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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景气趋势向上，周期持续性偏强。两个指标表明国内空调行业正进入向上周

期。1）安装卡增速趋势性回升：根据企业调研，1-2 月某空调龙头的安装卡实

现双位数增长，行业终端需求的恢复动能渐强。2）排产恢复增长，产业链信心

修复。22Q4/23Q1的空调内销排产同比往年内销实绩分别+8%/+7%，这一水平

是自 21Q2以来的最高增速。周期向上的持续性较强：1）空调新增需求有支撑，

地产热度正从二手房传导至新房。2）更新需求待释放，居民储蓄意愿有望向消

费意愿转化。3）渠道库存水位偏低，新一轮上行周期中量价走势更坚实。 

渠道改革之电商：2022 年销售额占比荣登榜首。2019-2022年格力线上零售额

占比由 22.3%提升至 28.9%，同期美的的线上份额由 30.5%滑落至 28.2%，格

力在电商渠道反超美的，其在线上的增量主要来自京东。格力依靠两点逆势反超：

1）战略升维：新建电子商务公司深耕线上，目前人员规模已超 500人，独立运

营格力董明珠店，其中包括京东格力董明珠店的 30 多个店铺；2）战术层面：

线上定价“以牙还牙”，友商“田忌赛马”策略不再有效。 

渠道改革之线下：份额重回第一，改革跨过深水区。中怡康口径 2022年格力线

下零售额占比（33.4%）反超美的（30.0%），两者线下价差的连续收窄（2019

年 694 元，2022 年 471 元），渠道去中间商+美的利润诉求增强促成了这些变

化。格力的线下改革以稳为主+因地制宜，大致可分三个类别：1）运营状况不

佳的强势省代：通盘接收+另起炉灶（河北、河南、山东）；2）省级代理类职

业经理人：新零售试点（安徽、云贵、东北等），销售公司定政策+经销商云网

批提货；3）运营状况较好的强力省代：品牌方和代理商共商方案并徐徐图之。 

低估值+高股息，胜率和赔率俱佳。家电股中，格力的（市值-净现金）/23年盈

利一致预测仅 4.5倍，被低估度排第二。而近 12个月股息率，其以 10.6%居首。 

盈利预测、估值与评级：空调景气周期向上，渠道变革落地生效，公司估值位于

底部区间，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维持 46.62元。格力是低估值（剔除净现

金 4.5倍 PE）+高分红（近 12个月股息率 10.6%）的核心资产，当前市场环境

和行业周期中，其价值修复的胜率和赔率俱佳。β层面，公司是受益于空调周期

上行的纯内需品种；α角度，渠道调整后 2022年格力已经重新成为线上/线下空

调销售额市占率的双料第一。我们看好公司的渠道革新、长远规划、以及股东回

馈，但考虑到 22Q4 疫情影响，我们下调公司 2022 年归母净利润为 251 亿元

（-4%），在基本维持增长率的基础上下调 2023-24 年归母净利润为 275 亿元

（-4%）、301亿元（-5%），维持“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 46.62元。 

风险提示：宏观复苏不达预期，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行业价格竞争超出预期。 

公司盈利预测与估值简表 

指标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70,497 189,654 197,965 212,379 230,042 

营业收入增长率 -14.97% 11.24% 4.38% 7.28% 8.32% 

净利润（百万元） 22,175 23,064 25,093 27,509 30,116 

净利润增长率 -10.21% 4.01% 8.80% 9.63% 9.48% 

EPS（元） 3.69 3.90 4.46 4.88 5.35 

ROE（归属母公司)（摊薄） 19.25% 22.25% 22.09% 21.41% 21.21% 

P/E 10 9 8 7 7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预测，股价时间为 2023-03-14；注：2020 年末公司总股本 60.16 亿股，因回购注销， 

2021年末总股本 59.14亿股，2022年末总股本 56.31亿股。 

当前价/目标价：36.94/46.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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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 

总股本(亿股) 56.31 

总市值(亿元)： 2080 

一年最低/最高(元)： 27.07/37.60 

近 3月换手率： 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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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表现 

 
% 1M 3M 1Y 

相对 9.81 9.85 16.39 

绝对 8.92 13.71 26.07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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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调行业的景气趋势向上 

