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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摘要：公司专注于生猪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布局，“牧原模式”低成本高速

扩张源于企业家对行业深刻理解，以及股权结构、决策机制、执行力共同

决定的系统化作战能力大幅领先于行业。短看公司最大化享受本轮超级周

期行业集中红利，长看加速布局屠宰、零售，未来有望通过成本优势参与

终端竞争，赚取品牌溢价。 

 出栏量近十年 CAGR 约达 40%，管理层专业专注+股权集中。公司股权

集中，实控人为秦英林夫妇，合计持股 56.53%，管理层专业专注。公司

收入、净利、出栏量、产能近十年复合增速分别为 47%、52%、39%、48%。 

 “自育肥”以重资产消除农户端制约，早期慢积累后期强爆发。1）周期

视角考量，将生产周期最长的育肥环节内化，大幅提高系统整体决策效率，

对频繁波动的周期快速响应，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2）成长视角考量，

扩张不受农户数量&质量的约束，且随着长期育肥环节经验、数据的积累，

叠加猪舍不断升级迭代、建造周期明显缩短、硬件水平快速提升，未来单

点效率的提升将更易复制，从而推动整体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产能扩张&销售节奏对猪价快速响应，最大化享受集中度提升红利。公司

采用独特的“二元轮回杂交”牺牲部分杂种优势，换得了产能扩张/收缩以

及销售节奏对价格的响应速度，并降低了疫病风险、组织工作的复杂性以

及引种成本。传统二元母猪短缺、“三元肥转母”为 20-21 年供给端主要

矛盾，防疫水平提升+二元轮回杂交育种体系使得公司通过大比例母仔猪

留种迅速恢复产能，且随着留种比例的提升，生产效率边际下降幅度明显

低于三元商品猪留种。1Q20 公司能繁母猪存栏已达 169.6 万头，是为数

不多的能在非瘟常态化阶段向行业提供较高效产能的公司，出栏量已进入

加速上升通道。 

 

 

 

 

 

 

 

 

 

 

 

【观点内容高度已固定，超过的内容请放至第二页】 

  

 2018A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3388 20221 58218 62105 61920 

YoY(%) 33.3 51.0 187.9 6.7 -0.3 

净利润(百万元) 520 6114 31286 27663 19598 

YoY(%) -78.0 1075.4 411.7 -11.6 -29.2 

毛利率(%) 9.8 36.0 58.1 48.5 35.1 

净利率(%) 3.9 30.2 53.7 44.5 31.7 

ROE(%) 4.2 26.5 59.8 41.0 25.3 

EPS(摊薄/元) 0.14  1.63  8.35  7.38  5.23  

P/E(倍) 480.5  40.9  8.0  9.0  12.8  

P/B(倍) 20.3  10.8  4.8  3.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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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最低完全成本源于原料采购优势、经验积累、领先于行业的硬件水平&运营效率。非瘟前公司

已具有行业最低完全成本，主要因：1、饲料产能分布产量区，采购、物流成本相对较低；2、牧原

模式不断升级迭代+硬件水平提高，单点效率提升并复制到全国；3、企业家精神、股权结构、决策

机制、执行力共同决定的系统化作战能力大幅领先于行业。非瘟后行业内玩家成本相差较大，公司

非瘟后成本优势扩大，主要得益于新厂硬件水平更高、“自育肥”模式避免了从农户端收集“三元肥

转母”过程中额外增加的疫病风险，也避免在高猪价下支付农户过高的代养费；非瘟常态化+二元轮

回杂交体系下，种猪、仔猪供给充裕，预计 4Q20 公司完全成本有望降至非瘟发生前的水平。 

 “牧原模式”源于对行业深刻理解，(自养+育种)×杠杆高速扩张，最低成本防守穿越周期。中国生

猪行业参与主体以散养户&家庭农户为主，极度分散、低效率、行业进出壁垒低，导致供给侧冲击事

件（如蓝耳病&非瘟等疫病全国性爆发、环保去产能）有一定概率发生，一次性大幅清退低效产能，

为龙头腾出利润、融资、政策空间，而每次冲击都将使集中度得到大幅跃升。“牧原模式”能够最快、

最大程度的抓住历史性机遇进行扩张，利润留存+杠杆融资继续下注下一轮周期，而行业最低的完全

成本为公司预留了足够的安全垫，即以高胜率的策略下注，赚钱、融资、加注。 

 短看最大化享行业集中红利，长看屠宰-终端布局打开新增长空间，给予“强烈推荐”评级。公司低

成本高速扩张源于：1、企业家精神：对产业链深刻的理解+极致专注，坚定走出了独特的“自育肥”

+“二元轮回杂交”繁育体系的牧原模式；2、运营效率领先于行业：企业家精神、股权结构、决策

机制、执行力共同决定的系统化作战能力大幅领先于行业。短期看，公司最大化享受本轮超级周期

行业集中度提升红利，长期看，公司加速布局屠宰、零售，未来有望通过成本优势参与终端竞争，

赚取品牌溢价，首次覆盖给予“强烈推荐”评级。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预测为 582.2、621.1 亿元，

同比增 187.9%、6.7%；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312.9、276.6 亿元，同比+411.7%、-11.6%；EPS 预测

为 8.35、7.38，对应 20-21 年 PE 分别为 8X、9X。 

 风险提示：1、市场竞争风险：中长期看，随着行业整合，市场集中度提高，规模化企业的综合竞争

实力可能将进一步增强。未来公司的市场份额和收益水平可能因激烈市场竞争而下降；2、产品价格

波动风险：若未来市场供需情况发生较大波动导致供应大于需求，则公司畜禽产品的价格将面临较

大的下行风险，其经营业绩可能下滑甚至出现亏损；3、重大疫情风险：畜禽疫病的发生容易导致畜

禽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影响生产成本和市场供应，对未来期间市场供给和价格造成不确定影响；4、

