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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丝网印刷设备冠军，竞争优势显著 
迈为股份(300751) 
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设备冠军，产品力与市场份额优势显著  

公司是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工艺的龙头设备商。丝网印刷是电池生产工艺
提升和验证的重要环节。公司产品竞争力业内领先，国内增量市场份额居
首。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受益于电池技术持续升级，新增订单可期。创始
人团队稳定，布局锂电与半导体领域智能制造设备，战略方向明确。预计
公司 2018-20 年 EPS 为 3.32/5.17/5.91 元，PE 为 50/32/28 倍，给予 2019

年 33~35 倍 PE，目标价 170.0~180.0 元。首次覆盖，“增持”评级。 

 

收入规模快速上升，充足订单支撑持续成长 

2015-17 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291%/233%/38%，得益于：
1）下游客户对太阳能电池片降本增效的需求；2）公司产品性能领先、顺
应客户需求；3）新增订单快速上升，带来验收订单的增加。截至 18 年 6

月，公司在手订单合计 21.9 亿元。我们预计 19 年仍是电池扩产的大年，
公司新签订单规模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公司订单平均验收周期 9~10 个
月，我们认为 2019-20 年公司业绩有望持续成长。 

 

电池设备行业景气向上，预计 18-19 年需求合计 102~128 亿元 

经历 2018 年的短暂低谷后，全球光伏需求有望在 19-22 年持续回升。中
国光伏行业进入规模化稳定发展阶段，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占比全球第一。
新工艺电池产能扩张，PVI预计，19/20年全球PERC产能将继续增加 26/25 

GW，此后 PERC 需求见顶，N 型/TOPCon/HIT 等新型电池技术有望接力。
假设新增产能提前一年招标采购，我们预计，18-19 年电池生产设备新增
订单总量有望达到 102~128 亿元。 

 

迈为丝印设备业内领先，国内增量市场份额稳居第一 

丝网印刷工序是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工艺管理的核心。国际上主流的太阳能
电池丝网印刷设备商有 Baccini、ASYS、DEK，国产供应商有迈为股份、
科隆威。2014 年以来，迈为陆续突破二次印刷、双头双轨印刷、高速高精
软件控制等前沿技术，目前最高端的 FDL 产品性能已超过其他竞争对手。
2015-17 年公司在国内增量市场的份额分别为 26%/45%/73%。随着募投
项目达产和产品迭代升级，公司领先地位有望进一步巩固。 

 

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设备优势显著，首次覆盖，“增持”评级 

预计公司 18-20 年营业收入为 7.6/12.5/14.1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1.7/2.7/3.1

亿元，EPS 为 3.32/5.17/5.91 元，PE 为 50/32/28 倍。公司是太阳能电池
丝网印刷设备龙头，国内增量市场份额第一。公司受益于光伏行业降本增效
与电池技术更新迭代，在手订单充足，受益于电池技术持续升级，新增订单
可期。可比公司2019年PE估值的平均数为33.4倍。给予公司2019年33~35

倍 PE 估值，对应目标价 170.0~180.0 元。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光伏行业景气度大幅下滑；产业政策变化超出预期；新增订单
具有不确定性；市场竞争加剧；全球贸易环境恶化；技术替代风险；原材
料价格与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影响毛利率。 

 

 
 

  

总股本 (百万股) 52.00 

流通 A 股 (百万股) 13.00 

52 周内股价区间 (元) 81.62-167.90 

总市值 (百万元) 8,539 

总资产 (百万元) 1,966 

每股净资产 (元) 8.65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会计年度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营业收入 (百万元) 345.30 475.92 759.53 1,249 1,409 

+/-%  232.50 37.83 59.59 64.39 12.86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百万元) 107.03 130.90 172.44 268.73 307.16 

+/-%  366.85 22.30 31.74 55.83 14.30 

EPS (元，最新摊薄) 2.06 2.52 3.32 5.17 5.91 

PE (倍) 79.78 65.23 49.52 31.78 27.8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预测 

0

196

392

587

783

(24)

9

41

74

106

18/02 18/05 18/08 18/11

(万股)(%)

成交量(右轴) 迈为股份
沪深300

经营预测指标与估值 公司基本资料 

一年内股价走势图 

投资评级：增持（首次评级） 



 

公司研究/首次覆盖 | 2019 年 02 月 11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2 

 

正文目录 

迈为股份：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设备龙头 ......................................................................... 3 

引领丝印设备国产化，产品力持续突破 ..................................................................... 3 

收入快速增长，盈利能力良好 ................................................................................... 4 

在手订单充足，支撑业绩成长 ................................................................................... 5 

资产周转下行，有息负债占比低 ............................................................................... 6 

创始团队稳定，布局“智造”新领域 ........................................................................ 7 

募投项目提升订单交付能力 ....................................................................................... 8 

电池设备行业景气向上，预计 18-19 需求合计 102~128 亿元 .......................................... 9 

全球光伏需求持续回升，中国进入规模化稳定发展阶段 ........................................... 9 

降本增效叠加产能扩张，预计 18-19 年电池设备需求合计 102~128 亿元 .............. 10 

迈为丝印设备业内领先，国内增量市场份额稳居第一..................................................... 12 

首次覆盖，“增持”评级 .................................................................................................. 14 

核心假设：营收高增长，毛利率稳定，费用率下降，经营现金流稳定 ................... 14 

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设备龙头，首次覆盖，“增持”评级 ....................................... 17 

PE/PB - Bands ................................................................................................ 18 

风险提示 ......................................................................................................................... 19 

 
 



 

公司研究/首次覆盖 | 2019 年 02 月 11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3 

迈为股份：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设备龙头 
 

引领丝印设备国产化，产品力持续突破 

 

丝网印刷设备龙头。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主营产品为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生产线成套设

备，核心设备为全自动丝网印刷机，配套自动上片机、红外线干燥炉等设备。丝网印刷是

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的关键工序，是电池片产量、碎片率及转换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公司产品在二次印刷领域实现突破，大幅提高印刷精度，2017 年增量市场市占率超过 70%。

