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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增长，迎来价值重估机遇的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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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公司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实现双双增

长，优质港口资产的投资促进ROE值稳步提升

3、2022年核心竞争优势突出，智慧港口

建设成效显著，内在价值不断提升

➢ 2022年，公司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实现双

双增长，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

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公司营收规模逐年
增加，2022年营收规模达162.3亿元，同比
增长6.19%。疫情三年期间公司逆市实现持
续增长，具有极强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印
证公司的长期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公司归母净利润自
2020年下降之后持续回升，其中2022年归
母经营净利润规模达33.37亿元，同比增速
达24.2%，已经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并创下历
史新高值。
➢ 2022年优质港口资产的投资持续改善公

司整体的资产质量，ROE值稳步提升
公司持续投资布局国内外优质港口资产，

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公司总资产规模持

续增加。2022年，公司总资产1,975.2亿元，

同比增长12.24%。这些优质港口资产的投

资也持续改善公司整体的资产质量，优质资

产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带来投资回报能力的

持续改善。2022年公司ROE值稳步提升，同

比提升0.55个百分点。

➢ 多重核心竞争能力构筑公司护城河

强大的股东背景和资源整合能力、均衡完善
的全球港口网络布局能力、持续优化的供应
链综合服务能力、自主创新的智慧港口建设
能力、稳健高效的港口管理能力构筑公司护
城河，让公司在成熟的全球港口竞争市场中
脱颖而出，至今公司已成长成为一家世界领
先的港口投资、开发和营运商。
➢ 经营效益和管理效率显著提升
招商港口不断进行科技创新, 深圳母港和妈
湾智慧港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经营效益和
管理效率显著提升，已成为一家具有科技属
性的世界一流港口建设和运营商。
➢ 公司内在价值不断提升
优质港口投资布局效果显现，投资收益逐年
增加，内在价值不断提升，多个估值指标处
于行业内较低水平。
➢ 央国企估值体系助力公司估值重塑
招商港口做为全球领先的港口投资、开发和
营运商，公司多年业绩稳定。在全球地区拥
有多个世界领先港口资产，极具成长性。A
股上市央企、国企中，具有良好业绩、成长
性高且经营效率高的企业价值被社会和投资
者逐渐重视，央国企估值体系重塑招商港口
估值。

2022年年报核心要点

2、2022年核心业务集装箱吞吐量和散装箱

吞吐量保持稳定发展,市占率稳步提升

➢ 2022年核心业务集装箱吞吐量和散装箱吞

吐量保持稳定发展，经营体量逐年增加

2022年，公司港口业务经营保持稳定发展，

占公司总体收入依旧保持超过90%以上。其中

公司港口项目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594.8

万TEU，同比增长7.0%。港口散杂货业务吞吐

量为7.4亿吨，同比增长20.6%。

➢ 2022年更加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国内疫

情的有效防控下，国内经营数据持续改善

从地区来看，2022年公司内地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和散杂货吞吐量经营数据表现突出，其

中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规模达10,517.4万TEU，

同比增长 10.5%。散装箱吞吐量完成规模达

73,400.9万吨,同比增长20.09%。

➢ 2022年公司港口项目集装箱吞吐量市占率

提升1.26%至49.46%，中国地区排名第一

2022年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联营及合营

公司下属的港口）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为

14,594.80万TEU，同比增速达7.0%，增速远

高于中国及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速，

中国地区市场占有率达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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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公司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实现双双增长，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1.1营收及净利润分析

2020年至2022年期间，虽然疫情影响显著并制约公司的快速发展，但公司通过稳步实施公司战略和持续深化国企改革，多项降本增效成
果显现，仍旧保持着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期间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增长速度依旧保持正增长。

数据来源：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亿渡数据整理

图表1：公司2018-2022年营收规模及同比变化幅度情况

➢ 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公司归母净利润自2020年下降之后持
续回升，2022年归母净利润规模达33.37亿元，同比增速达
24.2%，已经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并创下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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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公司2018-2022年归母净利润规模及同比变化幅度情况

➢ 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公司营收规模逐年增加，2022年营收规模
达162.3亿元。其中2020至2022年疫情期间公司逆市实现持续增长，
具有极强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印证公司的长期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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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港口资产的投资持续改善公司整体的资产质量，ROE值稳步提升1.2资产情况分析

