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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走势 

深耕供应链，借力 O2O，17 年属于供应链的小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是煤炭供应链企业的小时代 
2016 年煤炭行业产能出清，市场回暖，供给侧改革卓有成效，然在下一个
周期开始前，煤炭企业短期内扩产能意愿并不强烈。展望 2017 煤炭行业最
坏的时候已经过去，煤炭供给侧改革还将持续，曲折中前进，不会回头，
供应链企业迎来小时代：1）我国煤炭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的错位性分布将
长期支撑供应链行业巨大市场空间；2）行业竞争从无序到有序，未来市场
份额有望向龙头供应链企业集中，大宗平台模式有望出现；3）煤炭行业集
中度提高，信用风险较低，当煤炭企业融资成本较高，意识到要考虑生产
效益、服务效率时就是供应链企业最好的机会。煤炭供应链企业将可能成
为供给侧改革下的一只弹性品种。  
 

民营供应链龙头，借力 O2O 走向大宗生态圈 
瑞茂通以煤炭贸易起家三次转型契合煤炭行业变革，成为中国领先的大宗
商品供应链服务商。产业为本：公司以客户为导向的供应链模式，通过广
度布局全球资源供销网络，深度介入煤炭产业链各环节，确立行业先发优
势。2012-2016 年公司全年煤炭发运量从 871 万吨增长至 4275 万吨，年
平均增速 48.8%，市场份额国内民营第一仅为 1.6%，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金融为器：保理+租赁+银行+P2P 多牌照布局供应链金融生态体系，多渠道
融资拓展资金类优势，增加客户黏性构筑行业优势壁垒，但 2016 年受煤炭
行业信用风险影响公司未新增规模。拥抱互联网：民营产业背景打造易煤
网，将线下供应链环节搬至线上，同期推出价格指数争取定价权，流量变
现未来可期。盈利能力：受益于 2016 年行业回暖，盈利指标高反弹增长，
2016 年公司收入为 212.3 亿，同比增加 125.8%，近四年均增速 41.6%，净
利润同比增加 23.8%。2017Q1 延续去年高景气公司收入、净利润实现 52.3
亿、2.7 亿，在去年低基数下同比增长 128.4%、89.7%。 
 
业绩成长依靠公司业务量驱动 
供应链管理业务增长取决于业务量扩大，单吨盈利与煤炭行业周期性波动
相关，公司过去两年的业绩显示业务规模扩张可有效覆盖单吨盈利的下降。
供应链金融业务驱动因素在于利差、杠杆率和减值准备，减值准备与煤炭
行业周期相关。未来公司成长在于 1)自营业务或可合资借力，平台业务依
赖 O2O 倒流；2）供应链模式跨品类复制，助行业外延扩张。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随着公司煤炭业务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互联网端煤炭流量 O2O 倒
流、非煤大宗业务的增加以及保理业务平稳增长，公司未来业绩将有望显
著增长。预计公司 17/18/19 年 EPS 分别为 0.69、0.82 与 0.99 元，17 年预
测业绩对应当前 PE 仅 18.3 倍。公司经营基本面良好，“供应链+互联网+金
融”模式驱动业绩增长，叠加低估值与未来外延扩张，给予增持评级，目
标价 15.6 元。 
风险提示：煤炭需求大幅下滑；非煤业务拓展不及预期。 
 
财务数据和估值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营业收入(百万元) 9,405.04 21,233.55 25,458.06 30,445.79 34,928.51 

增长率(%) 12.78 125.77 19.90 19.59 14.72 

EBITDA(百万元) 688.76 1,141.80 1,400.09 1,693.42 2,090.07 

净利润(百万元) 427.57 530.93 704.00 831.42 1,002.40 

增长率(%) (14.93) 24.17 32.60 18.10 20.57 

EPS(元/股) 0.42 0.52 0.69 0.82 0.99 

市盈率(P/E) 30.31 24.41 18.41 15.59 12.93 

市净率(P/B) 3.14 2.80 2.54 1.62 1.45 

市销率(P/S) 1.38 0.61 0.51 0.43 0.37 

EV/EBITDA 33.07 15.39 3.69 8.10 3.15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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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营供应链龙头，布局“商品+电商+金融”发展模式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面简称瑞茂通）是中国领先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管
理服务商，公司通过踏准煤炭行业变迁时点，进行商业模式升级，深耕供应链、借力
O2O、发展保理金融业务，创新“商品+电商+金融”的经营模式，打造煤炭供应链的
生态圈，确立煤炭供应链先发优势。 