公司客户包括隆基、通威、天合、晶科、阿特斯等一流光伏企业。公司在手订单充足，未

来有望受益于光伏行业持续的技术升级与设备更新，具有良好的盈利持续性。 

 

图表1： 公司主营产品为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生产线成套设备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 公司引领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生产线成套设备国产化发展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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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快速增长，盈利能力良好 

 

收入规模快速增长。2015-17 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291%/233%/38%，得

益于：1）下游客户对太阳能电池片生产效率和性能提升的需求；2）公司的丝网印刷设备

性能领先、顺应客户需求；3）新增订单快速上升，带来验收订单的增加。2018 年 1-9 月，

公司营业收入达到 5.8 亿元，同比增长 58%，规模延续高增长。 

 

图表3： 2015 年以来公司收入规模延续高增长  图表4： 2015 年以来公司新增订单快速上升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盈利能力良好。2015-17 年，公司扣非净利润大幅增加，得益于：1）收入规模的上升；2）

较高毛利率（46%~52%）和净利率（22%~31%）。公司的丝网印刷机是太阳能电池片行

业较晚实现进口替代的重要设备，产品具有高附加值，加之公司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高

毛利率得以保持。2018 年 1-9 月毛利率有所下滑，主要是因为确认收入的订单中，外购

设备（烧结炉）占比较高、拉低整体毛利率。 

 

图表5： 2015-17 年，公司扣非净利润大幅增加  图表6： 2015 年以来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处于较高水平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7： 2015 年以来公司的期间费用率保持稳定  图表8： 2015 年以来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27

104

345

476

580
291.1

232.5

37.8
58.3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2014 2015 2016 2017 1-9M18

(%)(百万元)
营业总收入(百万元) 营业总收入yoy(%)

207

773

1,286
1,195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2015 2016 2017 1H18

(百万元)
新增订单（不含税）

22

116
127

87

137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15 2016 2017 1H18 1-9M18

(百万元)
扣非净利润(百万元)

50.2
46.9

52.4
48.8

40.9

0.5

22.1

31.0
27.2

24.2

0

10

20

30

40

50

60

2014 2015 2016 2017 1-9M18

(%)
毛利率(%) 净利率(%)

9.6

2.5

8.6
7.0 6.2

35.4

12.6 12.8 11.9
8.8

(10)

0

10

20

30

40

2014 2015 2016 2017 1-9M18

(%)
销售费用率(%) 管理费用率(%)

财务费用率(%)

6.2

15.9

29.6

25.2
6.0

4.6

6.2

4.3

0

1

2

3

4

5

6

7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15 2016 2017 1-9M18

(%)(百万元) 研发费用(百万元) 研发费用率(%)



 

公司研究/首次覆盖 | 2019 年 02 月 11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5 

在手订单充足，支撑业绩成长 

 

在手订单充足，支撑业绩成长。2015 年以来，公司预收款项和存货的发出商品快速上升，

与新增订单和营业收入规模的增加较为匹配。截至 2018 年 9 月，公司预收款项为 8.06 亿

元，相比同年 6 月变化不大，我们推测，主要受到国内光伏“5.31 政策”短期影响，导致

新增订单较少。公司披露，截至 18 年 6 月，待验收订单合计为 21.9 亿元，其中 17 年与

18 上半年签订的订单分别为 9.6 亿元和 11.9 亿元，参考公司的结算模式和验收周期，我

们预计，这些在手订单有望在 2018-19 年陆续完成收入确认，支撑公司业绩保持增长。 

 

图表9： 2015 年以来公司预收款项与发出商品上升  图表10： 截至 18 年 6 月，公司在手订单合计 21.9 亿元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财务数据隐含在手订单与预期收入。公司主要采用“预收款-发货款-验收款-质保金”的结

算模式和“设备验收后确认收入”的会计政策。资产负债表中，预收款项科目包含订单验

收前的客户预付款与发货款，存货的发出商品科目包含所有发至客户现场等待验收的设备。 

 

图表11： 公司采用“预收款-发货款-验收款-质保金”的结算模式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平均验收周期逐年拉长。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2015-17 年，公司订单的平均验收周期分

别为 4~5 个月、7~8 个月、9~10 个月，主要是受到电池片生产工艺与丝网印刷工艺的复

杂程度增加以及现场安装调试的资深工程师相对紧张等因素影响。18 年 1~6 月，公司资

深调试安装工程师人员大幅扩张，平均验收周期仍为 9~10 个月，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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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2016-17 年公司订单中用于 PERC/N 型电池的比例和二次印刷工艺的比例增加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产周转下行，有息负债占比低 

 

总资产与存货周转率较低，应收周转率较高。2015-17 年以及 18 上半年，公司总资产周

转率与存货周转率整体上为下降趋势，主要受到订单规模上升、验收周期延长的双重影响。

公司的应收周转率（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保持在较高水平，公司主要客户为光伏行业优

质大中型企业，在 2016 年光伏行业复苏、企业现金流改善后，大部分客户能够在信用期

内按合同约定付款。 

 

图表13： 2015 年以来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  图表14： 2015 年以来公司存货周转率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5： 2015 年以来公司应收票据及账款规模持续上升  图表16： 应收账款账期集中在 1 年以内以及 1-2 年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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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息负债率占比低。2015 年以来，公司资产负债率逐年走高，18 年中和三季末分别达到

77.6%和 77.1%，主要是新增订单大幅增加后带来预收款项的增加。剔除预收款项后资产

负债率基本稳定在 30~36%的区间内，属于较为合理的范围。公司的有息负债规模相对较

低，以短期借款为主，没有长期借款。截至 18 年三季末，短期借款为 1.66 亿元，占总负

债比例为 11%。 

 

图表17： 剔除预收款项后，公司资产负债率稳定在 30~36%之间  图表18： 公司负债主要为经营性负债，有息负债占比较低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创始团队稳定，布局“智造”新领域 

 

创始人团队稳定。2009 年，公司初创团队成立，其中，周剑负责销售和太阳能工艺，王

正根负责供应链和生产，施政辉负责机械设计，连建军负责电气和软件控制。截至 2018

年 11 月 9 日，公司初创团队的 4 位核心成员合计持股 39.48%。周剑与王正根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自 02 年开始合作，已形成一致的工作方式与经营理念。施政辉与