2020年至2022年期间，公司持续优化全球港口网络布局，通过兼并重组、旧港改造和新建港口，循序搭建覆盖全球的现代化港口生态圈，
进一步提升港口业的行业价值，增强区域均衡发展。至今招商港口形成了全球业务布局，港口网络遍及6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个港
口。这些港口资产的投资，使得公司总资产规模逐年增加。同时，这些优质港口资产的投资也持续改善公司整体的资产质量，2022年公
司ROE值稳步提升，同比提升0.55个百分点。

图表3：公司2018-2022年总资产规模及同比变化幅度情况

➢ 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公司净资产逐年提升。ROE值2020年
开始稳步提升，其中2022年达7.54%。

图表4：公司2018-2022年净资产规模及ROE值变化幅度情况

➢ 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公司总资产规模持续增加。2022年公司总
资产1975.2亿元，同比增长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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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亿元） 总资产同比增长

804.17 
949.90 

1,058.02 1,110.35 

1,282.53 

3.88%

8.71%

5.67%

6.99%
7.54%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净资产（亿元） ROE(%)

数据来源：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亿渡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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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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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9.4 

4730

2576
1332 1090 935

14,594.8 

1、上港集团（参股） 2、TL（参股） 3、深圳西部港区（控股） 4、辽港股份（参股） 5、QQCTU（参股） 公司港口总吞吐量

2021年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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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务集装箱吞吐量和散装箱吞吐量逐年增加，成果显著，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图表5：公司2018-2022年集装箱吞吐量规模及同比变化幅度情况 图表6：公司2018-2022年散装箱吞吐量规模及同比变化幅度情况

图表7：公司2021年和2022年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五大港口完成吞

吐量情况及变化
图表8：公司2021年和2022年散杂货吞吐量排名前五大港口完成吞

吐量情况及变化

10,973 11,293 
1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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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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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2.1%

7.0%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集装箱吞吐量（万TEU） 同比增长（%）

53,694 
48,943 

45,430 

61,308 

73,953 

1.5%

-8.8% -7.2%

35.0%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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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杂货吞吐（万吨） 同比增速（%）

➢ 2022年港口散杂货业务吞吐量为7.4亿吨，同比增长20.6%。
2022年，公司战略投资优质港口宁波港，宁波港业务量纳入统
计之后，公司散杂货业务吞吐量快速实现增长。

同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0.9% 同比增长
3.8%

同比增长
10.9%

同比增长
9.4%

➢ 2022年，公司港口项目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594.8万TEU，同比
增长7.0%，在全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比达49.46%，比去年提
升1.26%，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同比增长
7.0%

26,256 

9,554 8,239 6,559 

61,308.5 

25,442 

15,094 
8,314 7,817 7,221 

73,953.4 

1、辽港股份（参股） 2、宁波舟山港（参股） 3、湛江港（参股） 4、上港集团（参股） 5、青岛董家口（参股） 公司港口总吞吐量

2021年 2022年

同比下降
3.1%

同比下降
13.0%

同比下降
5.1%

同比增长
10.1%

同比增长
20.0%

数据来源：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亿渡数据整理

1.3.1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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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粤港澳大湾区建成首个5G绿色低碳智慧港口“妈湾智慧港”

智慧港口建设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和荣获多项殊荣,且经营效益成效显著

2、妈湾智慧港经营效益显著，吞吐量和盈利规模快速增长

图表9：妈湾智慧港图片展示

公司智慧港口通过“招商芯”、“招商ePort”和“智慧管理平台（Smart Management Platform，简称SMP）”三大平台推动港口数字
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围绕“招商芯、招商ePort、自动化技术、智慧口岸、5G应用、区块链、北斗系统、人工智能应用和绿色低碳”等
9大智慧元素，公司积极推动智慧港口建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首个5G绿色低碳智慧港口“妈湾智慧港”。
妈湾智慧港占地面积98.36万平方米，泊位岸线总长1930米，拥有5个泊位，设计吞吐能力超300万TEU，可供靠泊世界最大型集装箱船舶。

资料来源：上市企业公开披露资料、亿渡数据整理

➢ 2021年，妈湾智慧港项目荣获工信部第四届“绽放杯”5G 应用大赛标杆赛金奖、2021年世界港口协会（IAPH）可持续发展奖等;2022
年妈湾智慧港为主要成果载体的招商港口荣获“2022港航物流年度企业-十大港口智慧力量”殊荣，该荣誉表彰2022年在智慧港口、智
慧口岸建设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企业。