1.1. 股权结构：集团多元化经营，打造民营煤炭供应链龙头 

瑞茂通控股股东中瑞控股持股占比 60.81%，成立于 2000 年，是一家专业化的投资控股
公司，目前投资板块包括煤炭供应链管理、房地产开发、精细化工、金融投资等领域。
中瑞控股目前拥有瑞茂通、和昌地产、华瑞新材、中瑞资本、中瑞国际等五家独立的
产业板块。瑞茂通目前实际控制人为万永兴，持股占比 51.7%。 

图 1：截止 2017 年 1 季度公司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历史沿革：从贸易商转型成为“商品+电商+金融”服务商 

1.2.1. 三次转型契合产业变革 

公司主要从事煤炭供应链管理业务，2010年涉足海外进口市场，2012年A股借壳上市，
2013 年投资设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公司，2015 年公司成立互联网平台“易煤网”完
成供应链管理板块、互联网板块、供应链金融板块的战略布局，逐步构建起“商品+电
商+金融”的发展模式。 

图 2：公司历史沿革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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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商业模式从成立初的简单煤炭贸易，到全链条的供应链管理服务，再新增互联
网+金融配套业务，最终愿景打造大宗商品生态圈。每一次业务模式的革新均是发现煤
炭产业中不同时期存在的行业痛点，公司利用自身优势提早进行业务布局，提供解决
方案。 

表 1：公司历次经营业务模式转型情况 

 2000-2005 年 2006-2012 年 2013-2016 年 2017 年- 

业务模式 煤炭贸易 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互联网+金融 大宗商品生态圈 

行业痛点 

煤炭行业由于供需区
域分布的错位、运力瓶
颈以及价格双轨制等
问题，为煤炭贸易企业
发展提供较大的市场
空间 

煤炭买卖价差缩小，煤炭非
标准化属性给供应链企业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能提供从
采购、仓储、掺配、物流至
销售的全链条、多品种、一
站式供应链管理服务体系的
企业优势更大 

 

煤炭行业景气度下行，卖方
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行业
诉求从帮助下游买方用户提
供采购及物流服务转为帮助
上游资源供应商提供销售及
资金服务，中间流通服务商
核心竞争力是市场和资金 

煤炭供应链行业内参与
者众多，但行业至今却
未能有效整合，原因在
于每家自身实力相对市
场而言较弱，电商平台
模式的出现将有可能颠
覆市场 

自身优势 

公司利用自身在铁路
运力以及上下游资源
的信息优势 

公司提早开始摸索多地布
局、多资源点采购、多对多
撮合的商业模式，通过优化
煤炭供应链、提升煤炭流通
的效率与附加值 

 

公司利用资本市场优势开始
提供交易撮合、平台信息咨
询以及供应链金融等服务，
帮助上游供应商分销煤炭，
及时回笼资金 

公司煤炭供应链条深耕
多年、金融业务日趋成
熟、互联网布局初见成
效，公司在原有供应链
服务基础上强化向核心
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的
管家业务模式 

具体方式 

公司在山西采购煤炭
资源，通过行业内积累
人脉，组织铁皮运力再
销售给下游电厂 

公司在山西、内蒙、陕西等
多地设立采购网点并在主要
消费地设立销售网点，同时
布局海外市场，抓住 2010

年后国内进口煤大趋势，实
现资源的全球化采购配置 

 

公司布局金融板块，包括设
立商业保理公司、融资租赁
公司等；成立易煤网打造互
联网服务平台 

公司着力打造大宗商品
生态圈，从自营业务走
向交易平台，通过煤炭
交易量线上线下导流做
大规模，非煤大宗业务
横向扩张开拓新利润
源，同时在核心客户中
拓展差异化服务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1.2.2. 收入结构调整体现公司战略升级 

