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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利（600116.SH） 公用事业 

  

 偏安一隅有时尽，一遇改革便化龙  

   公司动态  

      ◆ 国资委批复股权转让，长江电力将成三峡水利二股东 

近日，国资委批复了三峡水利二股东重庆中节能将股权转让予长江电

力的方案，股份过户完成后，长江电力将持有三峡水利 10.20%股份，此外，

其关联方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

别持有三峡水利 4.08%和 1.12%股份，合计占总股本已达 15.40%，长江电力

及其关联方对三峡水利产生重要影响。 

◆ 电改实施拓宽购电渠道，若能衔接长江电力发电量，业绩弹性凸显 

伴随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逐步实施，三峡水利外购电渠道有望打开，

若能借助新股东支持，衔接上其所发水电电量，将会有效降低购电成本，

提升盈利水平。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公司每千瓦时外购电采购成本若降

低 1 分，则电力业务毛利润增加约 1029 万元，毛利率提升约 1.15 个百分点。

2015 年，公司外购电的采购成本约 0.36 元/千瓦时，长江电力同期平均含税

上网电价为 0.26 元/千瓦时，价差约 0.1 元/千瓦时，可见公司盈利弹性空间。 

◆ 有望依托新的股东背景，扩张配售电业务范围 

新一轮电改赋予地方小电网企业更大的经营弹性，公司已在重庆设立

全资售电子公司，将扩大配售电经营范围。未来若能获得长江电力支持，

则将具备外延扩张的能力。重庆范围内涪陵、黔江地区均有地方电力公司

（聚龙电力、乌江电力等）从事配电网运营，同时交临两江新区被列为第

一批增量配电网试点，配售电业务无论存量、增量市场空间均较为可观。 

◆ 估值与评级 

预计公司 2017-2019 年 EPS 分别为 0.27、0.30、0.34 元，对应 2017.04.10

收盘价 12.67 元，动态 PE 分别为 47、42、37 倍，考虑到公司股东结构变更，

在国内电改大力推进的环境下，有望突破购电渠道瓶颈，提升盈利水平，

并且有望拓展配售电业务范围，实现外延式扩张。我们给予公司 2017 年 60

倍 PE，6 个月目标价 16.20 元，给予“买入”评级。 

◆ 风险提示： 

公司自发电量超预期减少，网内售电量低于预期；电改推进慢于预期，

公司外购电渠道依然受限，配售电业务边界扩张阻力较大等。 

业绩预测和估值指标 

指标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316 1,258 1,383 1,522 1,674 

营业收入增长率 1.38% -4.43% 10.00% 10.00% 10.00% 

净利润（百万元） 207 231 270 302 341 

净利润增长率 45.86% 11.64% 16.85% 11.71% 13.10% 

EPS（元） 0.21 0.23 0.27 0.30 0.34 

ROE（归属母公司)（摊薄） 9.23% 9.43% 10.19% 10.50% 10.92% 

P/E 56 50 43 38 34 
 

 
买入（首次） 

当前价/目标价：12.67/16.20 元 

目标期限：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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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 

总股本(亿股)： 9.93 

总市值(亿元)：125.81 

一年最低/最高(元)：6.88/38.28 

近 3 月换手率：147.77% 

 

股价表现(一年) 

-20%

13%

45%

78%

110%

01-16 04-16 07-16 10-16

三峡水利 沪深300  

收益表现 

% 一个月 三个月 十二个月 

相对 17.42 16.33 -7.87 

绝对 19.64 20.37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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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简介 

三峡水利是发供电一体的地方电力企业，供电区域覆盖重庆市万州区国

土面积的 80%，截至 2016 年末已投产水电装机容量共计 22.78 万千瓦，

2016 年完成发电量 7.8 亿千瓦时，其电网 2016 年实现售电量 16.6 亿千瓦

时，自发电量不足的绝大部分通过向重庆市电力公司等外购解决。伴随新一

轮电力体制改革逐步实施，未来发用电计划放开，输配电以外的竞争环节电

价放开，公司的外购电渠道有望打开，外购电成本有望下降，特别是在当前

电力供应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中，无疑受益。 

2016 年电力销售业务分别贡献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润 70%和 73%，其