➢ 妈湾智慧港于2021年6月底通过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营，2022年妈湾智慧港运营首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28万标箱，盈利突破1亿元，

智慧赋能带来的成效显著。

1.3.2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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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港建设实现逆市突破,国内母港和国外母港集装箱吞吐量持续增加

深圳西部港区 2022 类别 泊位数 岸线

集装箱 1,332
万标箱 集装箱 25 8,560米

散杂货 1,950 
万吨 散杂货 16 3,871米

集装箱航线 191条

保税仓库 7座（420,000m2）

1、国内深西母港

➢ 国内深西母港包括海星港口妈湾智慧港、赤湾港航、蛇口集装箱
码头、赤湾集装箱码头、招商港务、招商保税物流等，主要提供
港口业务、保税物流园业务以及港口配套业务。

➢ 2022年深西母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332万标箱，同比增长
3.8%，市场占有率增长1.2个百分点进一步提升至19.1%，达到近
五年新高。助力深圳港突破3000万标箱，坐稳全国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排名第3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第4位；

➢ 深西母港优化航线结构，年内增加12条美洲线，航线总数突破200
条。公司成立华南散杂货营运中心，保持进口小麦、玉米、复合
肥等全国第一，内贸玉米区域第一，开启深西母港散杂货高质量
新发展格局；铜鼓航道实现20万吨级船舶夜航，增强全天候大船
服务能力。

2、国外母港

海外母港包括科伦坡CICT和汉班托塔港HIPG。公司着力把位于
斯里兰卡的海外母港CICT打造成国际集装箱枢纽港、HIPG打造
成区域综合性大港，持续推进打造南亚区域国际航运中心，并持
续提升两港的一体化运营管理。
2022年，CICT克服当地政治风险影响，全年集装箱量完成321.5
万标箱，同比增加5.15%，全年净利润突破7000万美元。

港口 泊位
经营期
限

招商局港
口持股

2022年吞
吐量

科伦坡CICT
3个泊位，1200米岸线，

58公顷
35年 85%

321.5万
TEU

汉班托塔港
HIPG

10个泊位，3487米岸线，
11.5平方公里

99年 65%

156吨散
杂货

突破50万
辆滚装船

图表10：国内母港深圳西部港区基本情况介绍

CICT HIPG

图表11：国外母港基本情况介绍

资料及数据来源：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亿渡数据整理

1.3.3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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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行业发展概况

2.3 公司港口布局

2.4 公司发展战略

2.2 行业兼并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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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及中国港口大货物吞吐量实现小幅增长，整体稳中向好，但增速放缓2.1行业发展概况

78.41 

90.43 93.00 
98.70 101.48 

15.32%

2.84%

6.13%

2.82%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全球TOP20港口合计(亿吨) 同比增速（%）

图表12：2018年至2022年全球前20港口大货物吞吐量及变化 图表13：2018年至2022年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变化

数据来源：各港口港务局，SISI整理，*表示数据为估计值

133.45 

139.51 

145.50 

155.45 
156.84 

5.5%

4.5%
4.3%

6.8%

0.9%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货物吞吐量（亿吨） 同比增长（%）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亿渡数据整理

➢ 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全球前20大货物吞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呈
不断增长趋势，但同比增速放缓。

备注：2022年全球前20大货物吞吐量港口分别为宁波舟山、唐山、上海、青岛、广州、新加坡、苏州、

日照、黑德兰、天津、鹿特丹、烟台、北部湾、泰州、江阴、黄骅、大连、福州以及连云港。其中中国
地区港口有17个，中国港口大货物吞吐量合计占TOP20比重达84.1%。

➢ 2022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为156.84万吨，同比增长0.9%，

整体稳中向好但增速显著放缓。

备注： 2022年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前十强分别为宁波舟山、唐山、上海、青岛、广州、苏州、

日照、天津、烟台、北部湾，其中仅有上海港同比增速为负值。

2018年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之间贸易摩擦激化，2020年受疫情病毒的全面暴发以及2022年俄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这些不确