公司自成立以来，营业收入内容随着经营模式调整发生巨大变化，2000-2005 年收入
主要来自于买卖价差，2006-2012 年传统贸易价差减少，公司新增供应链管理收入（包
括掺配、物流、仓储等），2013 年以后供应链金融业务成为营收的又一支撑点，2017

年后互联网平台运营收入将开始体现。目前买卖价差贸易收入包含在供应链管理收入。 

图 3：2000 年-2017 年公司营业收入结构调整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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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营收逆势增长，但细分呈现周期性波动 

公司主营业务是围绕煤炭行业的供应链管理及金融业务，过去五年煤炭行业周期性波
动，但是公司业务却逆势增长，细分指标与煤炭行业呈现一定相关性。2012-2016 年
公司收入分别为 52.8 亿、64.9 亿、83.4 亿、94.1 亿、212.3 亿，年均增速 41.6%，毛利
率 14.0%、14.9%、14.7%、15.1%、9.3%，净利润率 7.2%、7.3%、6.0%、4.5%、2.5%。受益
于2016年行业回暖，盈利指标高反弹增长，公司收入、毛利润、净利润同比增加 125.8%、 

39.1%、23.81%，但毛利率和净利率却处于历史低位。2017Q1 延续去年高景气公司收入、
毛利润、净利润实现 52.3 亿、5.7 亿、2.7 亿，在去年低基数下同比增长 128.4%、63.9%、
89.67%，毛利率及净利润率回升至 10.8%、5.1%。 

图 4： 2012-2017Q1 公司营业收入及增速  图 5： 2012-2017Q1 公司毛利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6： 2012-2017Q1 公司净利润及增速  图 7： 2012-2017Q1 公司毛利率及净利率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盈利贡献结构看，2012-2016 年非经常性损益 0.57 亿、0.84 亿、2.59 亿、1.38 亿、
3.61 亿，占当年净利润比重 15.0%、17.9%、 51.7%、32.3%、68.5%。其中与套期保值相
关的期货/纸货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 2014-2016 年合计为 0.89 亿、0.37 亿和 3.07

亿。我们认为公司对期货/纸货产生的收益是公司为对冲煤炭交易风险而进行套期保值
的日常操作，是煤炭供应链业务的风险控制措施，非一般投机性行为。 

另外公司 2013 年开始开展商业保理业务，公司应收保理款计提坏账而产生资产减值损
失近四年分别为-0.12 亿、-0.10 亿、+0.17 亿、-1.05 亿。我们认为公司保理合作客户
主要是煤炭企业，行业周期性波动，而公司的风控处置能力和销货能力将有效控制风
险，未来拨备有望转回。政府补贴 2012-2016 年分别为 0.72 亿、0.82 亿、1.17 亿、1.45

亿、0.71 亿。主要来自于公司与各地方政府合作后的财政扶持资金、业务补贴款以及
所得税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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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2-2016 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拆分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公司业务主要分为供应链管理和供应链金融两大板块。 

从盈利能力角度，2016 年公司销售毛利率下降至 9.3%，其中供应链金融毛利率上涨至
90.9%，供应链管理毛利率下降至 6.4%。尽管供应链管理板块毛利率进一步下行，但是
公司在2016年通过新增供应链管理品类的量实现了逆势扩张，进一步拓展沥青、油品、
棉花等品类供应链服务，实现毛利 13 亿，占比进一步提升为 65.9%。供应链金融板块
系由保理业务贡献，主要受到煤炭行业信用风险加剧形势下，公司未新增供应链金融
业务投入，实现毛利 6.7 亿，毛利额占比 34.1%。综合来看，供应链管理业务收入开始
从量上突破，对冲行业周期风险，供应链金融业务收入占比小但质量高，未来有较大
向上空间。 

图 9： 2012-2016 年公司供应链管理和金融板块毛利额  图 10：2012-2016 年公司供应链管理和金融板块毛利率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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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是煤炭供应链的小时代 