余为勘察设计安装及其他业务。伴随新一轮电改推行，公司电力销售业务盈

利水平和业务范围均有较大提升空间。 

 

2、国资委批复股权转让，长江电力将成三峡水利

二股东 

2016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二股东重庆中节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长江

电力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10125.6 万股全部转让给长江电

力，占公司总股本 10.20%，转让价格 9.425 元/股，近日已获得国资委批复。 

股份过户完成后，长江电力将持有三峡水利 10.20%股份，此外，其关

联方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

有三峡水利 4.08%和 1.12%股份，合计占总股本已达 15.40%，预计将对三

峡水利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表 1：长江电力及其关联方受让、购买三峡水利股票情况 

公告日期 
受让，购买

股票方 
时间 

购买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价格区间

（元/股） 

2016.12.31 长江电力 
2017.03 

获得国资委批复 
101,256,000 10.20% 9.425 

2016.09.15 

三峡资本

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2016.06.16-2016.09.12 40,530,783 4.08% 7.00-8.48 

北京长电

创新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2016.08.04-2016.08.18 11,104,094 1.12% 7.66-8.16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近年，长江电力及其关联方多有受让或购买电力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包括湖北能源、福能股份、国投电力，以及三峡水利等，除了在水电领域考

虑相关流域电站的协同效应外，作为央企中最大的水电公司也在积极寻求与

地方特色企业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此次购入三峡水利股权的同时，长江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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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大股东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也在逐步深入与重庆地区的合作，有望在重庆

配售电市场打造一番天地（详见第 5 章节分析）。 

 

3、重庆市域范围电网错综，地电存在大整合空间 

重庆市幅员面积 8.24 万平方公里，辖 38 个区县（自治县），常住人口约

3017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0.94%。重庆电网东联湖北、西接四川。重庆

市供电由统调电网、其他地方电源及企业自备电源共同承担。按电网供电区

域划分为大都市供区（含重庆市城区及周边共 21 区、所辖面积约 2.87 万平

方公里、人口约占 62％）、渝东北供区(以万州为中心，共 1 区 10 县、所辖

面积约 3.39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占 28％)、渝东南供区（以黔江为中心，共 1

区 5 县、所辖面积约 1.98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占 10％）共三个供区。 

重庆东部地区电网由国网直属重庆市电力公司、及三峡水利等多个地方

电力公司构成复杂的供电体系，除三峡水利外，还包括： 

 黔江乌江电力公司 

水力发电站 10 座，装机容量近 50 万千瓦、年发电能力近 20 亿千瓦时；

拥有 220 千伏、110 千伏变电站 9 座，输变电容量近 200 万千伏安，年供电

能力 60 亿千瓦时；通过 220 千伏、110 千伏输电线路与贵州、湖南、湖北、

重庆等大电网连接，现有 220 千伏、110 千伏输电线路 25 条上千公里；拥有

近 60 万千瓦的电力市场，总供电幅员面积约 1.2 万平方公里、供电总人口约

210 万人，供区主要分布在重庆市黔江区、酉阳县、秀山县和湖南省花垣县、

永顺县、保靖县，以及贵州省松桃县等地。截止 2014 年底，乌江电力资产总

额为 52.30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4.81 亿元，净利润 2.21 亿元。 

乌江电力紧邻华电贵州乌江水电装机容量 1319.5 万千瓦，是贵州省最大

的发电企业，年发电能力可达 550 亿千瓦时，具有充足的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聚龙电力公司 

聚龙电力于 2007 年在重庆市涪陵区成立，由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持股比例为 47.54%，第二股东为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42.44%。公司为白涛、龙桥、清溪三大工业片区用电大户和新增