食品安全风险：公司一旦出现对产品质量控制的不到位，就可能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公

司的品牌、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5、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如果粮食原料及豆粕类原料价格出现

较大波动，而公司不能及时通过改变配方控制成本或者无法及时向下游转移成本，将对公司营业成

本、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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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层专业专注+股权集中，“牧原模式”高效扩张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是中国最大的自育自繁、工业化、一体化生产的生猪养殖企

业，集饲料加工、生猪育种、种猪扩繁、商品猪饲养、屠宰加工等环节于一体，专注于生猪产业链

垂直一体化布局。 

创始人专业&极致专注，二十余载成就养猪龙头。创始人秦英林先生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畜牧专业，

92 年与妻子钱瑛创业，从事生猪（商品猪）饲养；95 年开始规模化养殖；00 年设立牧原前身牧原

养殖并开展生猪育种工作。05 年从加拿大引进 470 头曾祖代种猪，建成当时国内较大加系核心种猪

场。牧原养殖于 09 年 12 月整体变更设立为河南省牧原食品股份公司，10 年 2 月更名为牧原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在 A 股上市，2019 年公司营收达 202 亿元，归母净利润 61.1 亿元。 

公司股权集中，实控人为秦英林夫妇，合计持股 56.53%。根据 2020 年一季报，秦英林先生直接持

股占比 40.06%，其妻子钱瑛女士直接持股占比 1.23%。秦英林夫妇还通过牧原集团间接持股占比

15.24%，两人直接和间接合计持股占公司 56.53%，为牧原股份实际控制人。 

图表1 股权集中：公司实控人为秦英林夫妇，两人合计持股 56.5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公司出栏量十年 CAGR 约达 40%，收入、净利高速增长。公司 2009 年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生

猪出栏量、生猪产能分别为 4.3 亿元、0.94 亿元、37 万头、50 万头，而 2019 年分别为 202.2 亿元、

61.1 亿元、1025 万头、2594 万头，十年复合增速分别为 47%、52%、39%、48%。 

图表2 2009-2019 年公司生猪出栏量 CAGR 为 39% 图表3 2009-2019 年公司生猪产能 CAGR 为 48%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备注：公司 2020 年预期生猪出栏量为平安农业估计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备注：公司 2020 年预期生猪产能为平安农业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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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司营收 202.2 亿元，同比增 51%，生猪收入 196.3 亿元，占总营收比 97.1%，其中商品

猪收入 175.6 亿元，占比 86.9%，仔猪、种猪收入 19.4、1.2 亿元，占比约 9.6%、0.6%。2019 年

公司共销售生猪 1025 万头，其中商品猪、仔猪、种猪分别为 868、155、2.7 万头。 

图表4 2019 年公司营收 202.2 亿元，同比增 51% 图表5 19 年公司商品猪收入 175.6 亿元，占总营收
比 86.9%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019 年归母净利润 61.1 亿元，同比增 1075%。公司利润率随周期大幅波动，16 年周期波峰，公司

净利润 23.2 亿元，净利率 41.4%；而在 14 年周期低点，净利润 0.8 亿元，净利率 3.1%；以及 18

年周期低点，净利润 5.2 亿元，净利率 3.9%。但由于公司领先的硬件水平+精细化管理下具有全行

业最低的完全成本，即使在行业周期底部，公司能够保持微利或大幅缩短亏损时间。 

图表6 19 年归母净利润 61.1 亿元，同比增 1075% 图表7 公司利润率随周期大幅波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我们将公司实现低成本高速扩张归因于： 

1、企业家精神：对产业链深刻的理解+极致专注，坚定走出了独特的“自育肥”+“二元轮回杂交”

繁育体系的牧原模式。 

2、运营效率：企业家精神、股权结构、决策机制、执行力共同决定的系统化作战能力大幅领先于行

业，具体体现在总部对融资、财务、建设、生产、采购、销售等各环节的统筹，利润导向下，各线

条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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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养+育种)×杠杆高速扩张，最低成本防守穿越周期 

2.1 自育肥消除农户端制约，早期慢积累后期强爆发 

模式没有最优的，只有最适合特定行业发展阶段的。生猪育肥环节具有重资产、所需配套设施多、

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从表面看，“公司+农户”与“自育肥”区别仅在于育肥环节是由公司自己（建

育肥场）完成还是以订单合同外包，但二者模式选择背后的逻辑、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均有不同。

我们认为模式没有最优的，只有最适合行业发展特定阶段的。 

图表8 “公司+农户”与“自繁自育”模式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公司+农户”前期扩张快，但天花板较低。早期行业极为分散，产业链条上各环节生产效率低下，

大集团依靠轻资产撬动农村闲置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实现快速扩张，有利于初期原始资本

积累。但农户端的瓶颈限制了扩张天花板：1）由于育肥环节订单式外包降低企业对猪价波动响应速

度；2）优质农户数量的瓶颈：随着“公司+农户”模式的大集团规模持续扩张，优质农户成为稀缺

资源，限制企业进一步扩张的速度，此外代养费中枢抬升，从而完全成本提升。 

图表9 “自育肥”模式：年出栏增速中枢位于
40-60%，且增速波动较大 

图表10 “公司+农户”模式：年出栏增速中枢位于
10-20%，且增速波动较小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备注：2020 年预期生猪出栏量为平安农业估计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备注： 2020 年预期生猪出栏量为平安农业估计 