对煤炭企业而言，去产能的时候是痛苦的，泡沫挤破后的市场是绚烂的，而依附于煤
炭行业的供应链企业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行业空间如何？市场份额如何？ 

2.1. 产能出清，短期内扩产能意愿不强，煤炭市场理性回归 

 行业供需改善，市场回暖 

2011-2016年煤炭供需关系得到改善，从2012年供给过剩率10.1%下降至2015年4.7%。
2016 年以煤炭为重点的去产能行业，实施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煤炭供需严重
失衡的局面得到缓解，煤炭价格企稳回升，行业经营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供给过剩率
小幅回升至 5.5%。 

图 11：2011-2016 年煤炭市场供需情况  图 12：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016 年，一方面原煤产量、销量、运输量以及库存均显著回落，另一方面，煤炭价格
在中国煤炭去产能超预期背景下，一改持续 4 年大幅下滑的形势开始企稳反弹，均显
著上涨。其中：我国原煤产量 34.5 亿吨，同比下降 5.5%，原煤销量 32.7 亿吨，同比下
降 6.9%。煤炭价格在在供求关系改善下一路上扬，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动力煤市场价
639 元/吨，同比增加 72.7%。2017 年至今受供需弱平衡影响，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动
力煤价格在 600-700 元/吨区间上下波动。 

表 2：2016 年我国煤炭行业市场经营情况 

 2016 年 同比 

煤炭产量(亿吨) 34.5 -5.5% 

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产量 16.6 -11.6% 

煤炭销量(亿吨) 32.7 -6.9% 

其中：国有重点煤矿销量 15.3 -4.9% 

煤炭运输(亿吨) 19.0 -4.7% 

其中：电煤 13.4 -2.8% 

煤炭库存(万吨) 9300 -27.3% 

其中：重点发电企业库存 6546 -11.0% 

煤炭价格指数 160 38.1% 

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市场动力煤平仓价（元/吨） 639 72.7%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运销协会, 天风证券研究所 

 供给侧改革下产能出清 

市场回暖的原因在于 2016 年全年退出煤炭产能超过 2.9 亿吨，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5 亿吨。煤炭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煤炭企业数量 3000 家以内，5000 万吨级以上
大型企业产量占 60%以上。2017 年国家能源局以“2017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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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了 2017 年煤炭去产能任务目标：全年力争关闭落后煤矿 500 处以上，退出产能
5000 万吨左右。 

表 3：2016 年主要省市煤炭去产能工作计划 

省（区、

市）、央煤 

2016 年计划 
“十三五计

划” 省（区、

市）、央煤 

2016 年计划 
“十三五计

划” 

关闭（退出）

煤矿数目 

产能计划

（万吨） 

合计产能（万

吨） 

关闭（退出）

煤矿数目 

产能计划（万

吨） 

合计产能（万

吨） 

贵州 147 2368 7000 安徽 6 909 3183 

河南 89 2215 6254 湖北 124 909 800 

山西 21 2000 10000 内蒙古 10 330 5414 

四川 144 1983 3303 广西 12 227 5414 

云南 121 1865 2088 福建 35 212 600 

陕西 42 1824 4706 甘肃 13 192 1000 

山东 58 1625 6460 宁夏 8 107 122 

湖南 257 1610 1500 北京 1 100 京煤退出 

河北 56 1485 5103 新疆 4 38 282 

辽宁 39 1327 3040 青海 2 9 276 

重庆 219 1300 2300 神华集团 5 787 3000 

江西 205 1279 1868 中煤集团 3 300 2410 

江苏 11 1016 1182 安徽 6 909 3183 

黑龙江 15 983 2567 湖北 124 909 800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下一个周期？短期内扩产能意愿不足，未来煤炭市场理性回归 

上游及中游等重资产企业过去 2 年一直在去产能、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实现行业内供给
侧改革，因此多个行业 2016 年迎来一轮小阳春，然而在经历了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后并
不扩产，企业把利润用作现金储备，而不愿意像 2010-11 年一样大规模扩产。 

图 13：周期性行业集中度提升得越快，资本支出的意愿越低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宏观组 