大工业用户的直接供电。公司年供电能力达 70 亿度，年发电能力 10 亿度。

水电装机 11.5 万千瓦，年发电量约 4.5 亿度；火电装机共 11 万千瓦，年发电

量能力约 6 亿度。截止 2016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为 27.08 亿元，售电量超过

27 亿度，营业总收入 17.57 亿元。公司旗下拥有若干 220kV、110kV 及以下配

电网资产，并通过 220kV 线路与重庆、贵州电网相连。 

 两江长兴电力 

重庆市两江新区配电网是国家能源局 105 个增量配电网试点之一，辖江

北区、渝北区、北碚区 3 个行政区部分区域，规划总面积 1200 平方公里，2015

年常住人口 221 万人、GDP4550 亿元。长兴电力于 2015 年在两江新区成立，

截至 2017 年 04 月，注册资本 5 亿元，由三峡电能有限公司控股，持股比例

为 36%，第二大为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4%，涪陵聚

龙电力持股比例 20%。 

    目前长兴电力已获得重庆两江新区工业开发区内新增配网的优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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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已经启动相关配电网项目的建设，资料显示公司已向大唐重庆分公司购

电，并与北京现代、长安等首批 11 家用电企业签订售电意向协议。公司目

前已经持有乌江实业 14.91%的股份，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8%的

股份。 

以上区域及三峡水利均位于重庆中东部，电网距离较近，具备天然的整

合条件。 

 

图 1：重庆地方电网示意图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4、电改实施拓宽购电渠道，若能衔接三峡水电，

业绩弹性凸显 

 现行电力体制下，公司大比例外购电显著削弱盈利能力。 

在现行电力体制下，国内地方小电网公司经营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盈

利能力受到侵害、成长性不足。地方小电网公司通常自有发电装机容量较小，

及其受当地资源限制可供开发的容量不足，地方小电网公司在枯水期被迫向

大电网（国家电网或南方电网）购买电量（电价相对较高）以满足网内电力

需求，而丰水期反售电给大电网时电价相对偏低，影响度电收益空间。 

从三峡水利 2015 年运营数据来看，自发售电量 6.79 亿千瓦时，外购电

售电量 9.51 亿千瓦时，两者比例 1:1.4，外购电占绝大部分。公司自发售电

的单位成本为 0.131 元/千瓦时，而外购电的单位采购成本约为 0.361 元/千

瓦时，再加上相应的售电运营成本，则外购电的单位售电成本为 0.516 元/

千瓦时，相当于自发电成本的 3.9 倍。当年，公司平均度电销售收入为 0.548

元，自发电和外购电度电毛利润分别为 0.417 和 0.032 元，可见当前体制下，

大比例外购电对公司售电业务盈利能力的削弱程度。 

 新一轮电改实施后，公司将获得市场化购电环境，若能衔接长江电力所

发电量，度电利润提升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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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电力体制改革实施后，“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放开”，将使

地方小电网公司获得市场化的购售电环境。购电方面，渠道增多，购电成本

下降，特别是小电网覆盖区域或周边存有电源点但此前没有纳入小电网统调

范围的情况，直接向发电企业购电，实际过网成本很小，购电费用几乎相当

于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这样将可能从大电网挤出利润到小电网中。 

长江电力下属水电站所发电量当前主要服务于华中、华东和南方电网，

此后伴随电改逐步实施，若能售电给三峡水利，交易价格很可能低于三峡水

利当前外购电成本，提升度电利润。我们以公司 2015 年的经营数据为基数

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若每千瓦时外购电采购成本降低 1 分，则公司

电力业务毛利润增加 1029 万元，毛利率提升 1.15 个百分点；若每千瓦时外

购电采购成本能降低 5 分，则电力业务毛利润增加 5144 万元，毛利率提升

5.76 个百分点。2015 年，公司外购电的采购成本约 0.36 元/千瓦时，长江电

力同期平均含税上网电价为 0.256 元/千瓦时，两者价差约 0.10 元/千瓦时，

可见公司若能外购到长江电力的水电电量，利润水平的提升空间。 

 