1.1、国内需求回暖，企业排产积极 

国内终端需求：安装卡增速趋势性回升。根据企业调研，1-2月某空调龙头的安

装卡实现双位数增长，行业终端需求的恢复动能渐强。2022 年该公司的安装卡

增速主要受到疫情扰动以及旺季炎夏的交替作用，数据上体现出两个波谷（3-6

月上海疫情，9-11月全国疫情）和一个波峰（7-8月炎夏）的显著特征。安装卡

增长在去年 11月见底并走出修复态势，主要系疫情管控措施优化（线下场景恢

复）、消费补贴落地、房地产交易复苏等因素共同推动；展望未来一年，上述因

子正向催化，加之 2022年同期基数较低，空调内需趋势向好，较大可能保持中

高速增长。 

图 1：空调龙头公司的安装卡月度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调研，光大证券研究所 

 

排产恢复中高速增长，产业链信心逐步修复。数据显示，22Q4/23Q1的空调内

销排产同比往年内销实绩分别+8%/+7%，这一水平是自 21Q2以来的最高增速。

考虑到空调内销旺季是 3-8月，积极排产显示企业对于 2023年的空调市场抱有

较强的信心，这一信心建立在经济复苏的高确定性之上。 

图 2：空调企业内销排产显示产业链信心修复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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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地产复苏+储蓄下行，需求持续性有支撑 

空调新增需求有支撑：地产热度正从二手房传导至新房。易居研究院跟踪 60个

重点城市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2 月该数据出现积极信号，在经历了持续 20

个月同比下降后首次录得正增长且增速达到 37%。本轮楼市降温始于 21年 6月，

至 22年 4月达到冰点。23年 1月虽然成交面积同比为-34%，但若与同为春节

月的 22 年 2 月比较，降速已收窄 7 个百分点；2 月全国 60 城新房成交面积同

比增速首次转正。数据显示市场的购房信心正在增强，这得益于强劲的购房需求

和持续的政策支持。 

更新需求待释放：居民储蓄意愿有望向消费意愿转化。国内空调需求结构中更新

需求已起到更关键的支撑作用，而空调换代周期又与居民的经济预期以及可支配

收入息息相关。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中“倾向更多储蓄者占比”在

2022Q4录得 61.8%，是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随着疫情的影响基本消退，居民

储蓄向消费转化的动能有望重新凝聚。 

图 3：全国 60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  图 4：居民消费意愿恢复有助释放空调更新需求 

 

 

 
资料来源：CRIC，易居研究院，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1.3、渠道库存偏低，上行周期更为坚实 

渠道库存水位偏低，新一轮上行周期中量价走势更为坚实。2022 年末空调行业

渠道库存 2500 万台左右，虽然相较 2021 年末的 2000 万台有上升（受疫情影

响，零售终端下滑幅度较大），但相比 2015年的高点 3200多万台相去甚远（考

虑到零售规模扩张，当前去化周期会更短）。整体来看，2018-2021年空调渠道

库存一路下行，主要系两个原因：1）国内市场进入类存量时代，商业寡头在弱

需求时期的出货安排更为谨慎克制；2）全市场开启“高周转、低库存”的渠道

变革，渠道的蓄水囤货功能弱化。总结来看，较低的渠道库存可以避免量价的大

起大落，这将有助于行业的上行周期更加平顺（上一轮上行周期伊始，2015-2016

年行业曾先后经历价格战和主动去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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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空调内销出货同比 vs 空调国内零售同比  图 6：国内空调行业渠道库存及其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注：渠道库存为当年年末值 

 

图 7：国内空调行业零售平均价格（元/台）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二、 格力电商：线上销售额荣登榜首 

2.1、改革成果：线上份额反超友商 

格力线上份额反超美的，京东平台贡献主要增量。市场份额角度，2019-2022

年格力线上零售额占比由 22.3%提升至 28.9%，同期美的线上份额由 30.5%滑

落至 28.2%，格力在电商渠道销售份额反超了美的。经过渠道拆解，格力在线

上的市场增量主要来自京东平台：2022年格力品牌在京东的销售额是 180亿元，

相较 2019 年的 72 亿元增长了 150%；同时格力品牌在天猫的销售额出现萎缩

（2019年 73亿元 vs 2022年 64亿元）。格力在两大电商平台的表现迥然不同，

主要源于两大平台给予家电品牌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以及盈利空间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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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空调品牌线上零售额的市场占有率变化  图 9：空调品牌线上零售量的市场占有率变化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 

 

图 10：格力品牌京东销售额及同比增速  图 11：格力品牌天猫销售额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魔镜，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魔镜，光大证券研究所 

 