煤炭行业中小产能、落后产能正在整合或淘汰，规模煤炭企业单位数在不断减少，行
业集中度 CR8 进一步提高至 79%，而煤炭开采及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持续下降，
即新增产能不断缩减，行业内企业数量减少，集中度提高，短期内企业扩产意愿不足。 

另外 2017 年一季度电厂库存量相对于 2016 年已经回到高位， 276 个工作日制度取消
等政策引导下，供给量相对增加。从全年来看，动力煤供需格局处于弱平衡，未来煤
炭市场向下有望理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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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固定资产投资和行业集中度  图 15：煤炭企业个数减少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宏观组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北煤南运、西煤东运，支撑煤炭供应链巨大的市场空间 

我国煤炭主要商品化产区集中在以三西（山西、陕西、蒙西）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以
山东、两淮为中心的华东产区，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产区以及东北产区和西北产区。
煤炭的消费地大都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和南方地区，除了东北产区的煤炭
自给自足外，其他产区的煤炭都要进行外运。 

煤炭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的错位性分布，致使煤炭资源流动成为一种广域性、大规模
并且具有广泛经济社会效应的空间现象，从而形成了“北煤南运、西煤东送”的运输
格局，并且这种格局将长期存在。生产商与消费商的割裂将支撑供应链巨大市场空间，
未来 5 年，上游煤炭生产环节产能趋于稳健，下游煤炭需求也将逐步释放，贸易商将
在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体系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原因有二： 

1）上游煤矿集中度远低于下游电厂，煤炭产能过剩使得上游兑价能力进一步降低，这
时候下游电厂要先货后款，上游为了提前回笼资金则依赖具有资金实力的中间贸易商
进行垫资。 

2）原煤出矿后往往要经过混洗选、掺配、风干等各种操作才能符合下游厂商需求，煤
品非标准化使得专业性的贸易商脱颖而出。 

图 16：中国煤炭生产与消费区域对比图 

 

资料来源：wind, 天风证券研究所 

2.3. 行业竞争从无序到有序，未来市场份额有望向龙头企业集中 

 市场参与者分布散乱 

煤炭贸易行业上下游企业分散，2013 年修订的《煤炭法》取消煤炭经营许可证，进一
步降低了行业进入门槛，导致流通行业分布散乱，企业数量多且规模小，个体贸易商
与供应链企业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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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模式单一 

大量小规模煤炭贸易企业盈利模式单一，业务重心仅集中在煤炭贸易层面，通过传统
的煤炭贸易价差来获取利润。业务经营手段简单、管理方式粗放，造成整个煤炭流通
环节信息滞后、煤炭流通效率低下。市场中缺乏能够提供大规模、长距离、多用户的
综合服务能力。 

 市场集中度低 

目前来看，瑞茂通作为国内煤炭供应链第一梯队，市场占有率仅 1.6%，行业集中度低。 

表 4：煤炭发运量对比情况（万吨）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中国秦发 2,403.4 15,935.0 - - 

永辉控股 1,465.0 925.6 - - 

瑞茂通 1,359.9 1,849.0 2,808.0 4,275.0 

国内煤炭消费总量 247,500.0 240,322.5 275,200.0 262,265.6 

资料来源：瑞茂通债券募集说明书, 天风证券研究所 

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和煤炭价格低迷的环境，对煤炭供应链企业的管理能力、资源掌控
和运输调配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煤炭供应链管理带来的成本节约效益更加突出。在国
有大型煤炭物流企业、大中型民营供应链管理企业和众多小型煤炭贸易企业的竞争中，
未来高效率、低成本、市场反应能力强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市场份额有望向
龙头企业集中，平台模式将有望出现。 

2.4. 煤炭行业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供应链企业迎来小时代 

 煤炭行业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 

煤炭行业在产能出清过程中，小煤矿关停并转，部分煤炭企业破产重组退出市场，行
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因此在经历上一轮洗礼后，目前剩下的煤炭企业都是市场经济
优胜劣汰或是行政指导下的选择，这部分企业包括央企、地方国企以及优质民营企业。
站在目前的时点看煤炭行业，市场处于历史底部。 

图 17：煤炭行业信用风险利差收窄 

 

