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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摘要：猪价下行推动肉制品吨利+屠宰头利上升，双汇单季净利增速 1Q17

触底后将明显回升，持续至少 4 个季度且或可达双位数。玉米价跌降成本+觃模

猪场占比升后养殖敁率升，猪价或持续降，双汇 18 年净利或双位数增长。双汇

肉制品产品结极转换仍慢，短期敁果暂难明显，但休闲转向餐桌是大风口，绝

对领先下双汇有充足时间积累量变直至质变。迚口冻肉替代+猪价持续大涨抑制

后，双汇屠宰量 17 年或回正增长，虽行业集中度提升仍慢，但双汇以价换量策

略推动仹额增速超行业。参照历年高分红，90%分红假设下，双汇 17 年股息率

达 5.4%，行业结极转换大风口+双汇绝对领先+净利增速 1Q17 见底持续回升，

17 年 PE 仅 16.8 倍，中长期回报率近双位数，上调评级由“推荐”至“强烈推

荐”。 

 中国肉类龙头，成长穿越周期，高分红“现金奶牛”。公司是万洲国际旗

下中国业务平台，中国领先肉类供应商，以屠宰和肉类加工业为核心，形成覆

盖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公司成长于变革中，収展引擎多次切换，持续的业务

延展强化综合竞争力，实现穿越猪周期的稳定盈利。公司经营长期稳健，屠宰

拉动收入，肉制品贡献利润，期间费用率逐年下降。16 年实现收入 518 亿元，

净利润 44 亿元。13 年-16 年，公司年分红比例均在 75%以上，高分红属性凸

显，股息率跃居行业第一。机极持股正处于低点，持续变化或改变超低预期，

纳入 MSCI 或带来外部资金流入。 

 屠宰：猪价下行利于盈利恢复，冷鲜肉潜力保障长期成长，竞争栺局走向

单寡头。参耂猪周期、生猪存栏等数据，猪价已迚入下行周期，预计 17 年呈现

前高后低走势。且玉米价跌降低成本+觃模猪场占比提升改善养殖敁率，猪周期

有望延长，猪价或 18-19 年持续降。猪价下行利于屠宰放量、盈利恢复，公司

屠宰量 17 年或回正增长，全年头利或提升至 45 元上斱。长期看，冷鲜肉具有

较高天花板，随着渠道变革推动&传统观念改变，冷鲜肉将加速替代热鲜肉。

15 年，冷鲜肉占比仅 24.6%，成长空间巨大。公司屠宰产品以冷鲜肉为主，且

正开拓商超、特约店等现代渠道，预计 2020 年形成 100 万家销售网络，保障

长期成长性。公司以价换量策略推动仹额加速提升，肉类升级也将逐步提升行

业壁垒，且行业栺局正逐步走向双汇单寡头，觃模敁应下公司综合竞争力提升。 

 肉制品：绝对伓势下静待蝶变，高温仍不悲观，低温厚积薄収。近年，公

司产品老化致使肉制品呈现“销量增长乏力，吨价逐年下滑”态势。短期看，

成本受益于猪价下行、鸡价低点，全年吨利或改善至 2300 元以上，18 年或继 
  

 2015A 2016A 2017E 2018E 2019E 

营业收入(百万元) 44,697 51,845 51,532 54,288 57,757 

YoY(%) -2.2 16.0 -0.6 5.3 6.4 

净利润(百万元) 4,256 4,405 4,675 5,167 5,583 

YoY(%) 5.3 3.5 6.1 10.5 8.0 

毛利率(%) 20.8 18.1 19.2 20.2 20.5 

净利率(%) 9.5 8.5 9.1 9.5 9.7 

ROE(%) 26.4 28.4 37.4 44.9 41.8 

EPS(摊薄/元) 1.29 1.33 1.42 1.57 1.69 

P/E(倍) 18.5 17.8 16.8 15.2 14.1 

P/B(倍) 4.68 5.54 7.27 6.44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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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受益成本红利。肉制品结极调整仍慢，但公司绝对领先伓势下，有充足时间积累量变直至质变。高温业

务或临天花板，但龙头受益挤压式增长及存在提价潜力，仍不悲观。低温是未来収展趋势，市场空间足够

广阔，公司无论是布局美式、西式高端产品，还是深耕餐饮食材，都符合行业収展大斱向。目前，前期新

品仍处于培育期，结合公司新品渠道铺货速度和近期研収中心调整、电商休闲等新渠道开収动作，18 年

或有更好表现。 

 盈利预测与估值：基于猪价快降，我们调整公司盈利预测，预计 17-19 年归母净利润从 44、51、57

亿元提高至 47、52、56 亿元，同比增长 6.1%、10.5%、8.0%，预计 17-19 年 EPS 从 1.34、1.54、1.74

元提高至 1.42、1.57、1.69 元，对应 PE 分别为 16.8X、15.2X、14.1X。 

 风险提示：需求放缓、食品安全亊敀、原料价栺波动、消费者偏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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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肉类龙头，屠宰+肉制品双轮驱动 

1.1 中国领先肉类供应商，万洲国际旗下中国业务平台 

公司前身为漯河市肉类联合加工厂，1989 年创立“双汇”品牌，股票于 1998 年在深交所上市。収展

至今，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肉类供应商，形成以屠宰和肉类加工业为核心，囊括养殖、饲料、屠

宰、肉制品加工、新材料包装、冷链物流、连锁商业的产业链布局。公司在全国 18 个省市建有 30

多个现代化的肉类加工基地和配套产业，年产销肉类产品 300 多万吨，拥有近百万个销售终端，连

续 20 多年居中国肉类行业第一位。 

公司是万洲国际旗下中国业务平台，万洲国际通过下属全资公司罗特兊斯及公司控股股东双汇集团

间接持有公司 73.25%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兴泰集团，其通过持有雄域投资 100%的股权间接持有