2.2、 格力靠什么崛起线上？ 

战略升维：2019年格力新建电子商务公司深耕线上。1）2019年前：格力的线

上业务由电商部统筹+代运营操盘两大官方旗舰店（天猫+京东），出于对线下

专卖店的保护，这一时期格力在线上倾注的资源（广告投放、店铺运营等）相对

有限。2）2019年 11月：为应对行业变革，格力成立电子商务公司，目前人员

规模已超 500人（技术岗：运营岗：管理/售后支持≈2:2:1），电子商务公司独

立运营格力董明珠店，其中包括京东格力董明珠店 30多个店铺，以及天猫和抖

音的相关店铺。近年格力崛起线上，正是因为其在 2019年开始搭建电商团队并

给予大量资源倾斜。 

战术层面：线上定价“以牙还牙”，友商“田忌赛马”策略不再有效。2019 年

初美的线上针对格力采取“田忌赛马”或者说“拉低打高”战略，一度迫使格力

在线上进退维谷。以畅销机型为例，2019 年美的变频一级定价 2999 元，直接

低于格力变频三级（3167 元），美的变频三级定价 2597 元则低于格力定频三

级（2599 元）。时至今日，新能效标准淘汰了低价走量的定频机，绝对低价策

略退出历史舞台；同时格力通过价格对标化解了竞争对手的“田忌赛马”策略。

以 1.5匹畅销机为例，2022年 12月格力变频一级产品定价 2996元仅高过美的

变频一级 50元左右，格力变频三级 2729元甚至还低于美的变频三级约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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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019年 1月 1.5匹畅销机线上销售均价  图 13：2022年 12月 1.5匹畅销机线上销售均价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台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台 

 

三、 线下份额重回第一，改革跨过深水区 

3.1、线下份额重回第一，渠道改革迈过深水区 

空调线下渠道充分专营化，中国市场又兼具广度和深度，少有全面的数据能够刻

画线下渠道的竞争格局，因此我们采用数据交叉印证的方式来大致判断其变化趋

势。通过数据交叉印证，我们判断格力线下的渠道变革很可能已经迈过了深水区。

格力线下的市场份额重回第一，相较美的的价差连续收窄，较多数据反映格力对

于线下渠道的掌控力以及渠道本身的效率正在良性恢复。 

中怡康口径：2022年格力线下零售额占比重回第一。中怡康是 KA渠道的抽样

数据，尽管未能涵盖广袤的线下专卖店，但也能管中窥豹一览趋势。数据表明，

2018年格力线下零售额占比高达 37.6%，而后在行业变革中下滑至 2021年的

32.9%，同期美的的零售额占比由 24.5%升至 34.2%。2022年格力重新夺回线

下份额第一的宝座，销售额占比 33.4%（+0.5pcts YOY）反超美的（30.0%，

-4.2pcts YOY），这一变化背后是（格力-美的）线下价差的连续收窄（2019年

694元，2022年 471元），渠道去中间商+美的利润诉求增强共同促成了这些

变化。 

图 14：空调品牌线下零售额的市场占有率变化  图 15：空调品牌线下零售量的市场占有率变化 

 

 

 
资料来源：中怡康，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  资料来源：中怡康，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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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空调龙头线下零售均价及其价格差  图 17：空调品牌线下均价年度涨幅 

 

 

 
资料来源：中怡康，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元/台  资料来源：中怡康，光大证券研究所 

产业在线口径：头部效应弱化，2022年格力出货量的参考意义或许有限。2022

年格力内销出货量占比 33.8%（-3.6pcts YOY），美的内销出货量占比 32.4%

（-0.9pcts YOY），龙头市场占有率下滑源于头部品牌在 2021-2022年的涨价幅

度高于中小品牌。那么为何格力内销占比下滑幅度大于美的？奥维云网数据显

示，2022年较 2021年格力线上零售量份额下滑幅度小于美的（格力-2.5pcts vs 

美的-3.5pcts）。2022 年格力内销占比下滑幅度较大而线上份额下滑幅度较小

的现象似乎说明当年格力线下份额出现大幅下滑。但两点情况表明这种解释可能

是错误的，其一是中怡康抽样数据给出与产业在线数据相反的结论；其二是格力

前三季度收入同比+6%，这与产业在线披露的同期内销量下滑 9%的情况很难匹

配，我们推断产业在线根据上游压缩机出厂量推算整机内销量，这一方法在工厂

备有较高压缩机库存时会有偏差。 

图 18：国内空调品牌出货量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单位：% 

 