连建军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负责机械/电气/软件研发团队。公司管理团队较为稳定，有

利于公司在智能制造设备领域的长期稳定发展。 

 

图表19： 截至 2018 年 11 月 9 日，初创团队成员合计持股 39.48%，实际控制人合计持股 36.02%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布局智能制造新领域。公司下辖 5 家全资/控股子公司。其中迈为自动化与迈迅智能主营

业务围绕上市公司现有产品，从事外购设备的采购、成套设备的销售与配套软件的开发。

迈展自动化主要从事锂电设备的研发，迈进自动化主要从事晶圆切割、光伏激光设备的研

发，迈恒科技从事 OLED 激光切割设备的研发。公司基于自动化智能装备在电气布置、机

械装配等方面的相通性，横向布局动力电池/半导体等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新领域，纵向延

伸光伏生产新工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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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 公司横向布局动力电池与半导体领域，纵向延伸太阳能电池生产新工艺 

项目名称 应用领域 立项背景 进展 承担主体 

锂电全自动卷绕机 锂电 方形动力卷绕机是电芯制造核心设备 样机调试 迈展自动化 

晶圆切割机 半导体 晶圆划片领域基本由日本设备供应商垄断 样机调试 迈进自动化 

双轨激光 SE 光伏 激光技术制作 SE 电池可实现低成本投入、高效率产出 研发 迈进自动化 

双轨激光开槽 PERC 光伏 激光开槽技术以离线为主，增加人工和设备成本，效率低 样机调试结束 迈进自动化 

叠瓦组件激光切割设备 光伏 叠瓦技术组件可多放置 13%以上电池片，采用工艺为高脉冲激光器 研发 迈进自动化 

自动银浆检测和供给系统 光伏 丝网印刷线目前还没有银浆状态监控和自动添加的设备，主要依靠人工观察 研发 迈为股份 

双刮刀印刷生产线 光伏 在双头双轨印刷线基础上，创新刮刀结构，取消回墨 研发 迈为股份 

叠瓦组件印刷设备 光伏 钢片网板相对于传统的丝网更有寿命和成本的优势 样机调试结束 迈为股份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募投项目提升订单交付能力 

 

IPO 募投项目达产后有望增加年收入 7.41 亿元。公司 IPO 募资净额 6.61 亿元，拟用于产

能扩建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测算，扩产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新增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 3.51

亿元，每年增加折旧摊销 0.22 亿元，销售收入 7.41 亿元，净利润 1.74 亿元，分别相当

于 2017 年营业收入的 156%和 133%。 

 

图表21： 公司拟投入 4.31 亿元扩充丝网印刷设备产能，达产后将新增销售收入 7.41 亿元、净利润 1.74 亿元 

 投产第一年 投产第二年 

达产率 85% 100% 

新增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 351 - 

新增折旧摊销 22 22 

新增销售收入(不含税) 630 741 

新增净利润 148 174 

净利率 24% 24%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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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设备行业景气向上，预计 18-19 需求合计 102~128 亿元 
 

全球光伏需求持续回升，中国进入规模化稳定发展阶段 

 

经历短暂低谷后，2019-22 年全球光伏需求有望持续回升。根据 PVI 统计，2017 年全球

光伏需求（新增装机容量）为 106 GW，其中中国占比 49%；2018 年，受到中美日三国

需求衰退以及贸易摩擦的影响，PVI 预计 2018 年全球总需求为 88 GW。随着供需结构优

化（落后产能出清/技术升级推动降本），PVI 预计 2019-22 年全球光伏需求有望持续增长，

其中 2019 年或将再次突破 100 GW。 

 

图表22： 经历短暂低谷后，2019-22 年全球光伏需求（新增装机容量）有望持续回升 

 

资料来源：PV InfoLink、IEA PVPS、华泰证券研究所 

 

中国光伏行业进入规模化稳定发展阶段。中国光伏行业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1）2007 年

之前，初期示范发展阶段；2）2007-10 年，市场化建立阶段；3）2011-13 年，产业调整

阶段；4）2014 年下半年至今，规模化稳定发展阶段。2008-18 年，中国光伏累计装机容

量由 0.2 GW 提升至 174 GW，占全球累计装机容量比例由 1.22%提升至 35%。PVI 预计，

2019 年中国光伏装机量有望新增 42.6 GW，届时累计装机量占全球比例将达到 35.6%。 

 

图表23： 2008-17 年中国光伏累计装机容量占全球比例逐年上升 

 

资料来源：PV InfoLink、IEA PVPS、华泰证券研究所 

 

2017 年中国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占比第一。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CPIA）的统计，

2017 年中国光伏产业各环节产业规模占比均保持世界第一，其中多晶硅为 54.8%、硅片

为 87.2%、电池片为 69%、组件为 71%、新增装机为 52%（略高于前文 PVI 的统计结果）。

中国自 2015 年实施“领跑者”计划，大幅提升光伏电池和组件的制造应用水平，有望保

持全球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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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 2015-18 年，中国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逐年上升  图表25： 2015-17 年，中国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量的全球份额稳定 

 

 

 

资料来源：CPIA、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PIA、华泰证券研究所 

 

降本增效叠加产能扩张，预计 18-19 年电池设备需求合计 102~128 亿元 

 

产业链降本增效，利好高性能生产设备需求。从 2011 年以来的价格数据可以看出，长期

来看，光伏产业链各环节（硅片/电池片/组件）价格处于下行通道，是光伏发电成本下降

的必备条件；短期来看，由于供需关系的影响，部分品种价格稳中有升，但涨价的持续时

间通常不超过半年。随着光伏补贴下调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光伏企业通过布局高效电池、

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应对盈利空间下滑。我们认为，这将对高效生产设备的需求形成利好。 

 

图表26： 2011 年以来光伏级多晶硅价格持续下行  图表27： 2011 年以来多晶硅片和单晶硅片价格持续下行 

 

 

 