定因素影响着全球及中国港口货物运输贸易正常往来，继而影响着整个港口行业发展,促使整个港口行业增速放缓。但各国各地区政府促

进经济贸易的政策依旧延续，努力保障港口正常生产作业，2022年全球前20大货物吞吐量港口及中国港口实现小幅增长。



排名 港口名称 2021（万TEU） 2022（万TEU） 同比增速
1 上海港 4,703 4,730 0.6%

2 新加坡港 3,747 3,729 -0.5%

3 宁波-舟山 3,108 3,335 7.3%

4 深圳 2,877 3,004 4.4%

5 青岛 2,371 2,567 8.3%

6 广州 2,418 2,486 2.8%

7 釜山 2,269 2,207 -2.7%

8 天津 2,027 2,102 3.7%

9 香港 1,780 1,657 -6.9%

10 鹿特丹* 1,530 1,47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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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球比重逐年提升，且增速显著高于全球

图表14：2017年至2021年全球及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情况

8.17 8.37 8.27
8.81

2.368 2.50 2.61 2.64 2.8330.6%

31.2%

31.9%
32.1%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亿标箱） 全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亿标箱） 中国地区占比

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速/年份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速（%） 2.50% -1.40% 6.50%

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速（%） 4.40% 1.15% 7.20% 4.24%

➢ 在更加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和中国国内疫情的有效防控综合影响下，
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比重逐年提升，且
增速显著高于全球, 2022年全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2.95亿标
箱，同比增长4.24%。

图表15：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2021年和2022年变化情况

图表16：2019年至2022年全球及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速情况 图表17：2018年至2022年招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及市场占有率情况

占有率/年份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招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TEU) 10,973 11,293 12,171 13,639 14,595

公司集装箱吞吐量市占率（%） 43.89% 43.26% 46.10% 48.20% 49.46%

➢ 中国港航业市场市场处于成熟发展阶段，参与竞争的主体大多
数是国有企业。具备资源整合能力、均衡完善的全球港口网络
布局能力、智慧港口建设能力的企业更具市场竞争力，且能在
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 2022年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中中国占据七席，且大多同比增速
为正。中国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重要节点，经济体量大，工业
制造业发达，且得益于对疫情的有效防控，生产制造与居民生
活总体平稳运行，中国港口集装箱运输恢复带动全球回暖。

数据来源：各港口港务局，SISI整理，*表示数据为估计值

➢ 2018年至2022年期间，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受国际贸易环境影响
显著，总体趋势呈波动中小幅增长。2021年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为8.81亿标准箱。根据中国科学院预测，2022年，受新冠疫情、发
达经济体逆全球化举措和俄乌冲突等影响，全球经济面临较大的下
行压力，集装箱运输业出现放缓态势。

数据来源：招商港口年报披露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亿渡数据整理

2.1行业发展概况



序号 事件发生时间 投资方/收购方/重组方
被投资方/被收购方/被

合并方
标的 收购金额 事件类型

1 2022年10月
盐田港

（000088）
港口运营公司 盐田港集团购买港口运营公司100%股权，预定发行价格4.6元每股，发行股数不超过6.747亿股 预估31.03亿元 横向并购

2 2022年10月
浙江海港集团

（宁波舟山港控股股东）
招商港口

（001872）
认购招商港口非公开发行的5.77亿股A股股票，发行完成后持股比例为23.08%，成为第二大股东 106.69亿元 横向并购

3 2022年10月
中远海控

（601919）
中远海运

（600026）
中远海运集团将所持有 3,476,051,198 股上港集团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3%），以
5.45 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予中远海控，为上港集团第三大持股股东。

189.44亿元 横向并购

4 2022年09月
招商港口

（001872）
宁波港

（601018）
招商港口将作为战略投资者，全额认购宁波港此次定增发行的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 141.14亿 横向并购

5 2022年07月 河北渤海港口集团
唐山港（601000）

秦港股份（601326）
拟将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其他省市属相关国有港口企业股权无偿划转至河北
港口集团

- 合并

6 2022年05月
青岛港

（601298）
威海港 山东威海港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口 9.84亿元 横向并购

7
2022年03月-04

月
招商港口

（001872）
上港集团

（600018）
合计收购3.29亿股上海国际港务集团(简称上港集团)的股份，巩固第二大股东地位，持股比例为
28.05%。

18.94亿元 横向并购

8 2021年08月
中远海运

（600026）
天津港

（600717）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34.99%股权口 12.48亿元 横向并购

9 2021年03月
宁波港

（601018）
省海港 浙江海港航运有限公司100%股权 4.01亿元 横向并购

10 2020年12月
宁波港

（601018）
省海港

嘉兴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浙江海港嘉兴港务有限公司100%股权,温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浙江义乌港有限公司100%股权,浙江头门港港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56.42亿元 横向并购