育肥环节的产业升级： 粗放型养殖 工业化生产

合同式生产，育肥环节外包 自育肥

育肥方式： 农户散养 松散型“公司+农户” 紧密型“公司+农户” 公司自繁自养

时代背景： 小农经济向工业化生产转型，城镇化反哺农村经济
分散格局导致
周期高波动

逻辑：
“重资产”换对周期
、波段的响应速度

利益/风险分配： 公司独享

制约因素： （优质）农户数量

代表公司： 温氏 牧原

土地、资金、管理边界

公司+专业化育肥场

轻资产快速撬动社会资源：现代化企业以高效管理、技
术整合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

提高社会整体效率，“公司”端在增量蛋糕中取大头；
风险共担

育肥场取得合理利润率
风险共担

降本增效：单厂升级迭
代，聚焦精细化生产

后非瘟时代专业化育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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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育肥以重资产消除农户端制约，早期慢积累后期爆发强。自育肥本质是以“重资产”为代价消除

了周期波动+高速扩张中来自农户端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制约： 

1）周期视角考量，将生产周期最长的育肥环节内化，大幅提高系统整体决策效率，对频繁波动的周

期快速响应，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2）成长视角考量，扩张不受农户数量&质量的约束，且随着长期育肥环节经验、数据的积累，叠加

猪舍不断升级迭代、建造周期明显缩短、硬件水平快速提升，未来单点效率的提升将更易复制，从

而推动整体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公司早期因重资产、体量小，缓慢滚雪球，但上市后尤其是 16 年至今，环保去产能+非洲猪瘟造成

的超级猪周期，供给侧大幅出清为行业腾出巨大的利润、政策以及融资空间，公司“提前”进入爆

发式增长阶段。 

此外，在非瘟长期扎根于中国、传统三元杂交育种体系遭受严重破坏的当下，“自育肥”模式避免了

从农户端收集“三元肥转母”过程中额外增加的疫病风险。 

 

2.2 产能扩张&销售节奏对猪价快速响应，最大化享受集中度提升红利 

不同于行业一般的三元杂交育种体系：祖代-父母代（扩繁 12 个月）-商品代（10 个月），公司育种

体系为“二元轮回杂交”：这种独特的育种体系具备肉、种兼用的特点，可以直接留种作为种猪使用。

该体系使得公司的产能扩张/收缩、销售节奏能对猪价快速做出响应，实现利润最大化，更重要的是，

每当行业出现供给侧大幅出清的机遇时，公司能够快速通过大比例留种扩产能，最大化享受集中度

提升红利。 

图表11 最常用的商品猪生产模式：三元杂交 图表12 轮回杂交示意图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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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 三元杂交育种体系：祖代-父母代（扩繁 12 个月）-商品代（10 个月）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从经济效益上考量：二元轮回杂交牺牲了遗传互补性、相对的产品一致性及部分杂种优势，换得了

产能扩张（/收缩）节奏对价格的响应速度，并降低了疫病风险、组织工作的复杂性以及引种成本。 

图表14 三元杂交与二元轮回杂交对比 

 

 

 

 

 

 

 

 

 

 

 

 

 

 

资料来源：《家畜育种学》、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元杂交 二元轮回杂交

定义
采用两个种群杂交，所生杂种一代母畜再与第三个种群的公畜杂交，
所生二代杂种不论公母均用作商品代。

两个种群参与的轮回杂交，亦称作交替轮回杂交。实施这个繁育体系，
需要两个种群的纯种公畜，按世代轮换使用。

杂种优势

终端杂交是在终端父本群与二元杂种母本群间进行，由此，既可以
100%利用到二元杂种母本群所携带的母本杂种优势，同时，又在三
元杂种后代上，产生100%的直接杂种优势。

每个世代杂交组合的规律是，含种群A血统比例较高的杂种母畜与B种群
的纯种公畜杂交，其后代母畜变得含B种群的血统比例较高，则与配公
畜就改用A种群的纯种公畜了。长此轮回，繁育体系达到稳定平衡状
态，杂种可保持67%的相对杂种优势。

优势

1、直接杂种优势表现为终端杂种仔猪在哺乳期间生活力提高，死亡率
降低、生长速度稍快，断奶窝重的杂种优势率可达25%-30%，断奶
至上市日增杂种优势达5%-10%。

2、二元杂种母猪的出生窝产仔数杂种优势率5%-10%，而且育仔性
能好，断奶窝重的杂种优势率高达25%。

3、三元杂种集合了三个种群的差异和三个种群的互补效应，因而在单
个数量性状上的杂种优势可能更大。

1、不需要单独维持两个纯繁种群，只需每代引入少量纯种公畜或冻
精，大大减轻了工作负担和成本；

2、每个世代引入最优秀的公猪精液,使商品猪及后备猪同步得到种猪选
育场的遗传进展,猪群性能稳步提高。减少繁育体系的层次,既提高遗传
扩散速度,又减少了疫病蔓延的风险；

3、商品猪场自己选留后备母猪,避免后备母猪的持续引进,既降低引种成
本,又降低潜在的疫病风险；

4、减少所应用猪种数量,在育种投资有限的情况下集中资源培育长白猪
和大白猪两个瘦肉型猪种；

5、由于除第一次杂交外，各世代参加杂交的母畜都是杂种，可以充分
利用母本杂种优势；

6、由于每世代参加杂交的亲本群间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可持续利用
到一定程度的直接杂种优势。

劣势

1、三元杂交需要维持三个纯种亲本群，组织工作上较为复杂：在第一
次杂交时注重繁殖性状，第二次杂交时强调生长性状，而且需要进行
更多组合的配合力测定，一个层次是杂种母畜亲本间以繁殖性能为重
点的配合力测定，另一层次是第三个种群与杂种母畜间以肥育性能为
重点的配合力测定。