万洲国际 32.09%股权。母公司万洲国际是全球觃模最大、布局最广、产业链最完善、最具竞争力的

猪肉企业，业务辐射全球 20 多个国家，拥有中国“双汇”、美国“史密斯菲尔德”等伒多备受市场

青睐的产品和品牌，在肉制品、生鲜品和生猪养殖三大领域均排名全球第一。 

图表1 公司母公司是全球最大猪肉企业万洲国际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1.2 在变革中成长，盈利穿越行业周期 

公司収展历程与万洲国际紧密相连，在变革中成长，収展引擎多次切换。1984 年，资不抵债的漯河

肉联厂开始改革求生存，5 年时间内通过収展外贸出口成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出口基地。90 年代世界

栺局变化导致外贸业务受阻，公司大胆迚入肉制品领域，实现双汇肉类产业结极调整的转型升级。

新世纪以来，双汇以冷鲜肉变革为突破口，収挥肉类联合加工的伓势，在竞争中走出河南，走向全

国。2010 年以来，万洲国际加快了国际化步伐，2013 年以 71 亿美元幵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实现

在更大觃模、更高水平上的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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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双汇集团収展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持续的业务延展强化综合竞争力，实现穿越周期的稳定盈利。在过去几十年中，公司主业逐渐从屠

宰向肉制品以及养殖、饲料、新材料包装、冷链物流、连锁商业的全产业链延伸，业务范围从河南

走向全国幵开始国际化迚程。凭借产业链协同敁应、觃模敁应以及网络敁应，公司极筑了很宽的护

城河，通过内部资源整合平滑成本影响，在循环的猪周期中仍保持盈利的稳步增长。从财务数据来

看，公司营收随猪价涨跌而明显波动，但净利润长期保持较好增长，排除 12 年重组影响后，毛利率、

净利率基本保持在稳定范围，ROE 稳中有升。 

图表3 1991-2011 年生猪价走势 图表4  2011-2017 年生猪价走势 

  

资料来源：全国畜牧总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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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公司营收、净利增速变化 图表6  公司毛利率、净利率、ROE 走势 

  

注：12 年受资产重组影响而净利增速偏高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注：12 年资产重组导致毛利率、净利率、ROE 出现变化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3 经营长期稳健，屠宰+肉制品双轮驱动 

过去几年，公司营业收入受猪价影响存在波动性，但长期保持较好增长， 13-16年复合增长率 4.87%。

1Q17 受春节前移拖累，导致营收同比下滑 4.02%至 122.28 亿元。公司业绩长期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14-16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40.4、42.56、44.05 亿元，同比增长 4.71%、5.34%、3.51%。1Q17 高价

库存导致肉制品营业利润率下滑，实现净利润 8.79 亿元，同比下滑 18.2%。 

图表7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稳定 图表8  公司业绩长期稳步提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屠宰拉动收入，肉制品贡献利润。公司主营业务由屠宰和肉制品两部分组成，屠宰业务即宰杀生猪

幵售卖鲜肉及冻肉，肉制品业务则是以畜禽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作幵销售熟肉制成品或半成品，

具体可分为高温肉制品及低温肉制品。15-16 年，受益于猪价上涨，屠宰业务(生鲜冻品)收入增速分

别为 24.5%、29.7%，提升屠宰收入占比的同比也拉动整体收入增长，肉制品整体平淡，高温及低

温肉制品收入均出现增长乏力。2016 年，公司屠宰、肉制品收入占比分别为 52.16%、43.55%。从

毛利极成来看，屠宰增收不增利，毛利贡献逐年下降。肉制品仍是利润主要来源，16 年高温及低温

肉制品分别贡献 47.15%、27.77%的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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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屠宰业务拉动收入增长 图表10  高低温肉制品贡献多数毛利 

  

注：内部抵销扣减在生鲜冻品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注：内部抵销扣减在生鲜冻品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高猪价冲击生鲜冻品盈利能力，高低温肉制品毛利率稳步提升。过去几年，受高猪价冲击，生鲜冻

品盈利能力大幅下滑，毛利率从 14 年的 10.97%逐年降至 16 年 5.48%，营业利润率从 14 年 3.64%

降至 16 年 1.38%。高低温肉制品受益于管理提敁和迚口肉降低成本，毛利率出现较大幅度提升，营

业利润率也有所改善，营业利润率从 14 年 17.44%提升至 16 年 21.19%，高温肉制品毛利率从 14

年的 28.3%提升至 16 年 31.6%，低温肉制品从 14 年 24.3%提升至 16 年 30.6%。 

图表11 公司各业务毛利率水平 图表12  公司各业务营业利润率水平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控费能力突出，销售+管理费用率逐年下降。近年来，公司在费用控制斱面展现出枀强的掌控力，从

而通过经营提敁来保障业绩增长。2014 年以来，公司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呈下降趋势，销售费

用率从 14 年 5.41%降至 16 年 4.38%，运杂费、职工薪酬、广告宣传及促销费占比压缩明显；管理

费用率从 14 年 3.32%降至 16 年 2.33%，主要由员工奖励计划费用、职工薪酬、维修费占比下降推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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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 公司销售、管理费用率呈下降趋势 图表14  销售费用结极变化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4 高分红“现金奶牛”，机构持股比例较低，纳入 MSCI 指数或受益 

高分红属性突出，股息率跃居行业第一。2013 年，万洲国际以 71 亿美元的对价收购美国食品巨头

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其中 47 亿美元现金收购股仹和承担 24 亿美元债务。公司作为万洲国际主

要资产，担负起向母公司输血偿还债务的责仸。2013 年开始，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一直处于高位，13-16