11 2020年12月
大连港

（601880）
营口港

（600317）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辽港股份。 - 合并

12 2020年08月
上港集团

（600018）
宁波港

（601018）
舟山港5%股份 29.01亿元 横向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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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兼并重组事件扩大市场份额和提高市场竞争力成为企业长期发展重要举措2.2港口兼并重组

图表18：2020-2022年期间中国港口行业主要兼并重组事件汇总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目前，中国丰富的港口资源大多被A股18家上市港口企业所垄断，行业已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未来港口建设及运营将朝着智能化、数字化、智慧化

趋势发展。企业之间并购重组行为之后可通过资源整合，实现港口建设及运营高度协同化，促进中国港口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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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全球沿海主要枢纽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港口网络群，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2.3公司港口布局

厦门湾

图表19：招商港口国内港口投资布局情况 图表20：招商港口国外港口投资布局情况

积极进行国内港口布局，追求港口高质量发展，打造若干世界一流
强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把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及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在全球主枢纽
港、门户港以及市场潜力大、经济成长快、发展前景好的地区布局。

天 津 天津五洲
青 岛 QQCTU

QQTU

董家口项目
青岛港国际

大 连 大连港股份

上 海 上港集团（第二大股东）

宁 波 宁波大榭
宁波港股份（第二大股东）

珠三角

香 港 现代货箱码头
招商货柜

深 圳 SCT

CCT

招商港务
妈湾项目
海星码头

汕 头 汕头港
珠三角 珠江船务

环渤海

长三角

漳 州 漳州码头

台 湾 高明货柜码头

台湾

2010年

2012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8年

2020年

收购尼日利亚
TICT47.5%股权

收购多哥LCT50%
股权

收购吉布提
PDSA23.5%股权

首个绿地项目斯里兰卡
CICT码头投产

收购Terminal 
Link49%股权

收购土耳其Kumport码头
26%股权

收购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
HIPG85%股权

收购巴西TCP90%股
权

收购澳洲纽卡斯尔港
50%股权

通过Terminal Link收购达飞航运旗下10个优
质码头股权

备注： 1、在2022年全球前20大货物吞吐量港口中，宁波舟山港口排名全球第一，上港集团是上海港
公共码头运营商，上海港排名全球第三。

2、在2022年全球前10大集装吞吐量港口中，上海港口排名全球第一，宁波舟山全球第三。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至今，招商港口所投资或者投资并拥有管理权的码头遍及香港、台湾、深圳、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漳州、湛江、汕头等枢纽
港，并成功布局六大洲，（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和北美洲），25国家和地区的50个港口。2022年，公司控制下的港口
（包括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控制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1.459亿TEU，排名全国第一（市占率达49.46%） ,全球第四。

2022年 增持AAT并作为第二大股东持股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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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大战略助力公司成为高质量的世界一流港口综合服务商2.4公司战略布局

1、母港战略

从沿海五大港口群中持续寻找整合合作机
会，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国内港口网络布局，
突出重点，全力推进，引领区域港口整合
的新方向，不断提升港口发展质量。

3、创新战略

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显著提升码头

运营效率与效益，以创新支撑公司新的跨

越发展，不断提升公司的发展动力。

2、海外战略

重点在全球主枢纽港、门户港以及市场潜
力大、经济成长快、发展前景好的地区布
局，捕捉港口、物流及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机会，持续完善公司的全球港口网络。

4、数字化战略

以数字化为切入点赋能公司的生产经营、

市场拓展、运营管理、资本运作，顺应时

代和行业发展趋势，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

港口码头进行全方位改造，促进产业优化

升级。

5、低碳战略

不断优化港口的能源结构，完善现代

化绿色港口管理体系和机制，丰富绿

色能源供应场景，广泛推行绿色投资

理念，致力打造低能耗、低污染的新

一代绿色智慧港口。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公告，亿渡数据整理

公司通过“母港战略、海外战略、创新战略、数字化战略、低碳战略”五大战略布局，不断均衡完善的全球港口网络布局，提高公司在全

球地区的影响力，助力公司成为高质量的世界一流港口综合服务商。



公司看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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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处于破净水平