2、在繁育体系中，产生的二元杂种公畜，直接作为副产品作商品用，
使得副产品率提高，产品的一致性降低。

1、不能获得父本杂种优势；

2、母本和个体杂种优势降低；

3、不能很好地利用亲本性状的互补性；

4、不利于取得产品规格的一致性。

第N月

引种，配种

曾祖代种猪： 妊娠：4月

杂交

祖代种猪： 祖代猪出生到杂交需：8月 妊娠：4月

选育 杂交

祖代猪扩繁流程，需12-14月

二元种猪： 哺乳&保育:2月 发育：6月 妊娠：4月

后备母猪 进入生产期：能繁母猪

     PSY：25  分娩 屠宰

二元种猪扩繁流程，需12-14月

商品猪： 哺乳&保育:2月 育肥：4月

仔猪 育肥猪

三元商品猪生产流程，需12月

扩繁系数：7

扩繁系数：8

10

分娩

1 2 3 4 5 6 7 8 9 11 12 13 14 15 33 3423 24 25 26 27 28

分娩

29 30 31 3217 18 19 20 21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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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公司产能扩张和销售节奏能够快速对猪价变化做出响应：1）月度间根据商品猪、仔猪当前及

未来 1-2 个季度的价格预判动态调整仔猪销售比例，如 1Q20 公司生猪出栏 256.4 万头，其中商品

猪、仔猪、种猪分别为 150.5、105.7、0.2 万头，公司在仔猪价格持续创新高、头均盈利超 2000 元

/头的阶段，大幅提高仔猪销售比例。2）判断中期生猪价格进入上行通道，选择将母仔猪育肥后大

比例转做后备母猪，快速扩张产能；3）判断猪价即将进入下行通道时，降低母仔猪留种比例，提高

仔猪销售占比。 

图表15 公司产能扩张节奏对猪价变化作出快速响应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传统二元母猪短缺为当前供给端主要矛盾，公司最大化享受集中度提升红利 

非瘟冲击祖代&父母代，“三元肥转母”占比或已达 40%+。非瘟造成传统三元杂交体系下祖代、父

母代造成严重的产能去化。大多数采用三元杂交繁育体系的公司被迫在 19 年下半年采取“三元肥转

母”的方式补充产能，当前“三元肥转母”占比或已达 40%+。 

三元杂交的商品代并不适宜作为种猪：三元杂交需维持三个纯种亲本，又要保留一代杂种母猪，杂

交繁育体系较为复杂，商品代很难达到较高的亲本纯度，因此不适宜留作后备种猪。具体效率损失

体现为：配种成功率低、头胎产仔数低、死胎比例高、使用年限少、后代整齐度不好。 

图表16 各种繁育方法效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家畜育种学》、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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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价格（元/kg，右轴）

直接 母本 父本
纯繁AA - - - 无 是 +++ 无

合成系(AB)syn 1/2 1/2 1/2 无 是 ++ 无
二元杂交AB 1 - - 有 是 +++ 有
回交A(AB) 1/2 1 - 减少 无 ++ 有

三元杂交C(AB) 1 1 - 有 无 ++ 有
四元杂交(AB)(CD) 1 1 1 有 无 + 有

二元轮回杂交(AB)rot 2/3 2/3 - 无 是 - 少
三元轮回杂交(ABC)rot 6/7 6/7 - 无 是 - 少

纯种终端轮回杂交C(AB)rot 1 2/3 - 有 是 - 少
杂种终端轮回杂交(AB)(CD)rot 1 2/3 1 有 是 - 少

繁育方式
杂种优势

遗传互补性 后备母畜 产品一致性 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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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效率下降程度视留种时的选留标准。因 2H19 行业产能受损严重，多数养殖户/公司对于三元商

品代母（仔）猪“能留尽留”，估计当前产能效率损失较明显，草根调研了解到，大集团效率损失约

10-20%，一般养殖户达 30%，甚至有中小散户在 3-4Q19 留的三元母猪无法配种，造成大量损失。 

效率损失+二元母猪短缺拉长高猪价期，牧原最大化享受集中度提升红利。由于祖代-父母代-商品代

需 20 个月+，传统二元母猪短缺成为 20-21 年供给端的主要矛盾，而采用二元轮回杂交体系牧原有

望最大化享受集中度提升红利，防疫水平提升+二元轮回杂交育种体系使得公司通过大比例母仔猪留

种迅速恢复产能。并且随着留种比例的提升，生产效率边际下降幅度明显低于三元商品猪留种。 

图表17 公司自 3Q19 能繁母猪（即产能）存栏快速
恢复，单位：万头 

图表18 牧原自 3Q19 生产性生物资产快速回升，单
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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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温氏生产性生物资产包括种鸡、种鸭、种猪、种鸽、奶牛；
其种猪（生产性生物资产）2019 年末账面价值为 34 亿元 

1Q20 公司能繁母猪存栏已达 169.6 万头，是为数不多的能在非瘟常态化阶段向行业提供较高效产

能的公司。根据公司留种计划和月度配种量，预计至 2020 年底公司能繁母猪存栏有望达 250 万头。

根据公司 5 月销售简报，当月出栏量达 145 万头，出栏量已进入加速上升通道。 

图表19 非瘟常态化后，公司 2020 年月度自繁自养出
栏量有望加速回升，单位：万头  

图表20 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同比增速与滞后 3 个季
度的出栏量同比增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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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2Q20 出栏增速为 4-5 月出栏量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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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完全成本是猪企扩张生命线，由原料采购、硬件&经验、运营效率决定 

前文讨论了公司通过自育肥+二元轮回杂交体系的策略组合实现快速扩张，而最低的完全成本是公司

扩张的生命线。对于无差异化商品，更低的完全成本意味着更高的超额收益，更重要的是，在猪价

低点，行业最低的完全成本可大幅缩短企业亏损期，从而成功穿越周期，提升份额。 

图表21 公司在猪价底部以低成本防守穿越周期，单位：元/kg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备注：单位 kg 盈利=商品猪销售均价-商品猪完全成本，其中商品猪完全成本为平安农业测算 