3.2、线下改革：因地制宜，稳步推进 

线下改革的基本路线是以稳为主和因地制宜。据我们的理解，2020-2022年空调

市场处于收缩调整期，因此格力在线下的渠道改革并不是大刀阔斧的，而是在稳

定基本盘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改革方案。格力在 2012年有过一

次“削藩”，当年成立的北京盛世恒兴及其控股的盛世欣兴便是为了制约大代理

的销售体系，经此一役多地省级代理降格为盛世体系内的职业经理人，而大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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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代理依然在当地与盛世体系双轨并行（如河北、河南、山东、浙江）。所以

本轮线下渠道改革可以大致分成三个类别：1）当地运营状况不佳的强势省代：

采取通盘接收+另起炉灶模式（如河北、河南、山东）；2）省级代理商类职业

经理人：采取新零售试点方案（如安徽、云贵、东北等），销售公司定政策+经

销商云网批提货，好处是销售公司转型服务商控制价盘+新零售模式下经销商资

金压力小并且让利消费者，需要加强的是物流仓储的时效性；3）运营状况比较

好的强力省代：由品牌方和代理商共同协商方案并徐徐图之。 

河北案例：大刀阔斧改革，破旧立新未来可期。1）改革方式一刀切：22 年 8

月格力电器授权河北的新代理珠海桓格，同时停止向原省代供货，原省代转做飞

利浦空调。2）新省代治理结构以京东为主：珠海桓格由江苏赛夫绿色食品发展

有限公司、珠海桓格贸易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51%和 49%，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为左玉洁，董事包括鲁周刚（广佛格力总经理）、谢帆（京东集团副总裁、家电

事业部总裁）。根据渠道调研，股权穿透后京东系持有珠海桓格 51%股权，目

前操盘河北的恒格员工基本来自京东体系。3）新总代操盘新零售：22年 10月

珠海桓格主持第一次河北经销商大会，提到要结合数字化工具打造高效的新零售

体系（销售服务一体化、线上工单网格化、安维权责对等化、采购配送专业化），

并承诺强资金周转、提用户体验。我们认为，格力和京东进一步深化合作，继在

线上合力斩获市场之后，格力有望借力京东的高效物流和信息化体系，重塑河北

地区的经销体系和经营状况，此外该模式跑通后或可复制到其他地区。 

图 19：格力线下渠道改革方案示意图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四、 投资建议：低估值+高分红，把握空调

景气向上周期 

估值纵向比较：市盈率处于低水位，其在景气向上周期或有较强弹性。截至 23

年 3月 13日，格力电器 PE（ttm）仅为 8.1 倍，介于 5年底部（6.6倍）和 5

年 25%分位（9.1倍）之间，估值尚处历史底部区域。动态来看，我们预测 2023

年格力电器归母净利润 275.1亿元，现价对应市盈率 7.3倍，向下安全边际高，

其估值在行业景气向上周期或有较强弹性。 

估值横向比较：（市值-净现金）/23年盈利一致预测，格力仅 4.5倍，被低估度

排序第二名。选取 20只家电股票，剔除净现金后进行市盈率从低到高排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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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电器经调整后的 PE 倍数仅为 4.5 倍，是 20 只家电股中被低估程度排序第二

名，其价值修复的概率和赔率俱佳。 

图 20：格力电器近五年 PE-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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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注：市场数据截至 2023年 3月 13日，收盘价单位：元/股 

 

表 1：按 2023年经调整后 PE由低到高排序：格力在家电核心标的中位列第二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市值（亿元） 净现金（亿元） 
2023年盈利一致预测

（亿元） 

（市值-净现金）/23年

盈利一致预测（即经调

整后 PE） 

23年经调整后 PE 

排名 

000921.SZ 海信家电 207 139 16 4.1 1 

000651.SZ 格力电器 2090 798 286 4.5 2 

600060.SH 海信视像 206 109 20 5.0 3 

002035.SZ 华帝股份 56 16 5 7.9 4 

000333.SZ 美的集团 3642 516 338 9.2 5 

002705.SZ 新宝股份 143 35 12 9.3 6 

002508.SZ 老板电器 271 70 21 9.5 7 

603515.SH 欧普照明 137 43 9 10.2 8 

002677.SZ 浙江美大 80 10 7 10.3 9 

600690.SH 海尔智家 2184 349 179 10.3 10 

300911.SZ 亿田智能 50 11 3 13.2 11 

002242.SZ 九阳股份 140 24 8 14.2 12 

688696.SH 极米科技 128 19 6 17.4 13 

002032.SZ 苏泊尔 456 48 23 17.7 14 

688169.SH 石头科技 319 51 15 18.4 15 

002959.SZ 小熊电器 107 19 5 18.8 16 

603486.SH 科沃斯 462 31 21 20.6 17 

300894.SZ 火星人 118 10 5 24.1 18 

603195.SH 公牛集团 1029 101 37 25.3 19 

603868.SH 飞科电器 341 14 12 26.9 20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注：市场数据截至 2023年 3月 13日，净现金=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高股息品种值得重视：近 12 个月格力股息率高达 10.6%。我们选取 20只家电