资料来源：PV InfoLink、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 InfoLink、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8： 2011 年以来太阳能电池价格持续下行  图表29： 2011 年以来晶硅/薄膜光伏组件价格持续下行 

 

 

 

资料来源：PV InfoLink、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 InfoLink、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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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0： 中国光伏电池转换效率持续突破：2014-18 年单晶电池每年提升 0.6 pct，多晶电池 0.4 pct 

 

资料来源：CPIA、华泰证券研究所 

 

新工艺电池产能扩张，预计 19/20 年全球 PERC 产能将继续增加 26/25 GW。PVI 2018

年 11月的报告预计，全球PERC产能将由 2017年的 33.6 GW 增加至 2018年的 66.7 GW，

2019-20 年光伏厂商将持续升级已有常规产线至 PERC 产线，PERC 新增产能将分别达到

26 GW 和 25 GW；此后，PERC 转换效率提升接近峰值，而 N 型/TOPCon/HJT 等新型

电池产能有望形成接力。 

 

图表31： 2017-2023 年全球 PERC 电池产能预估  图表32： 预计 2018-20 年为 PERC 扩产高峰，此后新工艺电池接力 

 

 

 

资料来源：PV InfoLink、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 InfoLink、华泰证券研究所 

 

预计 2018-19年光伏电池生产设备市场规模合计为 102~128亿元。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

光伏设备产业链中，硅片/电池/组件三个环节生产设备的市场空间比例约为 1:2:1，2017

年国内光伏设备市场规模约为 150 亿元，即电池生产设备的市场规模约为 75 亿元。根据

产业调研数据，电池 1 GW 产线中设备价值量约为 2.0~2.5 亿元。假设新增产能需要提前

一年进行招标采购，我们预计，2018-19 年电池生产设备的市场规模分别为 52~65 亿元、

50~63 亿元，两年合计 102~128 亿元。 

 

图表33： 预计 2018-19 年光伏电池生产设备市场规模合计为 102~128 亿元 

 

资料来源：PV InfoLink、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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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为丝印设备业内领先，国内增量市场份额稳居第一 
 

丝网印刷是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关键环节。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文章《太阳能电池片科普系

列—丝网印刷篇》显示，丝网印刷工序是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工艺管理的核心，是工艺提升

和验证的主要承担者。银浆是生产过程中价格最昂贵的辅料之一，丝网印刷由于高可控性，

可大幅降低银浆消耗量，且生产厂家可实现精细化预估。 

 

图表34： 带二次印刷功能的丝网印刷工艺流程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全球主流供应商。国际上主流的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设备商有 Baccini 公司、德国 ASYS

公司和英国 DEK 公司。国内丝网印刷设备技术渐趋成熟，供应商有迈为股份、科隆威。 

 

图表35： 除迈为以外，其他全球主流丝印设备供应商 

品牌 地区 简介 

Baccini 意大利 Applied Materials 旗下光伏电池设备品牌。08 年 AMAT 花费 3.3 亿美元

收购 Baccini 公司。 

ASYS 德国 成立于 1992 年，是电子设备、太阳能设备和生命科学设备的领先供应商，

其丝网印刷产线主要有 Alignus 和 AIRON 两个系列 

DEK 英国 ASM 旗下印刷解决方案部门，印刷机解决方案有 NeoHorizon 和 Galaxy

两个系列 

科隆威 中国东莞 成立于 2003 年，中港合资企业，2016 年销售收入 2.8 亿元，成套设备

年产能达到 80 套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迈为产品性能与技术实力实现赶超。2014 年以前，中国光伏产业丝网印刷设备主要依赖

于进口供应商。2014 年以后，迈为陆续在二次印刷、双头双轨印刷、高速高精软件控制

等前沿技术上实现自主突破，具备与国外厂商角逐市场的实力。迈为目前最高端的 FDL

产品性能已超过 Baccini，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图表36： 迈为的丝网印刷设备性能领先于竞争对手产品 

 迈为股份 Baccini ASYS 科隆威 

单台设备产能 双轨 5,500 片/小时 双轨 5,000 片/小时 5,400 片/小时 3,600 片/小时 

碎片率 <0.1% <0.2% <0.2% - 

印刷精度 ±5 μm ±6.25 μm ±12.5 μm - 

二次印刷技术 有 有 有 有 

高精度栅线印刷定位 有 有 有 有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ASYS 官网、科隆威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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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年迈为在增量市场订单份额连续两年保持首位。公司的丝网印刷设备已经得到市场

的高度认可，与天合、晶科、阿特斯、隆基等主流光伏企业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公司招股

说明书数据显示， 2015-17 年公司在国内光伏丝印设备增量市场的份额分别为

26%/45%/73%，16-17 年连续两年占据增量市场份额首位。我们预计，随着公司募投项

目达产和产品迭代升级，公司交付能力和技术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巩固公司在丝

网印刷设备领域的优势地位，公司市占率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 

 

图表37： 2015-17 年公司在国内光伏丝印设备增量市场的份额分别为 26%/45%/73% 

 2015 2016 2017 

丝网印刷成套设备增量市场数量(条) 146 255 263 

丝网印刷成套设备增量市场 YoY - 75% 3% 

增量市场金额(百万元) 700 1,350 1,600 

公司订单中成套设备条数 38 115 191 

公司订单中成套设备金额(百万元) 200 600 1100 

公司市占率 26% 45% 73%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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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覆盖，“增持”评级 
 

核心假设：营收高增长，毛利率稳定，费用率下降，经营现金流稳定 

 

预计 2018-20 年营业收入为 7.6/12.5/14.1 亿元，同比增速为 59.6%/64.4%/12.9%。我们

对公司营业收入的预测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判断： 

 

1） 在手订单充足：截至 18 年 6 月，公司待验收订单为 21.9 亿元，其中 17 年与 18 上半

年签订的订单分别为 9.6 亿元和 11.9 亿元，参考公司的结算模式和验收周期，我们预

计，这些订单有望在 18-19 年陆续完成收入确认； 

 