牧原拥有行业最低的完全成本，我们认为主要得益于以下三点： 

1、原料采购优势：饲料产能分布产量区，采购、物流成本相对较低； 

2、硬件水平、经验：牧原模式不断升级迭代+硬件水平提高，单点效率提升并复制到全国； 

3、运营效率：企业家精神、股权结构、决策机制、执行力共同决定的系统化作战能力大幅领先于行

业，具体体现在总部对融资、财务、建设、生产、采购、销售等各环节的统筹，利润导向下，各线

条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反应。 

 

 原料采购优势：饲料产能分布产量区，根据原料性价比调整配方 

饲料产能分布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产粮区，降低原料采购及物流运输成本。河南作为全国粮食大

省，农业基础较好，小麦和玉米主要从河南本地采购，豆粕主要从河南、山东等地采购。 

图表22 公司饲料业务产能释放情况，单位：万吨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产能 277 525 555 726 

产量 129 248 384 378 

产能利用率 46.5% 47.2% 69.3% 52.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公司根据能量原料性价比动态调整饲料配比结构。在传统“玉米+豆粕”型饲料配方的基础上，公司

结合南阳市小麦主产区特点，研制了“小麦+豆粕”型饲料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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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 公司根据能量原料性价比动态调整饲料配比结构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小麦采购量（万吨） 31.0  13.1  0.2  24.2  6.3  

小麦单价（元/吨） 2190  1948  2263  1913  2237  

玉米采购量（万吨） 19.4  89.7  207.3  275.1  329.5  

玉米单价（元/吨） 1946  1755  1775  1888  1981  

豆粕采购量（万吨） 6.1  13.4  24.3  37.9  39.3  

豆粕单价（元/吨） 3007  3221  3170  3278  2967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动态调整营养供给，实现精准饲喂。公司针对不同品种、不同类型以及不同生长阶段生猪，制定了

6 类 59 种动态营养模型，其中保育及育肥阶段按其不同的体重阶段制定的饲料配方品种达 12 种。

同时，通过变频混合技术可在养殖场根据猪群生长性能动态调整营养供给，实现精准饲喂。 

 

 非瘟前公司完全成本已降至行业最低，非瘟后成本优势逐步扩大 

非瘟前行业平均成本约 13.5+元/kg，自 16 年牧原完全成本低于温氏，18 年牧原完全成本为 11.56

元，比温氏每千克低 0.43 元。非瘟后行业内玩家成本相差较大，不当防疫、外购仔猪、二次育肥等

举措大幅抬升完全成本，2020 年 3-5 月猪价持续下跌甚至击穿二次育肥成本线。  

公司非瘟后成本优势逐步扩大，主要得益于：1、新厂硬件水平更高；2、“自育肥”模式避免了从农

户端收集“三元肥转母”过程中额外增加的疫病风险，也避免在高猪价下支付农户过高的代养费；3、

非瘟常态化+二元轮回杂交体系下，种猪、仔猪供给充裕。预计 4Q20 公司完全成本有望降至非瘟发

生前的水平。 

图表24 公司商品猪完全成本拆分，单位：元/kg  图表25 非瘟后公司成本优势扩大，单位：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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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以高胜率策略下注，赚钱、融资、加注 

我们认为牧原选择了独特的“自育肥”+“二元轮回杂交”的组合策略源于创始人对行业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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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生猪行业参与主体以散养户&家庭农户为主，极度分散、低效率、行业进出壁垒低，这种行

业特征导致了：生猪生长决定的 4 年左右的猪周期、猪瘟疫容易在国内全国性爆发。因此，若无外

部冲击，仅靠 4 年左右的自然周期，行业集中度或呈平缓提升趋势（路径如图 26 中的 A→B）。 

但实际上路径更可能是 A→B1, 这是由于中国生猪养殖行业的上述特征，供给侧冲击事件 C（如蓝

耳病&非瘟等疫病全国性爆发、甚至环保去产能）可能会出现，一次性大幅度清退低效产能，为行

业头部公司腾出利润、融资、政策空间，而每一次供给侧冲击事件都将使行业集中度得到大幅跃升。 

图表26  供给侧冲击事件使养殖集中度得到跃升 图表27 “自育肥”+“二元轮回杂交”策略使得公司
更容易抓住供给侧冲击带来的机遇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备注：2020 年预期生猪出栏量为平安农业估计 

而牧原采用的“自育肥”+“二元轮回杂交”的组合策略在周期频繁波动中，使得产能收/张节奏、

销售节奏能对猪价做出快速响应，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当供给侧冲击事件出现时，

能够最快、最大程度的抓住历史性机遇进行扩张，利润留存+杠杆融资继续下注下一轮周期，而行业

最低的完全成本为公司预留了足够的安全垫。综上，牧原的扩张可以总结为：以高胜率的策略下注，

赚钱、融资、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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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8 从现金流量看公司高速扩张，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29 公司上市后直接融资明细，单位：亿元 图表30 公司上市后历年银行授信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定增 优先股 公司债 中票 短融 

2020 - - 6  8  20  

2019 50  - 8  - 8  

2018 - 24.8  - 10  35  

2017 30.77  - - 4  27  

2016 - - - 10  - 

2015 10  - - - -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 份额提升空间仍大，屠宰-零售加速布局，“强烈推荐” 

3.1 中期份额或从 6.3%升至 13.3%，长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产能（能繁母猪存栏量）口径看，公司 18A/19A/20E 市占率分别为 2.3%、6.3%、8.9%。 