表 2：三峡水利外购电成本下降敏感性分析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敏感性分析基数（对应 2015 年数据） 
变量：假设每千瓦时外购电采购成本降低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自发电量（亿千瓦时） 7.40 

自发售电量（亿千瓦时） 6.79 

自发电度电收入 

（元/千瓦时） 
0.548 

自发电度电成本 

（元/千瓦时） 
0.131 

自发电收入（万元） 37195 

自发电成本（万元） 9717 

外购电量（亿千瓦时） 10.29 

外购电售电量（亿千瓦时） 9.51 

外购电度电收入（元/千瓦时） 0.548 

外购电度电成本（元/千瓦时） 0.516  0.506  0.496  0.486  0.476  0.466  

外购电度电采购成本（元/千

瓦时） 
0.361  0.351  0.341  0.331  0.321  0.311  

外购电收入（万元） 52100 

外购电的采购成本（万元） 37135 36106  35078  34049  33020  31991  

外购电的运营（包括电网折

旧、人工及其他）成本 
11961 

电力业务营业收入合计（万

元） 
89295 

电力业务营业成本合计（万

元） 
58813 57784  56756  55727  54698  53669  

毛利润（万元） 30482 31511  32539  33568  34597  35626  

电力业务毛利率 34.14% 35.29% 36.44% 37.59% 38.74% 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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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望依托新的股东背景，扩张配售电业务范围 

受制于我国新一轮电改前有关市政公用事业行业的法规、政策，三峡水

利配售电业务拓展受到核定区域限制，规模成长受限。 

本轮电力体制改革实施后，“放开配售电业务”，将给予地方小电网公

司以前没有的异地扩张能力。现有的独立运行的小电网公司，具备成熟的发

电、配电、供电及调度经验，只要行政上许可，市场拓展有空间，经济上可

行，地方小电网公司有望通过增量新建或存量收购等方式获得规模扩张。 

此次长江电力购入三峡水利股权，有望依托三峡水利的平台，整合地方

电网并争取增量配电网运营权，在重庆地区展开配售电业务。公司也凭借新

的股东支持，有望实现外延式扩张。 

此外，公司 3 月 25 日公告，决定依托并整合现有电网资源，发挥技术、

运行管理及专业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以自有资金在重庆市投资 4000 万元设

立全资子公司重庆三峡水利售电有限公司，开展售电业务。 

 依托长江电力股东背景，区域配电网资源整合，电量数倍增长可期。 

2017 年 2 月，重庆市政府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联合举行重庆长电

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重庆两江三峡兴盛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揭牌活动，长江电力与涪陵区、黔江区政府还就参与聚龙电力和乌江