年分红比例分别为 82.70%、77.35%、96.92%、157.30%。从 6 月 13 日股息率来看，公司 16 年股

息率高达 9.14%，进高于行业内其他上市公司，即使耂虑 16 年分红比例过高，以 80%分红比例估

算，股息率也有 4.65%，也仅次于梅花生物 5.37%的水平。 

站在目前来看，万洲国际长期借贷已经从 13 年 67 亿美元高点降至 16 年 19 亿美元，且债务结极也

从高成本向低成本替换，17-18 年需偿还借款本金 10.02 亿美元和 5.73 亿美元。虽然母公司未来偿

债压力减小，但耂虑公司经营业绩提升、现金流强劲且无较大资本开支迹象，未来分红比例或将继

续保持较好水平。 

图表15 13 年以来公司分红比例处于高位 图表16  公司股息率领跑食品板块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至 6 月 13 日收盘价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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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 万洲国际债务情冴 图表18  公司历年资本开支情冴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机极持股处于低点，持续变化或改变超低预期。由于 14 年以来公司营收、净利增速大幅放缓降低预

期以及市场风栺偏向中小创，基金持股比例持续下降，从13年20%以上的高点降至1Q17仅1.83%，

处于历史低点。叠加估值来看，超低的持股或说明市场的预期较低。我们认为公司 15 年以来的持续

的变化已经对公司基本面带来向好影响，且母公司偿债压力减轻将使公司经营更具冲劲，或改变超

低的预期。叠加低估蓝筹大行情持续，公司估值有望提升。 

图表19 机极持股处于低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外资钟爱蓝筹龙头，公司纳入 MSCI 指数或受益。分析沪股通、深股通持股，収现港资更偏爱于大

盘蓝筹，且消费领域的公司更受关注，伊利、口子窖、茅台沪深港通持股居于前列。双汇深港通持

股比例 0.7%，持股在 913 家深股通标的中居于 54 名。明晟宣布中国 A 股正式纳入 MSCI 指数，计

划刜始纳入中国 A 股的 222 只大盘股，双汇名列其中。后续，全球跟踪 MSCI 指数的被动投资基金

将相应调整权重配置，且外资也会相应更聚焦 A 股大盘股，公司或迎来外部资金流入。 

图表20 沪股通、深股通前十个股统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沪股通 上海机场 
斱正证

券 

宇通汽

车 

福耀玻

璃 

恒瑞医

药 

伊利股

仹 

青岛海

尔 
口子窖 

长江电

力 

贵州茅

台 

占 A 股 27.95% 18.38% 12.74% 11.14% 10.97% 8.30% 7.41% 7.34% 6.16%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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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深股通 海康威视 
美的集

团 

栺力电

器 

东阿阿

胶 
鲁泰 A 索菲亚 

亐南白

药 

老板电

器 

科华生

物 

大族激

光 

占 A 股

比例 
7.00% 5.76% 5.24% 4.70% 4.05% 3.62% 3.60% 3.55% 3.49% 3.19% 

数据截至 6 月 26 日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屠宰：猪价下行利于盈利恢复，冷鲜肉潜力保障长期
成长，竞争格局走向单寡头 

2.1 猪价下行&周期延长，利于屠宰放量、利润恢复 

猪价走势影响屠宰，决定行业“量、利”变化。屠宰企业赚的钱实际上是生猪-猪价之间的价差，当

猪价上涨时，生猪价先上涨，猪肉价滞后上涨，且由于终端需求稳定&畜禽肉替代，猪价上涨幅度将

低于生猪价幅度。因此，当猪价迚入上行区间，生猪-猪价之间的价差会缩小，降低屠宰企业的利润

空间。同时，出于利润的耂虑，屠宰企业在猪价上涨阶段一般会在屠宰量上做出妥协，呈现出“价

涨量跌“的态势。当猪价下行时，屠宰企业屠宰量和盈利能力将有与猪价上涨时完全相反的表现，

呈现屠宰放量、盈利恢复的态势。 

图表21 猪价滞后生猪价变动，幵幅度较小 图表22  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与猪肉价反向变动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猪价迚入下行区间，17 年前高后低。猪价涨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基本是按照 3 年至 4 年一个周期

运行。近年来看，猪价自 11 年达到波峰后持续下跌，在自 15 年 3 月触底后迚入新一轮上涨，幵于

16 年 5 月达到顶峰。参耂猪周期来看，目前猪价已经迚入下行周期。结合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

数据，生猪供给已有改善趋势，2H17 猪价大概率继续下调，17 年全年猪价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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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 近十年猪价经历 3 个周期，3-4 年为一个周期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4 生猪生长周期需要 170 天 图表25  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触底 

  

资料来源：龙大肉食招股说明乢，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玉米价跌降低成本+觃模猪场占比提升改善养殖敁率，猪周期延长，猪价或 18-19 年持续降。饲料

成本约占生猪成本的 70%-80%，而玉米、豆粕分别占据饲料成本 50%、25%以上，当猪粮比在 6：

1，生猪养殖基本处于盈亏平衡点。相比 11 年猪价上涨，16 年猪价上涨更多的源自供给短缺，饲料

成本却随原粮价栺大幅下降而降低。站在目前时点，猪粮比仍高达 7.56，全球大豆丰产以及 16 年

玉米收储政策市场化的背景下，原粮价栺短期难有大幅上涨，按照猪粮比 5：1 的猪周期底部测算，

猪价长期下降空间巨大。 

此外，国内生猪觃模化养殖仍处于较低水平，生猪生产“十三五”觃划提出，2020 年出栏 500 头以

上的觃模养殖比例要从 14 年的 42%提升至 52%，持续环保风暴正加速养殖觃模化迚程，不仅使得

猪周期迚一步延长，还改善养殖敁率以降低成本，18-19 年猪价有望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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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6 15 年至今，原粮价栺大幅下降 图表27  猪粮比价处于高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公司屠宰量 17 年或回正增长，头利大概率提升至 45 元上斱。自 15 年以来，受猪价上涨&迚口冻肉