假设中长期，考虑人口结构、消费升级、城镇化率改变的影响，中国生猪需求恢复并稳定在 6 亿头； 

供给端随着大集团扩张和跨界资本进入，行业整体生产效率有望得到明显提升，假设 MSY 由 2017

年 15.4 提升至 20 头/年，则理论上行业中长期需要能繁存栏 3000 万头； 

我们预估公司现有土储可至少支撑 400 万头能繁存栏（不考虑楼房养猪对单点密度的提升），市占

率有望达 13.3%，长期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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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1 中国人均消费猪肉量（kg，右轴）近年持续
下降 

图表32 中长期公司市占率可达 13.3%，单位：万头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3.2 屠宰在产业链定位上移，公司加速向终端延伸布局  

环保限养+非瘟倒逼上游饲料对养殖整合，而养殖环节内横向整合、一体化布局的上市公司以温氏、

牧原为代表。中国生猪产业链条上，生产端（育种、饲料、兽药、农牧设备制造）的一体化布局已

基本完成。我们在 19 年 12 月发布的 2020 年度策略报告《产业升级浪潮高起，后非瘟时代谁主沉

浮》中详细论述了后非瘟时代，屠宰在产业链条定位上移，养殖端有必要在本轮周期向下游屠宰延

伸布局。本篇不再赘述，总结如下： 

 本轮周期下行期或更漫长，下行期养殖利润占比降幅明显 

由于传统二元母猪恢复、非瘟疫苗商业化仍需较长时间，本轮周期产能缺口较大、猪价高位持续时

间较长。政府引导、高回报率吸引产业链大集团（以饲企、养殖龙头为代表）大规模扩张，以及跨

界资本（以越秀集团、万科为代表）的进入。大集团资金实力强+效率提升+耐用资产属性决定了本

轮周期或呈非对称性，即过剩产能出清时间明显长于扩张阶段从而侵蚀利润水平。 

图表33 长期猪价由最有效率的生产者的成本决定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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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猪价下行阶段，养殖在产业链条上利润占比急速下降，而屠宰、零售端占比快速提升。长期以美

国经验来看：养殖、屠宰环节实际利润随着规模化和效率提升而逐步下降，而零售由于更靠近消费

终端拥有品牌溢价。 

图表34 中国生猪产业链各环节利润占比随生猪价格
变动而变动（%） 

图表35 美国养殖、屠宰环节实际利润（剔除价格因
素）随规模化&效率提升逐渐下降，单位：美分/磅 

 
 
 
 
 
 
 
 
 
 
 
 
 
 

 

资料来源：布瑞克、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DA、William D. McBride and Nigel Key、 平安证
券研究所 

 后非瘟时代，“运猪”转向“运肉”转变使得屠宰在产业链上定位上移 

屠宰是生猪产业链上连接生产端（生猪养殖）和零售端（猪肉销售）的重要环节，过去国内养殖、

屠宰、零售的网络连接呈“小 b→小 b→小 b”格局： 

1、养殖、屠宰格局分散+长距离调运活猪，决定了以猪贩为中心的高效流通网络。 

2、小屠企、私屠滥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规模屠企无法发挥其规模效应，在产品同质化、终端消

费仍偏好热鲜肉的背景下不具备成本优势。屠宰→零售环节，是以热鲜肉为桥梁，将众多屠宰端的

小 b（小屠企/私屠滥宰）与零售端的小 b（农贸市场）织起了高密度、复杂的网络，在无强大外力

的冲击下较难改变该格局。 

后非瘟时代，“调猪”转向“运肉”，流通方式的改变使得未来屠宰在产业链上定位上移。消费觉醒+

现代餐饮&零售崛起，预计未来在上线城市或将逐步转向由冷鲜肉为桥梁，连接规模屠宰场与现代

终端，即屠宰-零售“小 b→小 b”逐步转为“大 B→中 b”，获取一定的品牌溢价。 

因此，对于头部公司，在行业进入寡头竞争前，有必要也有动力将屠宰内化为生产加工环节，从而

触及终端赚取品牌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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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6 后非瘟时代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是产业升级重要任务之一 

  《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国务院办公厅，2019 年 9 月 农业农村部，2019 年 12 月 

健 全 现 代 生

猪流通体系 

（十八）加快屠宰行业提挡升级。引导生猪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域转移，

鼓励生猪就地就近屠宰，实现养殖屠宰匹配、产销顺畅衔接。开展生猪屠宰

标准化创建，加快小型生猪屠宰厂（场）点撤停并转。严格执行生猪屠宰环

节非洲猪瘟自检和驻场官方兽医制度，对不符合检疫检测要求的屠宰厂（场），

要依法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责令关停。鼓励生猪调出大县建设屠宰加工

企业和洗消中心，在用地、信贷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十九）变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顺应猪肉消费升级和生猪疫病防控的客观

要求，实现“运猪”向“运肉”转变，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跨省（区、市）

调运。加强大区域内生猪产销衔接，生猪主销省份要主动与主产省份建立长

期稳定的供销关系，实现大区域内供需大体平衡，除种猪和仔猪外，原则上

活猪不跨大区域调运。推行猪肉产品冷链调运，加快建立冷鲜肉品流通和配

送体系，实现“集中屠宰、品牌经营、冷链流通、冷鲜上市”。冷链物流企

业用水、用电、用气价格与工业同价，降低物流成本。加强猪肉消费宣传引

导，提高冷鲜肉消费比重。 

 

（二十）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构建生猪主产区和主销区有效对

接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鼓励屠宰企业建设标准化预冷集配中心、低温

分割加工车间、冷库等设施，提高生猪产品加工储藏能力。 

（十六）规范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发展。优化主产区生

猪屠宰产能布局，支持优势屠宰产能向东北、黄淮海

和中南部分省区养殖集中区域转移，实现与养殖布局

相匹配。在现有 5005 家生猪屠宰企业基础上，继续整

顿清理小型屠宰场点。开展生猪屠宰标准化示范创建，

2020 年创建 100 家标准化示范企业。不定期开展监督

抽查，确保生猪屠宰环节非洲猪瘟自检制度和官方兽

医派驻制度成为常态。 

 