2） 新增订单可期：光伏行业降本增效叠加产能扩张利好设备需求。PVI 预计，18-20 年

全球 PERC 电池新增产能为 33/26/25 GW，N 型/TOPCon/HJT 等新型电池产能有望

在 21 年以后形成接力，为 18-20 年带来全行业增量订单（假设投产前 1 年招标）。丝

网印刷是光伏电池生产必备的关键环节，持续受益于新型电池的产能扩张。随着公司

募投项目达产和产品迭代升级，公司交付能力和技术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公司在

增量市场市占率有望保持在 70-80%的较高水平； 

 

3） 验收周期稳定：17 年及 18 年 1-6 月，公司订单的平均验收周期为 9~10 个月。考虑

到新型电池工艺趋于稳定、公司丝网印刷产品成熟、资深调试安装人员大幅扩张，我

们预计 18-20 年公司订单的平均验收周期也将保持稳定。 

 

图表38： 迈为股份订单与收入预测模型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期末在手订单 117 545 1,355 2,095 2,247 2,200 2,240 

验收订单 104 345 476 760 1,249 1,447 1,560 

验收订单/在手订单 89% 63% 35% 36% 56% 66% 70% 

新增订单 207 773 1,286 1,463 1,406 1,575 1,969 

电池生产设备市场规模 - - - 6,500 6,250 7,000 8,750 

丝网印刷设备市场规模 - - - 1,950 1,875 2,100 2,625 

公司新增订单市占率 26% 45% 73% 75% 75% 75% 75% 

营业收入 104 345 476 760 1,249 1,409 1,566 

营业收入 YoY 291.1% 232.5% 37.8% 59.6% 64.4% 12.9% 11.1%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单位：订单/市场规模/收入为“百万元” 

 

预计 2018-20 年营业成本为 4.2/7.0/7.9 亿元，毛利率为 44.1%/43.2%/43.2%。公司营业

成本可分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以及募投项目新增的折旧摊销，2015-17 年

及 18 年 1-6 月的营业成本构成中，直接材料占比为 87%/87%/90%/91%，直接人工占比

为 5%/3%/4%/3%，制造费用占比为 8%/10%/6%/6%。我们依据如下条件建立营业成本与

毛利率的预测模型以及毛利率敏感性分析： 

 

1） 直接材料与制造费用与收入同步增长：15-17 年及 18 年 1-6 月，每条成套设备的直接

材料成本为 2.43/2.28/2.48/2.96 万元，制造费用为 0.22/0.26/0.19/0.21 万元。直接材

料中电气和机械标准件属于通用部件，市场结构稳定，供给充足。机加物料是制造费

用的主要构成部分，机加车间生产工艺调整和产量增加可以降低单位消耗机加物料的

金额和比重。假设 18-20 年两项平均成本保持稳定； 

 

2） 人工成本增速略高于收入增速：考虑到生产工人工资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假设 18-20

年每条成套设备的人工成本年均增长 5%； 

 

3） 募投项目新增折旧摊销：参考公司招股说明书测算的折旧摊销额、项目建设期以及环

评通过日期，预计募投项目 19 年投产，新增设备折旧 987 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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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利率敏感性分析：产品均价对毛利率的影响高于原材料均价的影响，产品均价下降

对毛利率的影响高于均价上升的影响。 

 

图表39： 迈为股份营业成本与毛利率预测模型 

 2015 2016 2017 1H18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营业成本(百万元) 55 164 244 202 424 709 800 890 

直接材料 48 143 220 184 383 629 710 789 

人工成本 3 6 9 7 15 25 30 35 

制造费用 4 16 15 12 27 45 50 56 

新增设备折旧 - - - - - 10 10 10 

综合毛利率(%) 46.9 52.4 48.8 43.3 44.1 43.2 43.2 43.2 

单条成套设备成本(万元) 2.78 2.63 2.78 3.29 3.28 3.29 3.30 3.30 

直接材料 2.43 2.28 2.48 2.96 2.96 2.96 2.96 2.96 

人工成本 0.13 0.09 0.11 0.12 0.11 0.12 0.12 0.13 

制造费用 0.22 0.26 0.19 0.21 0.21 0.21 0.21 0.21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40： 毛利率敏感性分析 

2018 年毛利率 

原材料均价变动率 

-10% -5% 0% 5% 10% 

产品均价变动率 -10% 43.5 40.7 37.9 35.1 32.3 

-5% 46.5 43.8 41.2 38.5 35.9 

0% 49.2 46.6 44.1 41.6 39.1 

5% 51.6 49.2 46.8 44.4 42.0 

10% 53.8 51.5 49.2 46.9 44.6 

       

2019 年毛利率 

原材料均价变动率 

-10% -5% 0% 5% 10% 

产品均价变动率 -10% 42.5 39.7 36.9 34.1 31.3 

-5% 45.5 42.9 40.2 37.6 34.9 

0% 48.3 45.7 43.2 40.7 38.2 

5% 50.7 48.3 45.9 43.5 41.1 

10% 53.0 50.7 48.4 46.1 43.8 

       

2020 年毛利率 

原材料均价变动率 

-10% -5% 0% 5% 10% 

产品均价变动率 -10% 42.5 39.7 36.9 34.1 31.3 

-5% 45.5 42.9 40.2 37.6 34.9 

0% 48.3 45.7 43.2 40.7 38.2 

5% 50.7 48.3 45.9 43.5 41.1 

10% 53.0 50.7 48.4 46.1 43.8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预计 2018-20 年期间费用率为 16.2%/16.7%/16.4%。我们认为，公司正处于成长期，部

分销售管理费用将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而同步增长，但费用率整体保持稳中有降的趋势： 

 

1） 销售费用率稳步下降：销售费用构成中，人员费用占比最高，预计人员费用随销售及

售后服务人员数量增长而增长；随着公司品牌力的提升，采取外部销售顾问的销售方

式逐渐减少，销售佣金占比有望降低； 

 

2） 管理费用率短暂上升：随着公司业务规模增长，管理精细化程度提高，管理人员数量

或将较快增长，带动人员费用的增长；我们预计公司募投项目将于 19 年投产，新增

折旧摊销导致 19 年管理费用率上升，但随着收入上升，20 年管理费用率有望降低； 

 