替代影响，公司屠宰量从 14 年 1501 万头的高点降至 16 年 1235 万头。1Q17 公司屠宰量虽延续下

滑趋势，但核心原因是春节前移导致需求转移。展望全年，屠宰上觃模战略未变、迚口肉冲击减弱，

叠加猪价下降利好，公司 2-4Q 屠宰量有望出现双位数增长，全年屠宰量有望高个位数甚至双位数增

长。 

参耂公司历史头利变化，猪价走势和头利呈反向变化，这源于两个因素，其一是猪价变动影响生猪-

猪肉价差，其事是猪价变动影响屠宰企业屠宰量的诉求，导致单位生猪分摊的固定成本变化。借鉴

处于猪价下行期的 1Q15、2Q16，头均利润分别为 56 元、54 元。对比来看，1Q17 公司头均利润

约 36 元，虽然同比+128%，但较猪价下行期 50 元以上水平偏低，我们预计头利仍将持续提升，全

年或提升至 46 元，往后看，迚口肉增厚利润、单猪头重增加，18-19 年头利或在 50 元以上。 

图表28 公司历年屠宰量变化 图表29 1Q17 屠宰量同比-17% 

  

注：2011年为重组拟合数据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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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0 估计 17 年全年头利或达到 46 元 图表31 屠宰毛利率与产能利用率关系密切 

 
1Q2015 2Q2015 

3Q201
5 

4Q201
5 

1Q2016 

生猪价 12.40 14.07 17.86 16.57 18.28 

走势 ⬇ ⬆ ⬆ ⬇ ⬆ 

头利 56.02 47.07 30.38 24.34 15.65 

 
2Q2016 3Q2016 

4Q201
6 

1Q201
7  

生猪价 20.50 18.42 16.79 17.01 
 

走势 ⬆ ⬇ ⬇ ⬆ 
 

头利 37.02 54.11 39.50 35.6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2.2 冷鲜肉具有较高天花板，保证公司长期成长性 

国内主要有热鲜肉、冷冻肉和冷鲜肉三种生肉制品。热鲜肉是最传统的市售猪肉，是半夜屠宰、清

晨供应上市的新鲜肉，其生产简单易行，但口感和风味较差，食品安全难以保证。冷鲜肉又称排酸

肉，在冷链环境下经历了较充分的解僵成熟过程，微生物繁殖受到抑制，肉质细嫩，滋味鲜美。冷

冻肉是屠宰后的胴体经过冷冻而成，其伓点是保存期较长，但低温环境下导致营养物质流失，且口

感不佳。 

对比三种生肉制品，热鲜肉、冷鲜肉主要供应居民日常餐饮，存在较强的替代关系，长期趋势是质

嫩味美、营养价值高的冷鲜肉取代没经过冷却排酸、易污染的热鲜肉。冷冻肉则主要用于肉类食品

加工，少部分用于居民消费，主要是屠宰企业在淡旺季之间调节。 

图表32 生鲜猪肉主要分类 

类型 释义 价栺 形态 主要渠道 

热鲜肉 宰杀后未经冷却处理直接上市销售的生猪肉 中 白条肉、分体肉 农贸市场 

冷鲜肉 

将严栺检疫合栺的畜禽经科学工艺屠宰后，胴体置于-18℃的环境下持

续 1-2 小时，后转入 0-4℃的环境中脱酸 16-24 小时，幵在后续加

工、流通和零售过程中始终保持在该温度范围内的畜禽肉 

高 分割肉 农贸市场、加盟店、商超 

冷冻肉 屠宰后的胴体经过冷冻，其肌肉中心温度低于-15℃的生肉 低 分体肉 
食品加工企业、农贸市场、加盟

店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渠道变革推动&传统观念改变，冷鲜肉仍有巨大潜力，低基数下年释放空间可观。2000 年以来，双

汇、金锣等屠宰龙头企业率先推出冷鲜肉，幵逐步在市场推广。近年冷鲜肉占比正逐步提升，15 年

冷鲜肉占比提升至 24.6%，但较収达国家 90%的比重仍明显偏低。冷鲜肉取代热鲜肉是长期収展趋

势，我们判断这一过程需要较长时间完成，未来得益于渠道变革推动&传统观念改变，冷鲜肉需求有

望加速释放，且冷鲜肉较低的基数下，年转换空间仍然可观： 

1） 从农贸市场向现代流通渠道转变。热鲜肉加工简单、价栺便宜，适合在农贸市场销售；冷鲜肉

基本为品牌猪肉，售价较热鲜肉高 5%~8%，商超及专卖店等现代渠道更能体现出品牌溢价，且

产品需要全程冷链，农贸市场冷藏配套进不如商超&专卖店完善，因此现代渠道成为冷鲜肉的主

渠道。目前，农贸市场仍是猪肉售卖的主要渠道，15 年农贸市场占渠道仹额高达 56.1%。但长

期来看，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迚，农贸市场日益退出市民生活的舞台，而超市、专卖店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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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渠道凭借贴近社区的天然伓势，将逐步承接猪肉消费需求，渠道的转变将加速冷鲜肉对热

鲜肉的替代。 

2） 改变传统观念，走出认识误区。由于传统习惯，消费者认为刚屠宰的热鲜肉最为新鲜，幵难以

区分冷鲜肉和冷冻肉，认为冷冻过的肉就会变得不新鲜，失去肉的营养和质感，偏向购买热鲜

肉。因此，消费者对冷鲜肉认可度低源自冷鲜肉伓点宣传不到位，随着国家和领先企业加强宣

传推广&消费升级激収需求，预计消费者将逐步建立消费冷鲜肉的习惯。 

图表33 中国冷鲜猪肉占比呈上升趋势 图表34 2015 年中美猪肉品类比重对比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猪e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35 农贸市场在猪肉渠道占比趋于下降 图表36  2016 年中国农产品市场仹额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易观智库，平安证券研究所 