资料来源：wind, 天风证券研究所 

 供应链企业迎来最好的机会 

我们不知道煤炭行业还需要多久才能再次回到历史顶部，但是煤炭供给侧改革还将持
续，曲折中前进，不会回头，在这底部向上的过程中，现存的煤炭企业大部分信用风
险较低，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当企业意识到要考虑生产效益、服务效率、工作效能
的时候就是供应链企业最好的机会。煤炭供应链企业将可能成为供给侧改革下的一只
弹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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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看当下，公司借力 O2O 从煤炭垂直链走向大宗生态圈  

瑞茂通公司发展史是过去十余年围绕煤炭产业变革的供应链服务商进化史，在发展过
程契合煤炭产业变革趋势，转型成为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商，从建立煤炭垂直链到走
向大宗生态圈。那么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商品、金融、电商板块到底有哪方面竞
争优势？ 各板块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3.1. 产业端：深耕供应链确立行业先发优势 

3.1.1. 商业模式：轻重结合，以客户为导向，获取服务收益 

煤炭供应链管理业务通过衔接上游煤炭资源生产方与下游终端用户，为终端用户提供
多品种、全链条、一站式的煤炭供应链管理服务，即将煤源采购、煤炭仓储、原煤掺
配、煤炭配送、煤炭分销等服务功能加以整合，以及配套运力配置、套期保值等综合
咨询，为各类煤炭需求方在规定时间、地点，提供满足其要求的煤炭资源，降低终端
用户用煤成本和煤炭管理成本，获取服务收益，。 

图 18：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主要环节示意图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针对不同行业特定客户，瑞茂通煤炭供应链管理业务可具体分为轻的煤炭直发、加权
结算类业务和重的煤炭转运、加工类业务。 

煤炭直发、加权结算类业务:采用铁路运输或汽车运输的方式直接由煤矿运送至终端用
处。主要针对电力行业，包含内贸煤和进口煤。通常内贸毛利率为 5%左右，而进口煤
炭海运费包含在采购成本，未在销售费用中单独核算，故进口煤毛利率较低一般 1-2%。 

煤炭转运、加工类业务:针对于冶金、建材、化工行业企业及部分电力行业企业，毛利
率较高，通常为 20-30%。另外公司在贸易过程通过给上下游垫资参与应收账款管理活
动收取一定费用，因此煤炭转运、加工类业务毛利较高。 

表 5：瑞茂通供应链业务模式比较 

 采购 仓储 加工 物流 分销 附加值 适用 适用行业 

煤炭直发、
加权结算类
业务 

       低 
内贸煤 

/进口煤 
电力 

煤炭转运、
加工类业务 

          高 内贸煤 
冶金、建材、化
工、部分电力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上游资源 采购 仓储 加工 下游用户

无烟煤
贫瘦煤
长焰煤
肥气煤

国内
采购
国际
采购

发煤站
中转货场
储配基地
港口

洗选
风选
筛选

煤泥干燥
混配

发电企业
冶金企业
炼焦企业
化工企业
建材企业

物流、分销

公路、火运、内河、海运、多式联运

基于ERP系统的及时、全面的信息平台

 提高用煤效率  提升原煤价值 降低用煤成本  实现低碳环保

综合咨询

运力配置、套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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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竞争优势：广布局供销网络，深介入供应链环节，套保对冲交易风险 

 广度布局全球资源供销网络  

瑞茂通目前业务范围覆盖国内煤炭资源主产地和主消费地，同时进一步拓展公司海外
煤炭进口业务，初步构建全球化资源采购、销售渠道。 

采购国际/国内覆盖，1）国内采购：目前公司已形成以山西为国内核心采购区域，覆
盖陕西、内蒙、甘肃、宁夏、新疆等多个煤炭资源地的国内煤炭采购格局。2）国际采
购：目前公司形成以印尼、菲律宾为核心的国际采购区域，已构建全球化资源采购渠
道。 

销售终端/渠道布局，1）终端销售：通过与长期合作客户签订当年度煤炭购销的年度
框架协议，约定年度采购量、月度执行量以及价格结算方式、煤质要求等内容。 2）
渠道销售：在特定地区将煤炭销售给当地代理商，再进一步分销给终端用户。 