3.2智慧港口建设

3.1多重核心竞争力

3.4央国企价值重塑



多重核心竞争能力构筑公司护城河，让公司成为一家优质港口企业3.1多重核心竞争力

强大的股东背景和资源整合能力、均衡完善的全球港口网络布局能力、持续优化的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自主创新的智慧港口建设能力、稳健高效

的港口管理能力让公司在全球港口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公司已成长成为一家世界领先的港口投资、开发和营运商。

02.均衡完善的全球港口网络布局能力

公司通过兼并重组、旧港改造和新建港口，循序搭建

覆盖全球的现代化港口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港口业的

行业价值，增强区域均衡发展，在全球地区拥有众多

的优质港口网络。经过多年的海外发展，招商港口形

成了全球业务布局，港口网络遍及6大洲、25个国家和

地区的50个港口。

01.强大的股东背景和资源整合能力

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成立于1872年，距今已有151年，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具
有卓越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强大的品牌优势。依托招商局集团强大的股东背景和丰富的国内
外资源，招商港口得以打造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拓展能力的全球港口投资运营平台和互联
互通的国际化港口综合服务体系，致力建设成为高质量的世界一流港口综合服务商。

05.稳健高效的港口管理能力

公司凭借深耕行业多年积累的专业管理经验、自主研发全

球领先的码头作业系统与进出口综合物流管理平台、完善

的海运物流支持体系与全方位的现代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高品质的工程管理和可靠的服务，在行业内具有较高声誉。

04.自主创新的智慧港口建设能力

公司通过“招商芯”、“招商ePort”和“智慧管理平台”三大

平台推动港口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至今，公司成功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首个5G绿色低碳智慧港口“妈湾智慧港”。妈湾智慧

港现已成为传统码头向高效安全绿色无人智慧码头转型的标杆，

开启了科技强港的新航程，形成了具有“招商特色”的智慧港口

综合解决方案。

03.持续优化的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

公司以建成高质量的世界一流港口综合服务商为总目标，从

多方面出发，提升综合开发能力和现代化综合物流服务能力，

实现持续提升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粤港

澳大湾区组合港平台，被列入国家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

革项目、获评广东自贸区2021年最佳制度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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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智慧港口建设 智慧港口建设成果显著，深圳母港和妈湾智慧港经营效益和管理效率显著提升

招商港口是传统港口智慧化转型开拓者。公司旗下深圳前海妈湾智慧港于2021年开港，现已成为传统码头向高

效安全绿色无人智慧码头转型的标杆示范，首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万标箱。招商港口通过多维度科技赋能

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具有“招商特色”的智慧港口综合解决方案。妈湾智慧港智能升级改造后，运行效率较

传统码头显著提升。现场人员减少80%，综合作业效率提升30%，安全隐患减少50%，碳排放量減少90%，进出口

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经营效益方面,智慧港口改造方案比新建全自动码头建设成本减少50%，更具经济属性。

2022年,妈湾智慧港运营首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28万标箱，盈利突破1亿元，智慧赋能带来的成效显著。妈湾

智慧港已经成为传统码头智慧改造的样板典范，未来可为行业提供解决方案输出。

➢ 2022年海妈湾智慧港管理效率显著提升,经营效益成果显著

深圳母港通过扎实推进数字化建设和转型，全面贯彻落实建设“数字化招商港口”，正式启动“SMP”。

“SMP”通过业务流程和信息共享模块联合智能分析和决策支持模块，打造招商港口一站式综合管理平台，

支持集装箱、散杂货、物流园区、综合开发、智慧科技全板块业务分析，适配各层级公司管理诉求，作

为港口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和数据资产管理的核心智慧工具，以数字化技术作为关键力量，以智慧工具的

应用驱动招商港口运营管理的手段、模式和理念的变革。通过数字化智慧运营赋能管理变革新高度，深

圳母港运营效率显著提升。2022年深西母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332万标箱，同比增长3.8%，

➢ 数字化智慧运营赋能深圳母港管理变革，运营效益成果显著

公司通过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打造智慧港口解决方案、智慧港口开放平台、智慧港口科技运营，智慧港口建设成果显著，深圳母港和妈湾
智慧港建设和改造之后经营效益和管理效率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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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港口投资布局效果显现，投资收益逐年增加，多个估值指标处于行业内较低水平