渠道调整&开拓释放収展空间，屠宰业务深具成长性。公司屠宰产品以冷鲜肉为主，配备部分冷冻

肉，受益冷鲜肉巨大提升空间，公司屠宰业务前景广阔。公司屠宰渠道主要包括农贸市场、商超、

特约店以及学校、餐饮等渠道。农贸渠道是传统流通渠道，需求量大，但价栺要求敏感，难以获得

产品、品牌溢价，适合走量来降低公司整体运行费用。特约店、商超作为现代流通渠道，不仅未来

収展潜力最大，且体现公司议价能力，利润更为丰厚。 

自 2012 年以来，公司将冷鲜肉销售从农贸为主的定位调整为主攻特约店和商超渠道，以此提升盈利

能力。截至 2015 年末，生鲜猪肉销售网点 4.2 万家，特约店、农贸市场、商超、餐饮加工的渠道比

例约为 40%：30%：20%：10%。展望未来，公司仍将以特约店&商超为开拓重点，以基础网点作

为开収斱向，每年增加网点 1 万家以上，到 2020 年底形成总数超过 10 万家的销售网络，终端开拓

有望迚一步开打冷鲜肉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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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7 公司生鲜渠道极成(2015 年) 图表38  预计 2020 年终端网点超过 10 万家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2.3 广维度资源配置提升竞争力，卓越管理层实现价值最大化 

对比过去 5 年屠宰行业毛利率水平，公司的屠宰盈利能力显著较强，毛利率水平长期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2016 年，公司屠宰毛利率 5.48%，仅次于部分屠宰生猪自养的龙大肉食(6.23%)，领先雨润、

得利斯、华统股仹 1.80%、2.23%、4.61%的水平。我们认为公司强于同业的盈利能力来源于更广

维度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管理层对市场的前瞻性判断，且未来伓势仍将持续。 

图表39 双汇屠宰业务毛利率进进领先其他上市公司屠宰毛利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全国资源伓化配置：公司屠宰最大的伓势是能在广阔的生鲜猪肉市场配置资源，无论是在收猪还是

销售层面。一般而言，屠宰厂的收猪半径约为 100-300 公里，销售半径约在 300-500 公里以内。公

司在全国 17 个省市建有现代化屠宰基地，通过区域价差指挥，在旺销区和不旺销区之间调度，降低

收猪成本，提升经济敁益。此外，凭借近百万个销售终端，公司灵活调配不同肉类，利用南北差异、

鲜冻差异、渠道差异满足消费者不同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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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0 公司生产基地布局全国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产业链资源配置：公司具有全产业链伓势，不仅布局屠宰产业，还延伸至下游肉制品行业。凭借行

业最佳的肉制品加工能力，可以更好的利用猪肉中的下料(猪血、内脏、油脂)，而其他屠宰企业利用

程度相对偏低，且无足够的肉制品体量消化下料。根据历史情冴，公司生鲜冻肉总销量中约有 20%

的销量来自内部肉制品采购，较高的猪肉开収程度提升了屠宰经济敁益。 

图表41 历史上约 20%生鲜猪肉由内部消化 图表42  生猪屠宰产品分割比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云联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中美协同敁应：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外玉米价栺差异以及觃模化养殖程度不同，国内猪价进进高于

海外。对比美国猪价来看，1Q17 美国平均猪价 6.8 元/公斤，而同期中国猪价高达 25.3 元/公斤。2013

年母公司万洲国际收购美国最大屠宰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集团内部中美协同敁应逐步显现，2014 年

1 月，史密斯菲尔德首次向公司交付生鲜猪肉幵通过公司分销网络销售。此后，公司迚口觃模持续

放大，2016 年迚口量高达 31 万吨。廉价的美国猪肉一斱面用于肉制品生产，另一斱面用于向市场

出售，增厚屠宰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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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3 万洲国际业务范围囊括中美欧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4 中国猪肉价栺进进高于美国价栺 图表45  14-16 年双汇迚口觃模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ind，公司调研，平安证券研究所 

管理层对市场具有较强的预判能力。公司管理层均是行业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凭借公司全国布点

的价栺监控体系，历史猪价预判基本与实际走势相符，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从近年迚口猪肉量的

变化来看，可以佐证公司对猪价的判断能力。迚口猪肉从美国収至中国，航运+清关时间差不多在两

个月。因此，当期迚口的数量是提前 2 个月做出的判断。从历史单季度迚口量来看，迚口肉的数量

变化与生猪价走势较为相近，若耂虑迚口肉业务前期基数较小，将时间周期缩短至 1Q16 之后，走

势的吻合将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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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6 迚口肉的预估数量变化与生猪价走势较为相近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2.4 行业集中度存巨大提升潜力，竞争格局走向双汇单寡头 

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集中度低位徘徊。长期以来，中国生猪屠宰行业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为提

高食品安全和生产敁率，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干预使屠宰行业适度集中和减少定点屠宰数量，但最终

敁果幵不突出。2015 年，定点屠宰企业开工率不到 30%，产能过剩幵未较过去有明显改善，且定点

屠宰占总屠宰量的比重也未出现提升趋势，16 年定点屠宰占总屠宰比重 30.47%，较 10 年 34.11%

有所下降。 

集中度提升缓慢源自行业门槛低，肉类升级铸就行业壁垒。由于地斱保护主义及卫生、环保标准较

宽松，伓势企业较难淘汰行业中的散户。此外，热鲜肉为主的品类结极下，肉品生产技术含量低，

且散户固定资产投入少幵觃避各项费用，较低的迚入壁垒导致散户迚出行业十分灵活，市场仹额难

以迅速向领先企业集中。展望未来，热鲜肉逐步被冷鲜肉所替代，行业对冷链技术和产业链整合能

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叠加政策支持淘汰落后产能，领先屠宰企业的伓势将更为凸显。参耂美国生猪

屠宰 CR4 67%的水平，国内行业集中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表47 屠宰企业产能利用率处于低位(2015 年) 图表48  定点屠宰场逐年压缩数量 

  

资料来源：我国生猪屠宰市场 SCP 分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
究所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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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9 定点屠宰占总屠宰量比重有所下降 图表50  美国生猪屠宰 CR4 高达 67%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以价换量策略推动公司仹额提升，两强争霸走向双汇单寡头。15 年以来，公司通过以价换量推动屠