3） 研发费用率或不低于 5%：公司产品的领先优势得益于多年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光伏

行业降本增效和技术升级需求，也要求设备商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同时，公司正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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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局前道激光刻蚀设备、锂电设备等领域；我们预计 18-20 年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或将不低于 5%； 

 

4） 财务费用率保持平稳：公司有息负债主要是短期负债，且规模不大，利息支出占比较

低。随着公司出口业务占比下降，汇兑损失影响有望减弱。我们预计 18-20 年财务费

用率仍将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图表41： 迈为股份期间费用率假设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销售费用率 2.52% 8.61% 6.97% 5.99% 5.46% 5.38% 5.32% 

管理费用率 6.59% 8.23% 5.68% 5.09% 6.21% 5.93% 5.71% 

研发费用率 6.00% 4.61% 6.23% 5.00% 5.00% 5.00% 5.00% 

财务费用率 1.10% -1.09% 4.00% 0.08% 0.06% 0.08% 0.15% 

期间费用率 16.21% 20.36% 22.88% 16.15% 16.73% 16.39% 16.18%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预计 2018-20 年经营现金流持续增长。基于盈利预测以及如下四个假设，以间接法估算公

司 18-20 年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1） 存货跟随在手订单同步增长：15-17 年，公司存货中发出商品比例达到 70%，在产品、

产成品与发出商品的占比之和达到 90%，我们认为存货与在手订单规模关联程度较高。

我们测算，15-17年末以及 18年 6月末存货占在手订单的比例为 59%/53%/43%/41%，

随着 17 年后订单验收周期趋于稳定，前述比例也趋于稳定。假设 18-20 年存货占在

手订单的比例均为 40%，推算存货周转率为 0.61/0.83/0.87 次，公司交付能力有望逐

步提升； 

 

图表42： 迈为股份存货假设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存货(百万元) 69 286 579 823 886 952 1,114 

存货/在手订单(%) 58.96 52.56 42.74 40 40 40 40 

存货周转率(次) 1.21 0.92 0.56 0.61 0.83 0.87 0.86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2） 应收票据与账款跟随营业收入同步增长：15-17 年，公司应收票据及账款规模持续上

升，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在 28%~53%的范围内波动。在行业景气度不出现大幅恶化的

前提下，大部分客户能够在信用期内按合同约定付款，假设 18-20 年应收票据及账款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保持在 35~40%之间，推算应收周转率为 2.91/3.37/2.82 次； 

 

图表43： 迈为股份应收票据及账款假设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应收票据及账款(百万元) 54 98 217 304 437 564 626 

应收周转率(次) 2.69 4.54 3.02 2.91 3.37 2.82 2.63 

应收/营业收入(%) 52.46 28.28 45.68 40.00 35.00 40.00 40.00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3） 应付票据及账款跟随在手订单增长：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带动原材料采购规模快

速增长，供应商逐步放宽信用政策。15-17 年，原材料采购规模占新增订单的比例为

45%/48%/41%，较为稳定，应付票据及账款占采购金额的比例为 51%/24%/48%。在

新增订单规模与供应商信用政策趋于稳定的前提下，假设 18-20 年应付票据及账款占

采购金额的比例为 50%，推算应付周转率为 1.47/2.17/2.3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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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4： 迈为股份应付票据及账款假设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应付票据及账款(百万元) 46 91 255 322 330 347 390 

应付周转率(次) 1.91 2.40 1.41 1.47 2.17 2.36 2.42 

原材料采购金额(百万元) 92 374 529 644 661 693 866 

采购/新增订单(%) 44.52 48.34 41.17 44 47 44 44 

应付/采购(%) 50.53 24.22 48.21 50 50 50 45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4） 预收款项跟随在手订单增长：公司预收款项包含订单预付款与发货款，占订单总金额

的比例分别为 20~30%与 30~50%。15-17 年，预收款项占在手订单的比例在 25~43%

的范围内波动。在期末在手订单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假设 18-20 年预收款项占在手订

单的比例均为 30%； 

 

图表45： 迈为股份预收款项假设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预收款项(百万元) 30 234 441 617 665 714 835 

预收款项/在手订单(%) 25.41 42.92 32.51 30.00 30.00 30.00 30.00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46： 迈为股份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测算（间接法） 

单位：百万元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21E 

净利润 107.03 129.68 172.03 269.05 307.96 344.65 

+ 存货的减少 -217.33 -292.59 -244.04 -63.07 -66.32 -161.25 

  应收票据与账款的减少 -43.18 -119.72 -86.43 -133.19 -126.68 -62.57 

  其他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18.59 -47.23 -71.19 -29.07 -49.36 -39.55 

  预收款项的增加 204.15 206.56 176.82 47.30 49.74 120.94 

  应付票据与账款的增加 44.04 164.70 66.55 8.72 16.03 43.31 

  其他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25.58 -21.51 25.01 2.00 2.00 2.00 

  折旧和摊销 1.94 2.97 8.75 21.54 25.00 25.00 

  财务费用 -4.01 21.50 0.58 0.77 1.13 2.45 

  其他 10.89 -9.52 -6.08 1.51 -0.32 -0.29 

间接法-经营现金流 97.46 27.50 42.00 125.56 159.19 274.68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其他”包括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处置损失/投资损失/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假设产能扩建项目于 18-19 年进行投资。根据公司 IPO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投资进度，我

们假设产能扩建项目分别于 18 年和 19 年投资 3.07 亿元和 1.25 亿元。 

 

图表47： 公司 IPO 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投资进度 

  第一年 第二年 

年产双头双轨、单头单轨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线各 50 条 431 307 125 

补充流动资金 230 230  

合计 661 537 125 

资料来源：迈为股份招股说明书、华泰证券研究所；单位：百万元 

 

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设备龙头，首次覆盖，“增持”评级 

 

我们预计公司 2018-20年营业收入为 7.6/12.5/14.1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1.7/2.7/3.1亿元，

EPS 为 3.32/5.17/5.91 元，PE 为 50/32/28 倍。公司是太阳能电池丝网印刷设备龙头，国

内增量市场份额第一。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受益于光伏行业降本增效与电池技术更新迭代，