电力发展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我们估算，长江

电力若通过并购重组实现区域电力公司整合，“四网融合”后合计供电面积

超过 3.4 万平方公里，供电人口超过 670 万人。目前可通过所辖范围的人口

数量估算供电量，2016 年，重庆地区全社会用电量超过 900 亿千万时，人

均用电量约 3000 千瓦时，三峡水利及相关地区电网主要地处农网区域，人

均用电量 1000 千瓦时左右，整体供电量超过 100 亿千瓦时；随着近年农网

建设加强及城市化加快，2020 年人均用电量按照 1800-2200 千瓦时左右估

算，同时计及地区电网扩张，供电面积的增加，保守估计 2020 年电量有望

超过 160 亿千瓦时。若能继续整合涪陵、万州、黔江等区周边电网，则供电

量有更大增长空间。 

表 3：地方电网与增量配电网供电规模预测 

供电主体 
所辖区

县 

供电面积

（平方公

里） 

人口（万

人） 

供电人

口估算

（万人） 

当前年度用

电量估算（亿

千瓦时） 

预计 2020 年

用电量（亿

千瓦时） 

三峡水利 

万州区 3453 160.74 144.67  14.47  26.04  

巫山 2955 46.23 9.25  0.92  1.66  

奉节 4098 75.33 15.07  1.51  2.71  

云阳 3636 89.66 17.93  1.79  3.23  

开县 3964 117.07 23.41  2.34  4.21  

梁平 1888 66.4 13.28  1.33  2.39  

乌江电力 

黔江区 2589 46.2 36.96 3.70  6.65  

酉阳县 5168 55.65 44.52 4.45  8.01  

秀山县 2453 49.13 39.304 3.93  7.07  

其它   100 60 6.00  10.80  

聚龙电力 涪陵区 2941+ 225 135 27.00  35.10  

长兴电力 两江新 1200 221 198.9 39.78  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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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合计 
 

34345+ 1252.41 738.29  107.22  167.56  

资料来源：重庆市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 

 

 电网整合后，跨省购电可操作性大幅提升。 

重庆电网与湖北电网通过万县——九盘——龙泉、张家坝——恩施两条

重要的 500kV 联络通道联络。2017 年，已开工建设±420kV 渝鄂直流背靠

背联网工程，建设渝鄂直流背靠背联网工程，实现西南电网和华中电网异步

互联，可以优化网架结构，有效化解电网安全稳定风险，提高电网运行的灵

活性，为后续四川水电外送创造条件。工程投运后，渝鄂断面正、反向送电

能力均提高至 500 万千瓦，西南电网与华中电网间互济能力得到加强，丰水

期可扩大四川水电的外送规模，有效缓解四川弃水压力；枯水期通过直流背

靠背反送保证重庆接受三峡电力。 

220kV 层面，三峡水利覆盖范围通过 220kV 与湖北电网联网（解环运

行）。乌江电力通过 220kV 与湖南电网、贵州电网联网。同时，聚龙电力也

通过 220kV 与贵州电网相连。 

若实现资源整合，三峡水利跨区购电可行性大增： 

其一，水电+大电网跨区输电，供电能力超过 200 亿千瓦时。500kV、

220kV 输电能力持续提升，均为长江电力、乌江水电（华电控股）为以上电

网供电提供了可行性，通过已有九盘—龙泉、张家坝—恩施 500kV、220kV

等通道送电，发电上网电价+固定过网费的形式购电，这一方式优点是通道

可送电量大，缺点是要收取一定过网成本。（备注：为了解决特高压建设进

度缓慢的问题，直流背靠背工程极大提高了渝鄂断面输送能力，但是这一通

道实际是解决川电外送，具体是否可以真的反向送电，要看实际情况。） 

其二，自建通道水电直供电，供电能力不超过 40 亿千瓦时。由于与水

电站距离较近，三峡水利、乌江电力所辖范围不排除直接建设 110kV 或

220kV 线路直供的可行性，通过单独建设（扩建）较低电压等级送电通道直

购电，这一方式优点是由于距离较近（约 100 公里左右），不需要过网费，

直供成本低于过网费，缺点是低电压等级输电，输送能力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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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三峡水利及相关电网跨区受电可行性 

九盘—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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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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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6、结论 

近日，国资委批复了三峡水利二股东重庆中节能将股权转让予长江电力

的方案，股份过户完成后，长江电力将成三峡水利二股东。 

伴随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逐步实施，三峡水利外购电渠道有望打开。若

能借助新股东支持，衔接三峡电站所发水电电量，势必会降低购电成本，提

升盈利能力。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公司每千瓦时外购电采购成本若降低 1

分，则电力业务毛利润增加约 1029 万元，毛利率提升 1.15 个百分点。2015

年，公司外购电的采购成本约 0.36 元/千瓦时，长江电力同期平均含税上网

电价为 0.256 元/千瓦时，两者价差约 0.10 元/千瓦时，可见公司若能外购到

长江电力的水电电量，利润水平的提升空间。 

此外，新一轮电改赋予地方小电网企业更大的经营弹性，公司已在重庆

设立全资售电子公司，将扩大配售电经营范围。若能获得长江电力支持，有

望实现外延式扩张。重庆地区涪陵、黔江等地均有地方电力公司（聚龙电力、

乌江电力）从事配电网运营，同时交临两江新区被列为第一批增量配电网试

点，配售电业务无论存量、增量市场空间均较为可观。 

 