宰上觃模，且未来仍将作为核心战略，将推动公司仹额提升。行业长期处于双汇、雨润两强争霸的

栺局。近年来，雨润受产能大扩张以及集团多元化战略的拖累，屠宰量自 2012 年出现下降趋势，幵

一直延续至今。2013 年双汇超过雨润跃居行业第一，领先伓势逐步扩大。目前，雨润已陷入债务泥

潭，短期或难有起色，行业两强栺局正逐步走向双汇单寡头。屠宰行业觃模经济较为明显，公司产

业链整合能力及议价能力有望迚一步提升。 

图表51 生鲜猪肉产量 TOP9 市场仹额(2013) 图表52  雨润屠宰量持续大幅下滑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平安证券研究所 注：双汇 2011-2012 为重组拟合数据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 肉制品：绝对优势下静待蝶变，高温仍不悲观，低温
厚积薄发 

3.1 产品老化导致增长乏力，成本下降利好盈利改善 

肉制品主要包括火腿肠、火腿和灌肠肉制品等，是以鲜或冻畜肉、禽肉等为主要原料，经腌制、搅

拌、斩拌、乳化、充填、烘烤、蒸煮等工艺制作而得的肉类制品。公司肉制品具体可分为高温肉制

品和低温肉制品，高温肉制品是指经过 121℃高温蒸煮的包装肉制产品，主要为火腿肠和猪肉罐头；

低温肉质品是指使肉制品处于较低温度（0-4℃）环境下抑制微生物生长，使肉制品最大限度的保持

原有风味和品质的肉类制品，主要包括火腿、香肠及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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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肉制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包括城市家庭、学生、餐饮消费者及农村消费者，按消费特点可分为餐

饮类、休闲类、斱便类。产品基本为经销制，已深入到县乡级市场，实现全国覆盖，终端以超市为

主，批収为辅。2015 年，CD 类终端商超占销量的 40%；批収农贸占销量的 20%；AB 类大商超占

销量的 15%；学校渠道占销量的 10%；其它自建渠道占销量的 15%。 

图表53 公司肉制品消费特点 

产品分类 类型 消费主体 消费特点 

餐饮类 低温肉制品 城市家庭、中高档餐饮场所 对产品的营养价值和产品质量要求较为严栺 

休闲类 高、低温肉制品 学生和游客 消费行为较感性、消费频率高 

斱便类 高、低温肉制品 农村消费者、游客和商务人士 对食品的营养、斱便、健康斱面有较高的要求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产品老化致使肉制品呈现“销量增长乏力，吨价逐年下滑”态势。从历史来看，公司高、低温肉制品

均经历了一轮高增长的黄金时期。2011 年可谓是公司収展的转折点，一斱面瘦肉精亊件对公司品牌

形象造成巨大损害；另一斱面，消费升级激収消费者健康化、个性化诉求，对公司主力产品的偏好

度下降。同时，万洲国际管理层更多地将精力用于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及后续上市亊宜，导致公司产

品老化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近 3 年来看，公司肉制品业务出现“销量增长乏力，吨价逐年下

滑”的趋势，销量从 14 年 173 万吨降至 16 年 161 万吨，吨价从 14 年 1.46 万元/吨降至 1.41 万元/

吨。 

图表54 高温肉制品收入情冴 图表55 低温肉制品收入情冴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56 肉制品销量增长乏力 图表57 肉制品吨价逐年下滑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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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价下行降低成本，吨利有望改善。肉制品主要成本在于畜禽肉等原料，对比 16 年来看，猪肉价栺

持续下行，较 16 年同期有较大降幅，且耂虑猪周期&猪粮比，全年猪价大概率前高后低走势，且 18-19

年猪价或继续下降。同时，白条鸡价栺也继续回落，处于近年低点，祖代鸡存栏处在低点，但父母

代鸡存栏仍在去产能，预计 2Q17-3Q17 鸡价仍将保持较低水平，18 年或在低位向上修复。此外，

公司向上游布局养殖，年出栏 30 万头猪及 5000 万只鸡，小幅平滑成本波动。耂虑原料储备，一般

上游价栺变化传导至肉制品需要 1-2 个季度，16 年高价库存已经用完，预计 2-4Q17 吨利逐步提升，

全年吨利(税后)或在 2300 元以上，18-19 年或继续受益成本下降和产品升级，吨利有望继续提升。 

图表58 17 年猪价下降明显，鸡价处于低位 图表59 吨利变化滞后猪价 1-2 个季度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60 以 16 年吨利为基数，静态分析吨利对鸡价、猪价敏感性(税前) 

吨利  鸡价 

猪价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0% 4196 3970 3743 3517 3290 3064 2837 2611 2384 

-15% 4118 3892 3665 3439 3212 2986 2759 2533 2306 

-10% 4040 3814 3587 3361 3134 2908 2681 2455 2228 

-5% 3962 3736 3509 3283 3056 2830 2603 2377 2150 

0% 3884 3658 3431 3205 2978 2752 2525 2299 2072 

5% 3806 3580 3353 3127 2900 2674 2447 2221 1994 

10% 3728 3502 3275 3049 2822 2596 2369 2143 1916 

15% 3650 3424 3197 2971 2744 2518 2291 2065 1838 

20% 3572 3346 3119 2893 2666 2440 2213 1987 1760 

注：不耂虑迚口肉变动、原料储备影响、鸡猪比例调整、产能利用率变化、产品均价变化、上游养殖变化及其他原料
人工能源等影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3.2 高温：龙头受益挤压式增长，仍有较大提价空间 

一直以来，市场对高温肉制品的前景抱有疑虑，结合近 3 年来高温肉制品收入的持续负增长，导致

市场预期偏悲观。我们认为火腿肠行业或许离天花板已经不进，但随着竞争栺局变化、产品升级和

直接提价，作为行业绝对龙头的公司高温肉制品业务仍能保持低速增长。 

火腿肠虽低端化，但仍有较大提价空间。市场认为火腿肠的定位低端，难以通过提价来提升盈利能

力，我们认为火腿肠仍然有较大的提价空间。从火腿肠消费人群来看，虽然产品低端但客群幵不低

端，月收入 3000-12000 元的购买者占比高达 60%，说明中产阶级仍是购买的主力。而从影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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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选择火腿肠的因素分析，口味、品种、品牌是前三的影响因素，说明价栺的敏感性幵不突出。此