新增订单可期。可比公司 2019 年 PE 估值的平均数为 33.4 倍。给予公司 2019 年 33~35

倍 PE 估值，对应目标价 170.0~180.0 元。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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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8： 可比公司估值（数据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11 日） 

        EPS(元) PE(x) 净利润 

代码 名称 预测来源 市值(亿元)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CAGR(%) 

300724 捷佳伟创 华泰证券 111.01 0.79 0.96 1.30 1.63 43.70 36.32 26.63 21.23 27.20 

300316 晶盛机电 Wind 149.66 0.30 0.50 0.62 0.75 38.71 23.29 18.78 15.48 35.74 

300757 罗博特科 Wind 58.99 1.09 1.35 1.88 2.51 67.87 54.69 39.21 29.41 32.14 

002371 北方华创 Wind 223.96 0.27 0.54 0.84 1.21 178.30 90.58 58.01 40.48 63.92 

300450 先导智能 Wind 284.42 0.61 0.95 1.32 1.67 52.92 33.95 24.45 19.28 40.02 

 平均数  165.61 0.61 0.86 1.19 1.56 76.30 47.77 33.42 25.18 38.80 

300751 迈为股份 华泰证券 85.39 2.52 3.32 5.17 5.91 65.23 49.52 31.78 27.80 32.89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PE/PB - Bands 

图表49： 迈为股份历史 PE-Bands  图表50： 迈为股份历史 PB-Bands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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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光伏行业景气度大幅下滑。在光伏行业整体不景气时，可能会导致行业投资信心不足，招

标订单急剧减少，存量订单也可能出现验收周期大幅延长的情形。同时，部分下游客户开

工率较低或处于停产状态，资金状况恶化，可能会推迟货款的支付，使得公司无法按照合

同约定在正常期限内回收货款。 

 

产业政策变化超出预期。现阶段，光伏的发电成本和上网电价仍高于常规能源，光伏行业

发展依然需要政府政策及相应补贴的扶持。光伏发电上网电价以及补贴的持续下降将倒逼

电站系统成本的下降，进而促进制造成本的进一步下降。若未来国内产业政策变化超出预

期，补贴下降的幅度高于光伏制造成本及系统成本下降的幅度，将对市场需求和行业景气

度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公司新签订单及经营业务或将出现大幅下滑。 

 

新增订单具有不确定性。我们预计 2019-20 年仍是光伏厂商升级至 PERC 产线的高峰期，

此后 N 型/TOPCon/HJT 等新型电池产能有望形成接力。但新电池技术成熟与规模化应用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此也将带来设备领域新增订单的不确定性。如果新技术应用缓慢，

公司中长期的业绩增速或将受到不利影响。 

 

市场竞争加剧。太阳能电池设备行业良好的市场前景以及投资收益预期将会吸引众多投资

者进入该行业，使得行业规模不断扩大，加剧行业内企业竞争。如果公司不能持续进行技

术创新，不能洞悉行业发展趋势、适应市场需求、不断研发推出具有差异化特征的产品从

而提升附加值，公司将可能失去领先优势，进而面临市场份额下降甚至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全球贸易环境恶化。目前，暂无国家和地区对光伏设备征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亦不存

在有关光伏设备的贸易摩擦。欧美印度等国政策转变和监管具有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电池组件企业的境外产能扩建，进而影响公司外销订单的取得。未来公司若无法拓展

境外市场的出口，或者受贸易摩擦的影响，电池生产企业海外扩张计划出现延迟和停滞，

公司出口业务将存在持续下滑的风险，对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技术替代风险。太阳能光伏电池分为晶硅电池和薄膜电池。目前晶硅电池份额在 80%以上，

具备较高的光电转换效率、较低的衰减率及充足的原材料供应。如果未来薄膜电池技术得

到显著改进，市场份额扩大，将影响晶硅电池的市场需求，进而影响公司的设备需求。此

外，风能、核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也会对光伏产业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 

 

原材料价格与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影响毛利率。公司产品的原材料包括标准件（电气标准件、

机械标准件）、非标准件（机架类、机加件及机加半成品）、外购设备、辅料及其他。其中

2015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标准件占采购总额的比例为 58.9%/53.6%/54.5%/49.5%，外

购设备占比为 24.9%/27.9%/28.5%/34.7%。根据图表 40 的毛利率敏感性分析，当产品均

价不变、原材料均价波动达到 10%时，毛利率变化在 5 pct 左右；当原材料均价不变、产

品均价波动达到 10%时，毛利率变化亦然。如果预测期这两项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将影响

公司的综合毛利率，进而影响最终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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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会计年度 (百万元)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流动资产 588.32 1,067 1,903 2,132 2,509 

现金 164.02 183.16 617.48 621.03 755.10 

应收账款 97.66 217.38 303.81 437.00 563.68 

其他应收账款 13.01 2.31 23.01 18.61 28.36 

预付账款 3.60 12.96 34.19 69.63 109.64 

存货 286.48 578.89 823.11 886.18 952.50 

其他流动资产 23.56 72.09 101.58 100.00 100.00 

非流动资产 35.68 54.75 279.89 379.95 379.24 

长期投资 0.00 0.00 0.00 0.00 0.00 

固定投资 12.20 13.86 215.91 320.25 323.82 

无形资产 14.97 15.09 34.58 30.70 26.82 

其他非流动资产 8.51 25.80 29.40 29.00 28.60 

资产总计 624.00 1,122 2,183 2,512 2,889 

流动负债 408.58 799.61 1,030 1,106 1,202 

短期借款 44.82 88.00 50.00 68.00 96.00 

应付账款 90.50 255.20 321.75 330.47 346.50 

其他流动负债 273.26 456.41 658.33 707.63 759.38 

非流动负债 10.48 11.99 9.83 11.34 11.03 

长期借款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48 11.99 9.83 11.34 11.03 

负债合计 419.06 811.61 1,040 1,117 1,213 

少数股东权益 0.30 (0.59) (1.00) (0.68) (0.31) 