（十八）促进产销对接。推动主销区提高生猪自给率，

在提升本地生猪产能基础上，到有条件地区协作建立

生猪养殖基地，采取“厂场挂钩，定向供应”等方式，

增强生猪供应保障能力。依托直联直报平台、《动物

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系统、生猪屠宰统计监测系

统，保障种猪和仔猪有序调运，支持生猪及其产品“点

对点”调运，促进生猪及产品有序流通。 

资料来源：国务院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平安证券研究所 

 公司加速向屠宰-零售布局，前期以成本优势主打 B 端 

“调猪”向“运肉”转变，使得优质屠宰产能可收缩向产区集中，而公司在大本营河南省具备拿地

优势，更有利于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布局，未来公司核心竞争力将体现在白条、精分割的出厂价与行

业平均水平之差上，成本优势构筑终端竞争的第一道壁垒。 

公司自 2019 年加速向屠宰延伸布局，在河南内乡、正阳、商水、宁陵县启动 4 个屠宰项目，涉及

总产能达 1200 万头，其中内乡场预计 2020 年 8 月进入试生产。未来三年公司屠宰产能有望达 2000

万头。屠宰内化为公司生产环节后，公司前期依靠产品成本优势主打 B 端客户，产品形态主要以白

条、六分体为主，后期多渠道逐步成型后，再以精分割逐步打造品牌。 

图表37 公司自 2019 年启动的屠宰项目 

公告日期 屠宰项目 屠宰产能（万头） 总投资（亿元） 规划用地面（亩） 

2020/4/27 商水县 400 万头生猪屠宰项目 400 8 290 

2020/4/27 宁陵县 400 万头生猪屠宰项目 400 8 300 

2019/7/2 正阳县 200 万头生猪屠宰及食品加工项目 - - - 

- 一期 200 万头生猪屠宰项目 200 5 274 

- 二期食品加工项目 - - - 

- 内乡县牧原肉食 200 - -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3.3 投资建议：关键假设、盈利预测、估值分析 

 关键假设及盈利预测 

图表38 公司盈利预测之关键假设（中性假设下） 

  2020E 2021E 2022E 

总出栏头数（万头） 1,850 2,800 3,600 

商品猪销售均价（元/kg） 29 21 16 

商品猪生产成本（元/kg） 12.5 11.5 10.5 

资料来源：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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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预测为 582.2、621.1 亿元，同比增 187.9%、6.7%；归母净利润预测为 312.9、

276.6 亿元，同比+411.7%、-11.6%；EPS 预测为 8.35、7.38，对应 20-21 年 PE 分别为 8X、9X。

（截止至 6 月 12 日收盘价）。 

 

 估值分析及可比公司对比 

考虑历史上猪周期 3-4 年，公司最近 4 年平均 PB 为 7.78X，AVG+1STDV（均值+1X 标准差）为

11.52X，AVG-1STDV（均值-1X 标准差）为 4.05X，2020 年 6 月 12 日收盘价对应的 PB TTM 为

10.47X，位于 4 年均值+1X 标准差下方。 

图表39 公司当前估值（PBttm）位于 4 年均值+1X 标准差下方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司 20-21 年预测 PE 相对较高，主要因市场给予公司龙头确定性、高成长

估值溢价。 

图表40 同行业可比公司估值对比，单位：亿元 

  总市值 归母净利润 净利润增速 PE 

  （2020/6/12） 2019A 2020E 2021E 2020E 2021E 2020E 2021E 

牧原股份 2500 61.1 312.9 276.6 412% -12% 8.0 9.0 

温氏股份 1304 139.7 266.5 163.1 91% -39% 4.9 8.0 

新希望 1158 50.4 142.7 173.1 183% 21% 8.1 6.7 

正邦科技 385 16.5 101.2 115.9 514% 15% 3.8 3.3 

天邦股份 122 1.0 31.1 29.5 3002% -5% 3.9 4.1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备注：牧原股份、温氏股份、20-21 年归母净利润为平安农业在中性假设下预测，新希望、正邦科技、天邦股份取 WIND
一致预测平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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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1 公司 ROE 位于行列前列 图表42 公司归母净利润率位于行业前列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3 由于公司“自育肥”，总资产周转率偏低 图表44 公司权益乘数位于行业中位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安证券研究所 

 

 短看最大化享行业集中红利，长看屠宰-终端布局打开新增长空间，给予“强烈推荐”评级。 

公司低成本高速扩张源于：1、企业家精神：对产业链深刻的理解+极致专注，坚定走出了独特的“自

育肥”+“二元轮回杂交”繁育体系的牧原模式；2、运营效率领先于行业：企业家精神、股权结构、

决策机制、执行力共同决定的系统化作战能力大幅领先于行业，具体体现在总部对融资、财务、建

设、生产、采购、销售等各环节的统筹，利润导向下，各线条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短期看，

公司最大化享受本轮超级周期行业集中度提升红利，长期看，公司加速布局屠宰、零售，未来有望

通过成本优势参与终端竞争，赚取品牌溢价。首次覆盖给予“强烈推荐”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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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风险提示 

1、市场竞争风险：中长期看，随着行业整合，市场集中度提高，规模化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可能将

进一步增强，销售网络也可能进一步覆盖全国。一旦公司不能及时应对竞争格局的变化，调整市场

营销策略，增强自身竞争力，未来公司的市场份额和收益水平可能因激烈市场竞争而下降。 

2、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公司主要产品为肉猪产品，受到行业周期性供需变化的影响，面临较明显的