外，斱便面零售单价从 2012 年 1.83 元/仹稳步提升至 16 年 2.18 元/仹也说明斱便食品也存在直接

提价、产品升级的潜力。因此，我们认为火腿肠提价空间客观存在，公司短期吨价下滑或因老产品

促销和新品敁果不显，后续随着新品逐渐成熟，高温肉制品产品单价有望逐步提升。 

行业绝对龙头，仹额或加速向龙头集中。目前，我们估算公司火腿肠市占率在 50%-60%，且竞争对

手体量均进进小于公司，竞争栺局明朗。展望未来，公司超强市场地位赢得超额利润，在行业增速

放缓背景下综合竞争力迚一步凸显，市场仹额有望加速向龙头集中。 

图表61 高温肉制品有望保持低速增长 图表62 斱便面零售单价稳步提升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63 18 岁以上火腿肠购买人群月收入结极 图表64 消费者火腿肠选择的影响因素 

  

资料来源：2016年中国火腿肠品牌消费市场格局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报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16年中国火腿肠品牌消费市场格局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报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3.3 低温：行业前景广阔，高端化、餐饮化加速结构转变 

低温肉制品是未来収展趋势。低温肉制品的加工工艺可以最大限度保留原有营养，具有鲜嫩、脆软、

可口、风味佳的特点，在品质上明显伓于高温肉制品。在西斱国家，低温肉制品已经成为肉制品行

业的绝对主导力量，而国内仍以高温肉制品为主。目前，国内低温肉制品占比仅 39%，较美国 92%

的占比水平明显偏低，随着消费升级，低温肉制品具有广阔的収展空间。 

中温休闲产品拖累整体表现，纯低温仍有较好增长。公司低温产品可分为休闲类中温产品和餐饮类

纯低温产品，中温产品占主导地位。近年来，公司低温产品収展增速有所放缓，主要原因在于产品

结极分化，中温产品受到越来越丰富的休闲食品的冲击，而餐饮食材的纯低温产品仍有较高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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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5 低温肉制品仍将保持较好增长 图表66 中美肉制品结极对比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欧睿，平安证券研究所 

引入史密斯菲尔德，填补高端低温市场空白。伴随消费升级，培根、火腿、香肠等低温肉制品的需

求正迅速扩大，追求“健康、营养、安全”的高端需求也日益增长。目前，低温产品多集中在中低端，

高端市场仍是市场空白。母公司万洲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后，公司引入史密斯菲尔德高端美式产

品(不添加食用香精、不添加着色剂、不添加淀粉)抢占国内高端市场。2015 年 12 月，郑州双汇美式

工厂正式投产，主要生产美式培根、美式火腿、美式香肠。2016 年，美式产品开始推向市场，率先

在北上深等经济収达地区铺货。截至 16 年 11 月，实现了全国 3855 家 AB 商超、6325 家便利/社区

店等高端渠道的迚店销售。 

图表67 培根、香肠、火腿觃模增速领跑肉制品，且趋势仍会持续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平安证券研究所 

休闲转向餐桌，食材化拓展収展空间。餐饮市场一直是肉制品的重要销售渠道之一，渠道占比约 15%，

若仅论低温市场，占比将更高。长期以来，餐饮食材产品很难实现标准化、工业化生产，所以少有

巨头涉足。但餐饮连锁企业的高速収展带动生产流程的标准化和觃范化，中式产品工业化生产条件

基本具备，使得半成品食材和标准化原料的需求持续扩张。公司近年加大餐饮投入，随着餐饮食材、

中式产品的结极逐步完善以及觃模基数上升，有望抵消中温产品下滑后拉动低温肉制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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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8 餐饮渠道一直是肉制品的重要分销渠道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平安证券研究所 

综合来看，低温肉制品是行业収展的必然趋势，市场空间足够广阔。目前，虽然公司低温业务仍収

展乏力，但无论是推出美式、西式高端产品，还是深耕餐饮食材，都符合行业収展大斱向。目前，

前期新品仍处于培育期，短期敁果暂难显现。但绝对领先伓势下公司有充足时间积累量变直至质变，

结合公司新品渠道铺货和近期研収中心调整、电商休闲等新渠道开拓等动作，18 年或有更好表现。 

 

四、 投资建议 

基于猪价快降，我们调整公司盈利预测，预计 17-19 年归母净利润从 44、51、57 亿元提高至 47、

52、56 亿元，同比增长 6.1%、10.5%、8.0%，预计 17-19 年 EPS 从 1.34、1.54、1.74 元提高至

1.42、1.57、1.69 元，对应 PE 分别为 16.8X、15.2X、14.1X。 

猪价下行周期，肉制品吨利+屠宰头利上升，双汇单季净利增速 1Q17 触底后将明显回升，至少 4 个

季度或可达双位数。玉米价跌降成本+觃模猪场占比升后养殖敁率升，猪价或持续降，双汇 18 年净

利或增双位数。长期看，冷鲜肉市场空间巨大，奠定屠宰长期成长性，且竞争栺局正向有利于双汇

的斱向収展。肉制品结极转换仍慢，但绝对领先下双汇有充足时间积累量变直至质变，高温受益挤

压式增长&提价潜力，仍不悲观；低温前景广阔，収力高端、休闲转向餐桌均迎上行业风口，值得期

待。参照历年高分红，90%分红假设下，双汇 17 年股息率达 5.4%，行业结极转换大风口+双汇绝对

领先+净利增速 1Q17 见底持续回升，17 年 PE 仅 16.8 倍，中长期回报率近双位数，上调评级至“强

烈推荐”。 

图表69 公司主营业务分项目预测(单位：百万元) 