公司名称 收入类型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同比变化
（%）

2018-2022
年CAGR

招商港口 投资收益 39.68 46.19 49.10 66.37 73.78 11.16% 16.77%

图表21：招商港口2018年至2022年投资收益情况(亿元） 图表22：招商港口2019年初至2023年3月末PB值变化情况

图表23：A股港口上市公司2022年1-9月份三季度部分核心财务指标和最近估值情况

备注：1、根据choice终端，A股港口上市公司一共有18家。
2、MRQ市净率=上一交易日收盘价/最新每股净资产
3、统计日期为2023年03月24日

3.3处于破净水平

资源整合能力凸显，优质港口投资布局效果显现，投资收益逐年增加。根据历史数据纵向比较，公司PB值一直处于地位，且远低于行业平均值。与

其他港口上市企业横向对比，公司2022年1-9月份公司总资产(第一）、总营收（第五）、归母净利润（第四）排名靠前,内在价值不断提升。但动态

市盈率、市净率指标上看，市场估值处于行业内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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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港口做为全球领先的港口投资、开发和营运商，公司多年业绩稳定。在全球地区拥有多个世界领先港口资产，极具成长性。A股上市央企、国

企中，具有良好业绩、成长性高且经营效率高的企业价值被社会和投资者逐渐重视，央国企估值体系重塑招商港口估值。

过去

过去，一些央企国企存在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等问题，导致股东投资
回报率偏低。随着国资委考核标准不断改进、提升这种情况明显好转，
A股央企、国企整体盈利能力不断提升，但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普
遍偏低。根据国联证券张晓春、赵闻恺统计，截至2022年11月25
日，A股央国企上市公司共计1,331家，数量占比约30%，营收和利润
总额分别为 35 万亿元和 4 万亿元，占比分别高达 66%和 69%，但却
只贡献了接近50%的市值，表明国企整体估值水平较低。

现在

估值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组成。

一是行业分布上，央企国企主要集中在估值较低的传统行业，所处产
业多为周期、消费、金融、基础设施，较少与科技成长产业有关；二
是社会责任上，央企国企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带来额外的风险、费用，
管理层与资本市场的价值导向不一致，导致其在资本市场有所折价，
制约了估值提升；三是组织结构上，央企国企组织结构较为复杂，管
理难度较大，经营效率较民营企业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利于及时结合
市场变化进行投资调整布局，错过很多新兴行业的投资机遇。

综上， A股央国企在资本市场估值普遍偏低。

招商港口是A股最大的央企港口标的。
招商港口是招商局集团旗下港口业务的核心载体。公司通过参控股全
球优质港口资产，是上海港和宁波港第二股东，在长三角港口市场影
响力日益提升。同时招商港口在全球地区拥有多个世界领先港口资产，
全球港口业务分布6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共50个码头，其中通过与
全球第三大船公司达飞航运集团合资公司持有20个海外码头股份。
2022年招商港口集装箱权益吞吐量规模世界排名第四，中国排
名第一，在港航业市场有着很强竞争实力和极高市场地位，与A
股上市17家港口企业相比，2022年1-9月份公司总资产(第一）、总营
收规模（第五）、归母净利润（第四）排名靠前，内在价值不断提升。
但动态市盈率、市净率估值处于行业内较低水平，内在价值和市场
估值不相匹配。同时，央国企估值体系助力公司估值修复和提升。

估值 重塑

央国企估值体系助力公司估值修复和提升3.4 央国企价值重塑

2022年11月21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提出“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估值体系” 2023年3月3日，国资委对国有企业对标开展世界一流企业
价值创造行动进行动员部署。2023年两会上上交所总经理就央企更好
利用资本市场做强做优做大提出提案。这些探索建立中国特色估值体
系，有利于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国央企有望持续受益
于国企改革、行业转型和结构优化，实现估值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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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相关政策不及预期

➢ 全球贸易增速下降

➢ 公司各投资项目收益不及预期等



23

➢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投资者参考之用，不构成对买卖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出价或征价或提供任何投资决策建议的服务。该等

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或投资操作性建议，

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自主审慎做出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投资者在依据本报告涉及的内容进行任何决策前，应同

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并就相关决策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深圳市亿渡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本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相关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益亦可能会波动，该等意见、评估及

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在不同时期，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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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通过口头或书面发

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除非另行说明，本报告中所引用的关于业绩的数据均代表过往表现，过往的业绩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回报的预示。

本报告由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深圳市亿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对这些信

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次报告仅供参考价值，无任何投资建议。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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