价格波动风险，经营业绩也将面临明显的波动风险。若未来市场供需情况发生较大波动导致供应大

于需求，则公司产品的价格将面临较大的下行风险，其经营业绩可能下滑甚至出现亏损。 

3、重大疫情风险：重大畜禽疫病是畜禽养殖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畜禽疫病的发生

容易导致畜禽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影响生产成本和市场供应，对未来期间市场供给和价格造成不

确定影响。另外，畜禽疫病的蔓延加上社会部分言论误导，容易引起消费者心理恐慌，造成整个市

场需求的迅速萎缩，致使畜禽养殖企业面临较大的销量与销售价格压力。如果重大畜禽疫病爆发程

度及蔓延速度超出预期，公司将可能面临市场需求、盈利大幅下降，甚至导致公司出现亏损的风险。 

4、食品安全风险：公司一旦出现对产品质量控制的不到位，就可能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到

公司的品牌、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此外，如果行业内其他养殖企业的肉猪产品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损害行业整体形象和口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公司相关产品的恐慌及信心不足而需

求量下降，从而在一段时间内会连带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5、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近年小麦、玉米、次粉和豆粕等主要原材料成本合计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约 60%左右，如果粮食原料及豆粕类原料价格出现较大波动，而公司不能及时通过改变配方控制成

本或者无法及时向下游转移成本，将对公司营业成本、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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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单位：百万元 
 

会计年度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流动资产 19592 53129 66377 74746 

现金 10933 35847 44402 4790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 45 48 48 

其他应收款 8 23 24 24 

预付账款 508 956 1254 1576 

存货 7166 13490 17695 22245 

其他流动资产 962 2768 2953 2945 

非流动资产 33294 47257 55794 63457 

长期投资 153 153 153 153 

固定资产 18864 32906 41511 49232 

无形资产 432 389 350 315 

其他非流动资产 5041 5041 5041 5041 

资产总计 52887 100386 122171 138203 

流动负债 18169 35308 40939 46343 

短期借款 4256 10000 10000 1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457 15921 20884 26254 

其他流动负债 912 187 245 308 

非流动负债 3006 3006 3006 3006 

长期借款 1117 1117 1117 1117 

其他非流动负债 99 99 99 99 

负债合计 21175 38314 43945 49348 

少数股东权益 8604 9740 10745 11457 

股本 2205 3748 3748 3748 

资本公积 7795 6252 6252 6252 

留存收益 10648 39873 55022 64938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23108 52333 67481 77397 

负债和股东权益 52887 100386 122171 138203  
 
 
 
 
 

现金流量表                                    单位：百万元 
 

会计年度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经营活动现金流 9989 38728 33214 25272 

净利润 6114 31286 27663 19598 

折旧摊销 1684 2019 3452 4328 

财务费用 655 314 280 220 

投资损失 -42 -127 -136 -136 

营运资金变动 1372 2862 136 -327 

其他经营现金流 205 2373 1819 1589 

投资活动现金流 -12799 -15873 -11864 -11864 

资本支出 -13121 -16000 -12000 -12000 

长期投资 2366 0 0 0 

其他投资现金流 -2044 127 136 136 

筹资活动现金流 10366 2058 -12795 -9902 

短期借款 5692 4434 0 0 

长期借款 -584 -1310 0 0 

普通股增加 119 1543 0 0 

资本公积增加 4857 -1543 0 0 

其他筹资现金流 281 -1065 -12795 -9902 

现金净增加额 7556 24913 8556 3506  
 

利润表                                           单位：百万元 
 

会计年度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 20221 58218 62105 61920 

营业成本 12951 24381 31980 40203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 79 84 84 

营业费用 111 175 186 186 

管理费用 691 1747 1863 1858 

研发费用 112 128 141 155 

财务费用 528 314 280 220 

资产减值损失 0 0 0 0 

其他收益 460 873 932 92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 6 6 6 

投资净收益 42 122 130 129 

资产处置收益 6 12 12 12 

营业利润 6315 32426 28671 20312 

营业外收入 61 116 124 124 

营业外支出 57 116 124 124 

利润总额 6319 32426 28671 20312 

所得税 -17 3 3 2 

净利润 6336 32423 28668 20310 

少数股东损益 222 1136 1005 712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114 31286 27663 19598 

EBITDA 8509 34760 32403 24859 

EPS（元） 1.63 8.35 7.38 5.23  
 
 

主要财务比率 
 

会计年度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成长能力         

营业收入(%) 51.0 187.9 6.7 -0.3 

营业利润(%) 1105.2 413.5 -11.6 -29.2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75.4 411.7 -11.6 -29.2 

获利能力         

毛利率(%) 36.0 58.1 48.5 35.1 

净利率(%) 30.2 53.7 44.5 31.7 

ROE(%) 26.5 59.8 41.0 25.3 

ROIC(%) 17.9 44.7 32.4 20.5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40.0 38.2 36.0 35.7 

净负债比率(%) 12.6 11.1 9.1 8.0 

流动比率 1.1  1.5  1.6  1.6  

速动比率 0.7  1.1  1.2  1.1  

营运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 0.4  0.6  0.5  0.4  

应收账款周转率 2572.7  1909.5  1327.9  1284.4  

应付账款周转率 3.3  3.3  2.9  2.8  

每股指标（元）         

每股收益(最新摊薄) 1.63  8.35  7.38  5.23  

每股经营现金流(最新摊薄) 2.67  10.33  8.86  6.74  

每股净资产(最新摊薄) 6.17  13.96  18.01  20.65  

估值比率         

P/E 40.9  8.0  9.0  12.8  

P/B 10.8  4.8  3.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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