7、盈利预测与估值评级 

主要盈利预测假设：暂不考虑电改推行后公司购电渠道变化带来的购电

成本变化，预计 2017-2019 年公司网内电力需求每年增长 10%，自发水电量

及外购电量比例和成本保持稳定，网内需求结构保持稳定，电价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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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分拆预测表： 

盈利预测表（单位：万元） 2014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一、营业收入 129783 131575 125751 138326  152159  167375  

    电力销售 89550 89489 87850  96635  106299  116928  

    勘察设计安装 31189 37184 34870  38357  42193  46412  

    其他 9044  4902  3031  3334  3668  4034  

二、营业成本 97787 93500 87316 97173  106271  115224  

    电力销售 65734 58813 59707  64594  71649  77645  

    勘察设计安装 23807 29258 24230  28417  30288  32853  

    其他 8246  5429  3379  3705  4082  4450  

毛利率 24.65% 28.94% 30.56% 29.75% 30.16% 31.16% 

    电力销售 26.60% 34.28% 32.04% 33.16% 32.60% 33.60% 

    勘察设计安装 23.67% 21.32% 30.51% 25.91% 28.21% 29.21% 

    其他 8.82% -10.75% -11.48% -11.12% -11.30% -10.30% 

 

预计公司 2017-2019 年 EPS 分别为 0.27、0.30、0.34 元，对应 2017.04.10

收盘价 12.67 元，动态 PE 分别为 47、42、37 倍，考虑到公司股东结构变更，

在国内电改大力推进的环境下，有望突破购电渠道瓶颈，提升盈利水平；并

且有望成为长江电力在重庆配售电领域资源整合的平台，实现外延式扩张。

我们给予公司 2017 年 60 倍 PE，6 个月目标价 16.20 元，给予“买入”评级。 

 

8、风险分析 

公司自发电量超预期减少，网内售电量低于预期； 

电改推进慢于预期，公司外购电渠道依然受限，配售电业务边界扩张阻

力较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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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百万元）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营业收入 1,316 1,258 1,383 1,522 1,674 

营业成本 935 873 972 1,063 1,152 

折旧和摊销 115 128 120 125 129 

营业税费 20 20 22 24 27 

销售费用 0 0 0 0 0 

管理费用 98 110 121 133 146 

财务费用 56 44 22 18 1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 -1 0 0 0 

投资收益 25 38 38 38 38 

营业利润 196 243 282 319 368 

利润总额 224 258 297 334 383 

少数股东损益 -26 -12 -18 -19 -16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07.18 231.31 270.29 301.95 341.49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总资产 4,337 4,652 4,606 4,856 5,156 

流动资产 1,225 1,074 1,089 1,405 1,794 

货币资金 601 626 767 1,059 1,424 

交易型金融资产 232 150 0 0 0 

应收帐款 32 40 44 49 54 

应收票据 48 29 32 35 39 

其他应收款 40 32 35 39 43 

存货 123 110 122 133 145 

可供出售投资 123 171 171 171 171 

持有到期金融资产 0 0 0 0 0 

长期投资 44 50 60 69 78 

固定资产 2,354 2,678 2,737 2,758 2,735 

无形资产 33 32 31 30 29 

总负债 2,062 2,183 1,955 2,002 2,067 

无息负债 922 1,147 1,185 1,233 1,297 

有息负债 1,140 1,036 770 770 770 

股东权益 2,275 2,469 2,651 2,854 3,089 

股本 331 993 993 993 993 

公积金 1,485 864 891 921 955 

未分配利润 448 610 784 976 1,193 

少数股东权益 29 17 -1 -20 -37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经营活动现金流 382 434 370 411 471 