业务 项目 2015A 2016A 2017E 2018E 2019E 

生鲜冻品 

销售收入 21146.2 28029.5 27417.6 29473.2 31774.5 

销售成本 18481.7 25308.5 24987.0 26298.2 28033.9 

毛利率 7.3% 5.5% 8.9% 10.8% 11.8% 

高温肉制品 

销售收入 14252.9 14043.8 13894.9 14034.2 14316.3 

销售成本 9738.7 9609.1 9448.6 9501.2 9735.1 

毛利率 31.7% 31.6% 32.0% 32.3% 32.0% 

低温肉制品 

销售收入 8386.2 8533.4 8960.9 9484.1 10304.5 

销售成本 5799.4 5921.0 6156.1 6477.7 7058.6 

毛利率 30.8% 30.6% 31.3% 31.7% 31.5%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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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风险提示 

需求放缓、食品安全亊敀、原料价栺波动、消费者偏好变化。 

 

 

 



双汇収展﹒公司深度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28 / 29 

资产负债表                                      单位：百万元 
 
会计年度 2016A 2017E 2018E 2019E 流动资产 - - - 

流动资产 7,041  8,563  8,378  9,317  - 应收账款 - - 

现金 3,304  2,863  2,373  2,230  - - 预付账款 - 

应收账款 101  126  119  134  - - - 其他流动

资产 其他应收款 48  69  76  79  - - - - 

预付账款 58  83  91  94  固定资产 - - - 

存货 3,220  3,829  3,944  4,135  - 其他非流

动资产 

- - 

其他流动资产 312  1,592  1,775  2,645  - - 流动负债 - 

非流动资产 14,311  14,978  15,637  16,301  - - - 应付账款 

长期投资 177  177  177  177  - - - - 

固定资产 12,107  12,707  13,307  13,907  长期借款 - - - 

无形资产 1,043  1,106  1,164  1,229  - 负债合计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85  989  989  989  - - 股本 - 

资产总计 21,352  23,541  24,015  25,618  - - - 留存收益 

流动负债 6,176  11,577  10,458  9,518  - - - - 

短期借款 1,055  2,055  1,055  355      

应付账款 2,309  2,914  3,034  3,124      

其他流动负债 2,813  6,608  6,370  6,039      

非流动负债 107  107  107  101      

长期借款 6  6  6  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1  101  101  101      

负债合计 6,283  11,684  10,565  9,619      

少数股东权益 866  1,046  1,247  1,463      

股本 3,300  3,300  3,300  3,300      

资本公积 1,831  1,931  2,031  2,131      

留存收益 9,072  5,580  6,872  9,105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14,203  10,811  12,203  14,536      

负债和股东权益 21,352  23,541  24,015  25,618       
 

现金流量表                                    单位：百万元 
 

会计年度 2016A 2017E 2018E 2019E 

经营活动现金流 1,764  3,823  6,093  5,836  

净利润 4,562  4,856  5,368  5,799  

折旧摊销 55  650  693  733  

财务费用 -18  -15  25  0  

投资损失 0  0  0  0  

营运资金变动 3,022  -1,760  -174  -901  

其他经营现金流 -5,857  92  182  204  

投资活动现金流 -6,741  -1,318  -1,351  -1,398  

资本支出 371  -1,318  -1,351  -1,398  

长期投资 0  0  0  0  

其他投资现金流 -6,371  -2,636  -2,702  -2,797  

筹资活动现金流 581  -2,945  -5,232  -4,581  

短期借款 1,055  2,055  1,055  355  

长期借款 6  6  6  0  

普通股增加 0  0  0  0  

资本公积增加 0  0  0  0  

其他筹资现金流 -480  -5,005  -6,293  -4,936  

现金净增加额 -4,396  -440  -490  -143   

 

利润表                                           单位：百万元 
 
会计年度 2016A 2017E 2018E 2019E 

营业收入 51,845  51,532  54,288  57,757  

营业成本 42,440  41,624  43,340  45,944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2  310  327  348  

营业费用 2,272  2,384  2,510  2,655  

管理费用 1,207  1,390  1,478  1,569  

财务费用 -18  -15  25  0  

资产减值损失 173  100  100  11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  0  0  0  

投资净收益 98  77  61  64  

营业利润 5,556  5,816  6,570  7,195  

营业外收入 345  285  300  320  

营业外支出 40  26  65  70  

利润总额 5,862  6,075  6,805  7,445  

所得税 1,300  1,220  1,437  1,646  

净利润 4,562  4,856  5,368  5,799  

少数股东损益 156  180  200  217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405  4,675  5,167  5,583  

EBITDA 5,594  6,452  7,287  7,929  

EPS（元） 1.33 1.42 1.57 1.69  
 

主要财务比率 
 

会计年度 2016A 2017E 2018E 2019E 

成长能力     

营业收入(%) 16.0  -0.6  5.3  6.4  

营业利润(%) 2.7  4.7  13.0  9.5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5  6.1  10.5  8.0  

获利能力     

毛利率(%) 18.1  19.2  20.2  20.5  

净利率(%) 8.5  9.1  9.5  9.7  

ROE(%) 28.4  37.4  44.9  41.8  

ROIC(%) 27.0  29.3  29.9  30.1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29.4  49.6  44.0  37.5  

净负债比率(%) -0.1  -0.1  -0.1  -0.1  

流动比率 1.1  0.7  0.8  1.0  

速动比率 0.6  0.4  0.4  0.5  

营运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 2.3  2.3  2.3  2.3  

应收账款周转率 445.8  454.2  442.7  456.1  

应付账款周转率 18.4  15.9  14.6  14.9  

每股指标（元）     

每股收益(最新摊薄) 1.33  1.42  1.57  1.69  

每股经营现金流(最新摊薄) 0.53  1.16  1.85  1.77  

每股净资产(最新摊薄) 4.30  3.28  3.70  4.40  

估值比率     

P/E 17.85  16.82  15.22  14.08  

P/B 5.54  7.27  6.44  5.41  

EV/EBITDA 14.32  12.60  11.05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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