股票，统计近 12个月股息率，格力电器以 10.6%高居榜首，这从侧面也印证公

司的价值是被市场低估的。动态来看，底线假设 2023年格力现金分红率 50%，

2023年预期盈利 275亿元，则 2023年预期股息率仍然高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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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按近 12个月股息率排序，格力位列家电核心股票榜首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股息率（%,TTM） 股息率排名 

000651.SZ 格力电器 10.6 1 

002242.SZ 九阳股份 8.2 2 

002032.SZ 苏泊尔 5.6 3 

002677.SZ 浙江美大 5.3 4 

000333.SZ 美的集团 3.2 5 

600690.SH 海尔智家 2.8 6 

603515.SH 欧普照明 2.7 7 

300894.SZ 火星人 2.1 8 

000921.SZ 海信家电 1.8 9 

002508.SZ 老板电器 1.7 10 

002035.SZ 华帝股份 1.5 11 

603195.SH 公牛集团 1.4 12 

603486.SH 科沃斯 1.4 13 

300911.SZ 亿田智能 1.3 14 

603868.SH 飞科电器 1.3 15 

688696.SH 极米科技 1.2 16 

002705.SZ 新宝股份 1.1 17 

002959.SZ 小熊电器 0.9 18 

600060.SH 海信视像 0.5 19 

688169.SH 石头科技 0.4 20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注：市场数据截至 2023年 3月 13日 

 

盈利预测、估值与评级：空调景气周期向上，渠道变革落地生效，公司估值位于

底部区间，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维持 46.62元。格力是低估值（剔除净现

金 4.5倍 PE）+高分红（近 12个月股息率 10.6%）的核心资产，当前市场环境

和行业周期中，其价值修复的胜率和赔率俱佳。β层面，公司是受益于空调周期

上行的纯内需品种；α角度，渠道调整后 2022年格力已经重新成为线上/线下空

调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的双料第一。我们看好公司的渠道革新、长远规划、以及股

东回馈，但考虑到 22Q4疫情影响，我们下调公司 2022年归母净利润为 251亿

元（-4%），在基本维持增长率的基础上下调 2023-24 年归母净利润为 275 亿

元（-4%）、301亿元（-5%），维持“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 46.62元。 

 

五、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复苏力度不达预期，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行业价格竞争超出预期。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2- 证券研究报告 

格力电器（000651.SZ） 

利润表（百万元）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营业收入 170,497 189,654 197,965 212,379 230,042 

营业成本 124,229 142,252 143,959 152,785 165,526 

折旧和摊销 3,589 3,644 4,185 4,659 5,114 

税金及附加 965 1,077 1,524 1,635 1,771 

销售费用 13,043 11,582 12,175 12,743 13,803 

管理费用 3,604 4,051 4,157 4,460 4,831 

研发费用 6,053 6,297 5,939 7,433 8,051 

财务费用 -1,938 -2,260 847 1,643 1,327 

投资收益 713 522 250 260 270 

营业利润 26,044 26,677 29,569 32,430 35,530 

利润总额 26,309 26,803 29,874 32,735 35,835 

所得税 4,030 3,971 4,601 5,041 5,519 

净利润 22,279 22,832 25,273 27,694 30,316 

少数股东损益 104 -232 180 185 200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2,175 23,064 25,093 27,509 30,116 

EPS(按最新股本计) 3.69 3.90 4.46 4.88 5.35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经营活动现金流 19,239 1,894 37,101 36,312 40,147 

净利润 22,175 23,064 25,093 27,509 30,116 

折旧摊销 3,589 3,644 4,185 4,659 5,114 

净营运资金增加 -15,989 14,431 -305 7,281 8,468 

其他 9,463 -39,245 8,128 -3,137 -3,552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 98 29,752 -4,060 -4,040 -4,030 