净利润 207 231 270 302 341 

折旧摊销 115 128 120 125 129 

净营运资金增加 131 -275 38 34 23 

其他 -71 350 -58 -49 -22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 -687 -214 129 -22 -2 

净资本支出 -335 -443 -50 -50 -30 

长期投资变化 44 50 -9 -9 -9 

其他资产变化 -395 179 188 38 38 

融资活动现金流 537 -187 -357 -98 -105 

股本变化 63 662 0 0 0 

债务净变化 -298 -105 -266 0 0 

无息负债变化 -38 225 38 47 65 

净现金流 232 34 142 292 364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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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成长能力（%YoY）      

收入增长率 1.38% -4.43% 10.00% 10.00% 10.00% 

净利润增长率 45.86% 11.64% 16.85% 11.71% 13.10% 

EBITDAEBITDA 增长率 36.10% 11.79% 1.73% 9.82% 11.93% 

EBITEBIT 增长率 56.33% 11.60% 6.08% 12.33% 15.60% 

估值指标      

PE 56 50 43 38 34 

PB 5 5 4 4 4 

EV/EBITDA 13 32 31 27 24 

EV/EBIT 20 48 45 39 33 

EV/NOPLAT 25 57 53 46 38 

EV/Sales 3 10 9 8 7 

EV/IC 2 4 4 4 4 

盈利能力（%）      

毛利率 28.94% 30.56% 29.75% 30.16% 31.16% 

EBITDA 率 25.78% 30.15% 27.89% 27.84% 28.33% 

EBIT 率 17.07% 19.94% 19.22% 19.63% 20.63% 

税前净利润率 17.01% 20.52% 21.47% 21.93% 22.88% 

税后净利润率（归属母公司） 15.75% 18.39% 19.54% 19.84% 20.40% 

ROA 4.18% 4.71% 5.47% 5.83% 6.30% 

ROE（归属母公司）（摊薄） 9.23% 9.43% 10.19% 10.50% 10.92% 

经营性 ROIC 6.22% 7.10% 7.62% 8.67% 10.29% 

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1.16 0.98 1.26 1.54 1.83 

速动比率 1.04 0.88 1.12 1.39 1.68 

归属母公司权益/有息债务 1.97 2.37 3.45 3.73 4.06 

有形资产/有息债务 3.73 4.41 5.88 6.20 6.59 

每股指标(按最新预测年度股本计算历史数据)      

EPS 0.21 0.23 0.27 0.30 0.34 

每股红利 0.05 0.07 0.08 0.09 0.10 

每股经营现金流 0.38 0.44 0.37 0.41 0.47 

每股自由现金流(FCFF) -0.13 0.18 0.26 0.30 0.37 

每股净资产 2.26 2.47 2.67 2.89 3.15 

每股销售收入 1.33 1.27 1.39 1.53 1.69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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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

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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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介绍 

王威，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2006-2007 年就职于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2007 年加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长期从事公用事业及环保行业研究。2016 年加入光大证券研究所。2016 年新财富“电力、煤气及水等公用事业”

第三名，2015 年新财富“电力、煤气及水等公用事业”第二名，“环保”第五名，2014 年新财富“环保等公用事

业”行业第二名；2013 年新财富“电力、煤气及水等公用事业”行业第四名。 

 

投资建议历史表现图 

三峡水利（600116）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M
a

r-
1

6

A
p

r-
1

6

M
a

y
-1

6

J
u

n
-1

6

J
u

l-
1

6

A
u

g
-1

6

S
e

p
-1

6

O
c
t-

1
6

N
o

v
-1

6

D
e

c
-1

6

J
a

n
-1

7

F
e

b
-1

7
股价-元

2800

2900

3000

3100

3200

3300

3400

3500

3600

3700沪深300

三峡水利 目标价 沪深300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日期 股价 目标价 评级 

 

买入— 增持— 中性— 

减持— 卖出—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买入—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

明确的投资评级。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

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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