n.a  负债 5,532 5,288 4,246 5,533 5,284 5,660 

营业利润 19 105 19 27 41 67  普通股股东权益 1,286 1,382 1,954 1,983 2,024 2,085 

营业利润率 0.3% 1.7% 0.4% 0.6% 0.8% 1.3%  少数股东权益 111 116 120 123 126 129 

营业外收支 21 23 29 23 24 25  负债股东权益合计 6,929 6,786 6,320 7,639 7,434 7,874 

税前利润 40 127 48 50 65 92         

利润率 0.7% 2.1% 1.0% 1.1% 1.3% 1.8%  比率分析       

所得税 -23 -25 -28 -11 -15 -22   2013 2014 2015 2016E 2017E 2018E 

所得税率 58.3% 20.0% 58.1% 22.0% 23.0% 24.0%  每股指标       

净利润 17 102 20 39 50 70  每股收益 0.054 0.201 0.028 0.059 0.077 0.110 

少数股东损益 -9 5 3 3 3 3  每股净资产 2.680 2.881 3.219 3.267 3.335 3.435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6 97 17 36 47 67  每股经营现金净流 -1.377 3.106 -0.507 0.904 1.062 1.021 

净利率 0.4% 1.6% 0.4% 0.8% 1.0% 1.3%  每股股利 0.040 0.000 0.000 0.010 0.010 0.010 

        回报率       

现金流量表（人民币百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2.00% 6.99% 0.87% 1.82% 2.32% 3.20% 

 2013 2014 2015 2016E 2017E 2018E  总资产收益率 0.37% 1.42% 0.27% 0.47% 0.63% 0.85% 

净利润 17 102 20 39 50 70  投入资本收益率 1.92% 6.14% 1.82% 3.07% 3.67% 3.74% 

少数股东损益 0 0 0 0 0 0  增长率       

非现金支出 217 276 301 277 300 313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28.61% 3.02% -22.59% -0.64% 2.34% 7.23% 

非经营收益 202 191 180 230 245 248  EBIT 增长率 -7.35% 48.08% -38.57% 9.05% 17.67% 10.12% 

营运资金变动 -1,096 920 -809 2 50 -11  净利润增长率 -75.06% 275.50% -82.47% 113.03% 30.19% 42.21%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661 1,490 -308 549 645 620  总资产增长率 34.82% -2.05% -6.87% 20.88% -2.69% 5.91% 

资本开支 -680 -565 -107 -828 -85 -685  资产管理能力       

投资 0 0 0 -1 0 0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63.5 67.2 73.2 90.0 85.0 80.0 

其他 0 33 13 -2 -2 -2  存货周转天数 51.0 53.6 58.4 68.0 66.0 64.0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 -680 -532 -94 -831 -87 -687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53.9 53.6 58.7 53.0 52.0 51.0 

股权募资 0 0 590 0 0 0  固定资产周转天数 152.0 166.8 222.4 266.3 232.1 231.2 

债权募资 1,874 -718 -154 906 -218 344  偿债能力       

其他 -371 -87 -231 -233 -273 -277  净负债/股东权益 239.45% 173.35% 127.14% 154.44% 138.02% 149.58%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 1,503 -805 205 673 -491 67  EBIT 利息保障倍数 1.2 1.7 1.4 1.1 1.2 1.3 

现金净流量 162 153 -197 390 67 0  资产负债率 79.84% 77.92% 67.19% 72.43% 71.08% 71.88%   
来源：公司年报、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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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中相关报告评级比率分析  
日期 一周内 一月内 二月内 三月内 六月内 

买入 0 0 0 0 0 

增持 0 0 0 0 0 

中性 0 0 0 0 0 

减持 0 0 0 0 0 

评分 0.00 0.00 0.00 0.00 0.00 
  
来源：朝阳永续 

市场中相关报告评级比率分析说明： 

市场中相关报告投资建议为“买入”得 1 分，为

“增持”得 2 分，为“中性”得 3 分，为“减持”得 4

分，之后平均计算得出最终评分，作为市场平均投资建

议的参考。 

最终评分与平均投资建议对照： 

1.00  =买入； 1.01~2.0=增持 ； 2.01~3.0=中性 

3.01~4.0=减持 
 

    
  

 
 
 

  

 

 

 

长期竞争力评级的说明： 

长期竞争力评级着重于企业基本面，评判未来两年后公司综合竞争力与所属行业上市公司均值比较结果。 

 

 

优化市盈率计算的说明： 

行业优化市盈率中，在扣除行业内所有亏损股票后，过往年度计算方法为当年年末收盘总市值与当年股 

票净利润总和相除，预期年度为报告提供日前一交易日收盘总市值与前一年度股票净利润总和相除。 

 

 

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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