股本 39.00 39.00 52.00 52.00 52.00 

资本公积 63.90 63.90 712.08 712.08 712.08 

留存公积 101.74 207.63 380.08 631.56 911.85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204.63 310.53 1,144 1,396 1,676 

负债和股东权益 624.00 1,122 2,183 2,512 2,889  

 

 
会计年度 (百万元)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营业收入 345.30 475.92 759.53 1,249 1,409 

营业成本 164.29 243.54 424.47 708.85 800.18 

营业税金及附加 5.12 2.91 4.56 7.49 8.46 

营业费用 29.74 33.18 45.51 68.23 75.85 

管理费用 28.43 27.05 76.61 139.94 153.97 

财务费用 (3.75) 19.02 0.58 0.77 1.64 

资产减值损失 6.32 (0.89) 7.00 7.00 7.0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净收益 0.04 0.00 0.00 0.00 0.00 

营业利润 101.29 150.49 200.80 316.30 362.10 

营业外收入 28.31 3.21 4.00 4.00 4.00 

营业外支出 0.56 0.00 0.00 0.00 0.00 

利润总额 129.04 153.71 204.80 320.30 366.10 

所得税 22.01 24.03 32.77 51.25 58.58 

净利润 107.03 129.68 172.03 269.05 307.53 

少数股东损益 0.00 (1.21) (0.41) 0.32 0.37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07.03 130.90 172.44 268.73 307.16 

EBITDA 99.48 172.48 210.13 338.61 389.45 

EPS (元，基本) 2.74 3.36 3.32 5.17 5.91  

 

主要财务比率  
会计年度 (%)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成长能力      

营业收入 232.50 37.83 59.59 64.39 12.86 

营业利润 315.46 48.58 33.43 57.52 14.48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66.85 22.30 31.74 55.83 14.30 

获利能力 (%)      

毛利率 52.42 48.83 44.11 43.23 43.22 

净利率 31.00 27.50 22.70 21.52 21.80 

ROE 52.30 42.15 15.07 19.25 18.33 

ROIC 91.36 65.43 29.52 31.69 30.13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 67.16 72.37 47.64 44.48 41.99 

净负债比率 (%) 10.70 10.84 4.81 6.09 7.91 

流动比率 1.44 1.33 1.85 1.93 2.09 

速动比率 0.74 0.61 1.05 1.13 1.30 

营运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 0.86 0.55 0.46 0.53 0.52 

应收账款周转率 4.54 3.02 2.91 3.37 2.82 

应付账款周转率 2.40 1.41 1.47 2.17 2.36 

每股指标 (元)      

每股收益(最新摊薄) 2.06 2.52 3.32 5.17 5.91 

每股经营现金流(最新摊薄) 1.87 0.53 0.81 2.41 3.08 

每股净资产(最新摊薄) 3.94 5.97 22.00 26.84 32.23 

估值比率      

PE (倍) 79.78 65.23 49.52 31.78 27.80 

PB (倍) 41.73 27.50 7.46 6.12 5.10 

EV_EBITDA (倍) 84.86 48.94 40.18 24.93 21.68  

现金流量表   
会计年度 (百万元)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经营活动现金 97.46 27.50 42.00 125.56 159.98 

净利润 107.03 129.68 172.03 269.05 307.53 

折旧摊销 1.94 2.97 8.75 21.54 25.71 

财务费用 (3.75) 19.02 0.58 0.77 1.64 

投资损失 (0.04) (0.00) 0.00 0.00 0.00 

营运资金变动 (19.96) (116.72) (133.27) (167.31) (174.58) 

其他经营现金 12.24 (7.46) (6.08) 1.51 (0.32) 

投资活动现金 0.70 (14.99) (230.28) (122.00) (25.40) 

资本支出 22.31 15.00 209.88 121.60 25.00 

长期投资 (15.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投资现金 8.01 0.01 (20.40) (0.40) (0.40) 

筹资活动现金 43.26 14.47 622.60 (0.01) (0.51) 

短期借款 29.82 43.18 (38.00) 18.00 28.00 

长期借款 0.00 0.00 0.00 0.00 0.00 

普通股增加 13.21 0.00 13.00 0.00 0.00 

资本公积增加 40.01 0.00 648.18 0.00 0.00 

其他筹资现金 (39.77) (28.71) (0.58) (18.01) (28.51) 

现金净增加额 146.15 9.63 434.32 3.55 134.07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华泰证券研究所预测 



 

公司研究/首次覆盖 | 2019 年 02 月 11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21 

免责申明 

本报告仅供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客户使用。本公司不因接收人
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的信息编制，但本公司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
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反映报告发布当日的观点和判断。在
不同时期，本公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同时，
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
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客观、公正，但本报告所载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所
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该等观点、建议并未考虑到个别投资者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
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客户私人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自身
特定状况，并完整理解和使用本报告内容，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对
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作者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任何形式
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本公司及作者在自身所知情的范围内，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不存在法律禁止的
利害关系。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
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之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
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本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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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翻版、复制、
发表、引用或再次分发他人等任何形式侵犯本公司版权。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
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华泰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
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本公司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力。所有本报告中使用
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
91320000704041011J。 
全资子公司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具有香港证监会核准的“就证券提供意见”业
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AOK809 
©版权所有 2019年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评级说明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评级体系 

－报告发布日后的 6个月内的行业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指数的涨跌

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6个月内的公司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300指数的涨

跌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增持行业股票指数超越基准  买入股价超越基准 20%以上 

中性行业股票指数基本与基准持平  增持股价超越基准 5%-20% 

减持行业股票指数明显弱于基准  中性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5%之间 

  减持股价弱于基准 5%-20% 

  卖出股价弱于基准 20%以上 

华泰证券研究 
南京  北京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1号楼/邮政编码：210019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A座18层 

邮政编码：100032 

电话：86 25 83389999 /传真：86 25 83387521  电话：86 10 63211166/传真：86 10 63211275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深圳  上海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10楼/邮政编码：518017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栋23楼/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86 755 82493932 /传真：86 755 82492062  电话：86 21 28972098 /传真：86 21 28972068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