图 19：公司国内业务布局  图 20：公司国外业务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天风证券研究所宏观组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天风证券研究所 

前五大客户集中度趋势下降：公司煤炭销售前 5 大客户占销售额比重从 2012 年 53.49%

下降至 2015 年 14.53%，2016 年因为煤炭市场回暖导致公司销售额和发运量大幅增长，
公司对大客户占比有所回升至 19.51%。公司在过去 5 年煤炭市场环境不利的情况下，
积极调整对客户群的覆盖比例，除多元化新增下游客户外，适时与一部分贸易商合作，
提高资金效率周转。 

前五大供应商集中度有所上升：公司煤炭采购前 5大客户占采购额比重从 2013年 38.80%

下降至 2015 年 14.66%，2016 年因进口煤相对国内煤没有太大价格优势，因此公司加
大采购国内煤减少进口煤，供应商集中度提高至 27.12%，未来公司将开拓更多煤炭企
业进一步降低公司经营端采购风险。 

图 21：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及占比  图 22：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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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深度介入煤炭供应链各环节 

煤炭行业具有资源分布不均、行业市场空间大、产业供应链条长、产品非标化等特点。 

从煤炭产业增值链看，Q5800 动力煤坑口价 480 元/吨、车板价 510 元/吨、港口平仓
价 635 元/吨再到最终采购价 660 元/吨，不同物流节点对应煤炭价格存在巨大价差空
间，该价差一方面是由国内煤炭产销南北格局分布下的煤炭商品物流过程所引起，另
外一方面因为下游客户对煤炭种类需求不同，煤炭供应链企业需要根据客户不同煤种、
热值、含硫量等进行混掺配煤提供增值服务，产业增值链空间巨大。 

 

图 23：煤炭产业链增值链条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供应链关键节点资源分布：公司通过整合上下游优势资源，目前在仓储、加工、铁路
环节均与合作方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加工资源主要通过外包，仓储、发运资源主要通
过租赁。在山西、内蒙古、河南铁路发运站均签署长期租约，在靠近销售地江苏以及
采购地山西的洗煤厂签订长期包干合约，铁路方面太焦线、候月线、陇海线均租有铁
路运力。公司目前以租赁形式与上述物流节点服务商合作，通过长期合作形成供应链
服务网络。 

 

表 6：公司在煤炭产业链上资源分布 

 资源 1 资源 2 资源 3 方式 

仓储 山西发运站 内蒙古发运站 河南发运站 长期租约 

加工 万家寨洗煤厂 晋源洗煤厂 瑞港加工厂 包干合约 

铁路 太焦线 候月线  陇海线 租用铁皮 

铁路发运站 襄垣煤炭集运站 东田良煤炭集运站  长期租赁 

资料来源： 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供应链服务环节一体化：公司通过提供采购服务（国际、国内资源）、煤炭加工服务（掺
配、洗选、洁净）、物流配送服务（仓储、分拨、运输、装卸、转港、多式联运等）、
资源分销服务（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交易撮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供应链
金融服务，为下游客户高效配置煤炭资源，降低用煤成本；为上游生产商稳定分销煤
炭，及时回笼资金；为中间贸易商补足短板，撮合交易，搭建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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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公司煤炭转运、加工类业务示意图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套期保值对冲交易风险 

公司从 2014 年开始期货和纸货套期保值等相关衍生工具业务，主要是利用风险对冲机
制以减小煤炭价格波动带来的贸易风险，业务优势主要体现在 1）煤炭产业经验：公司
在煤炭行业内深耕十余年，与国内大型煤炭企业、下游客户均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可
充分判断煤炭期货市场趋势性机会；2）指定交割仓库：是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成功
获批动力煤期货指定交割厂库的煤炭供应链管理企业；3）人才梯队：目前公司拥有国
内外一流的期货、纸货团队，并设立研究小组，与郑州商品交易所开展人才培养合作。
目前来看，公司每年套期保值投资收益量与市场动力煤期货结算价格相关，总体来看，
公司历年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期货/纸货套期保值收益业务做的尚可，盈利每年有波动，
但是在做好对冲风控的形式下不会放大错，并非投机性行为。 