净资本支出 -4,522 -5,712 -4,300 -4,300 -4,300 

长期投资变化 8,120 10,337 0 0 0 

其他资产变化 -3,500 25,127 240 260 270 

融资活动现金流 -21,111 -25,331 -11,405 -22,182 -23,752 

股本变化 0 -101 -283 0 0 

债务净变化 6,174 15,669 4,601 -7,902 -5,809 

无息负债变化 -14,761 33,666 -23,350 4,909 6,783 

净现金流 -2,148 5,727 21,636 10,089 12,364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总资产 279,218 319,598 310,963 323,028 337,701 

货币资金 136,413 116,939 138,576 148,665 161,029 

交易性金融资产 371 0 0 0 0 

应收帐款 8,738 13,841 7,774 8,340 9,034 

应收票据 0 0 0 0 0 

其他应收款（合计） 147 334 199 213 231 

存货 27,880 42,766 21,594 22,918 24,829 

其他流动资产 36,591 34,994 34,994 34,994 34,994 

流动资产合计 213,633 225,850 216,816 228,960 244,163 

其他权益工具 7,788 10,114 10,114 10,114 10,114 

长期股权投资 8,120 10,337 10,337 10,337 10,337 

固定资产 18,983 31,183 32,040 32,185 31,747 

在建工程 4,016 6,481 5,521 4,801 4,231 

无形资产 5,878 9,917 10,016 10,112 10,207 

商誉 202 708 708 708 708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62 4,874 4,874 4,874 4,874 

非流动资产合计 65,585 93,749 94,147 94,068 93,538 

总负债 162,337 211,673 192,924 189,931 190,905 

短期借款 20,304 27,618 32,975 24,572 18,264 

应付账款 31,605 35,875 35,990 38,196 41,381 

应付票据 21,427 40,744 21,594 22,918 24,829 

预收账款 0 0 9,898 10,619 11,502 

其他流动负债 65,418 63,643 63,643 63,643 63,643 

流动负债合计 158,479 197,101 177,807 174,267 174,694 

长期借款 1,861 8,961 9,461 9,961 10,461 

应付债券 0 0 0 0 0 

其他非流动负债 587 2,870 2,870 2,870 2,87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859 14,571 15,117 15,664 16,212 

股东权益 116,880 107,925 118,039 133,096 146,796 

股本 6,016 5,914 5,631 5,631 5,631 

公积金 3,622 2,110 3,225 3,225 3,225 

未分配利润 102,842 103,475 115,908 130,780 144,280 

归属母公司权益 115,190 103,652 113,585 128,458 141,957 

少数股东权益 1,690 4,274 4,454 4,639 4,839 
 

盈利能力（%）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毛利率 27.1% 25.0% 27.3% 28.1% 28.0% 

EBITDA率 16.3% 15.5% 17.6% 18.1% 18.1% 

EBIT率 14.2% 13.6% 15.5% 15.9% 15.9% 

税前净利润率 15.4% 14.1% 15.1% 15.4% 15.6% 

归母净利润率 13.0% 12.2% 12.7% 13.0% 13.1% 

ROA 8.0% 7.1% 8.1% 8.6% 9.0% 

ROE（摊薄） 19.3% 22.3% 22.1% 21.4% 21.2% 

经营性 ROIC 20.0% 16.5% 19.5% 20.4% 20.9% 

 

偿债能力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资产负债率 58% 66% 62% 59% 57% 

流动比率 1.35 1.15 1.22 1.31 1.40 

速动比率 1.17 0.93 1.10 1.18 1.26 

归母权益/有息债务 5.20 2.74 2.68 3.72 4.94 

有形资产/有息债务 11.80 7.80 6.75 8.63 10.87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预测 

费用率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销售费用率 7.65% 6.11% 6.15% 6.00% 6.00% 

管理费用率 2.11% 2.14% 2.10% 2.10% 2.10% 

财务费用率 -1.14% -1.19% 0.43% 0.77% 0.58% 

研发费用率 3.55% 3.32% 3.00% 3.50% 3.50% 

所得税率 15% 15% 15% 15% 15% 

 

每股指标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每股红利 3.00 2.00 2.24 2.95 3.23 

每股经营现金流 3.20 0.32 6.59 6.45 7.13 

每股净资产 19.15 17.53 20.17 22.81 25.21 

每股销售收入 28.34 32.07 35.15 37.71 40.85 

 

估值指标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PE 10 9 8 7 7 

PB 1.9 2.1 1.8 1.6 1.4 

EV/EBITDA 8.0 9.2 6.9 6.1 5.5 

股息率 8.1% 5.4% 6.3% 8.3%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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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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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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