图 25：套期保值业务简析  图 26：动力煤期货结算价和公司套期保值投资收益对比 

 

 

 
资料来源：互联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3.1.3. 驱动因素：量靠外延增长，单吨盈利周期性波动 

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盈利驱动因素主要来自于发运量以及单吨盈利，其中单吨盈利与
市场煤炭价格变动以及单吨盈利相对于煤价的弹性有关，而煤炭行业具有一定周期性，
因此公司单吨盈利周期性波动，而发运量来自于公司煤炭结构的调整、市场份额扩大
以及非煤业务扩张。 

 

 

 

 



 
 

公司报告 | 首次覆盖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17 

 

图 27：供应链管理业务驱动因素拆解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量：2012-2016 年公司发运量从 871 万吨增长至 4275 万吨，年平均增速 48.8%，其中
进口煤业务 13-14 年增长较快，15-16 年因进口煤价格优势不再，因此减少其采购力
度实现发运量 1859 万吨，国内煤 2016 年实现发运 2416 万吨，占比 56.5%。另外一方
面，公司市占率由 2015 年 1%（估计值）上升至 1.6%（估计值）。 

价：公司单吨盈利从 2012 年 84.8 元/吨下降 2015 年 28.9 元/吨，2016 年上涨至 30.4

元/吨。其中动力煤增速和单吨盈利增速保持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公司单吨盈利与 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呈趋势性变动。其中非煤业务也是计入供应链管理业务收入，本节计
算单吨盈利时未与煤业务做区分。 

图 28： 2012-2016 年公司国内煤及进口煤发运量及增速  图 29： 2012-2016 年公司采购煤炭量及单位采购价格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金融端：多牌照布局打通资金链构筑行业护城河 

瑞茂通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是对现有煤炭供应链管理服务的延伸。目前，公司以应收
账款保理业务为切入点，布局供应链金融业务，深度挖掘煤炭供应链各环节的客户需
求，利用多种金融牌照与工具，创新金融产品，降低交易成本，共享全链条的价值增
值。 

3.2.1. 商业模式： 煤炭产业链上的金融服务商 

 煤炭需求催生金融需求 

2012-2015 年煤炭行业整体销售毛利率下行，行业资产负债率增加，代表资产管理
效率的指标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及存货周转次数均下降，行业层面煤炭企业中小产能、
落后产能目前面临整合淘汰的局面，恶化的经营环境和日趋缩紧的金融政策催生供
应链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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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煤炭行业资产负债率及销售毛利率  图 31：煤炭行业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次数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013 年公司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主要合作方式是公司选择在煤炭供应链领域有
过多年合作基础的优质客户。根据公司上游煤矿和煤炭中间贸易商对下游客户的应
收账款开展保理业务，期限一般在 3-12 个月，保理客户对下游企业应收账款的平
均回款期约为 3-6 个月。在通过公司对客户的资信评估后，向其收取利息、业务
手续费等。 

图 32：商业保理业务模式介绍  图 33：2013-2016 年公司保理应收账款余额及保理业务收入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013年-2016年公司保理应收账款余额从21.1亿增长至67.65亿，复合增速43.19%， 

但是 2016 年应收保理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主要是整体煤炭行业信用风险较高，
公司严控风险。  

 多牌照布局供应链金融生态 

保理:设立天津瑞茂通商业保理公司，2016 年公司应收保理款 67.65 亿元，实现营业收
入 7.27 亿元，净利润 2.71 亿元。保理收入目前为公司供应链金融主要构成。 

融资租赁：2014 年，公司成立瑞茂通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瑞茂通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和天津瑞茂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 20,000、17,000 以及 10,000 

万元。 

商业银行：参股浙江新余农商行，2013 年 12 月以 2.875 亿元参与新余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占 9.79%股权。作为第一大股东，布局地方农商行，可拓展融资渠道。 

P2P：参股领先创融，以 7705 万元参股领先创融 20%股权，旗下中瑞财富是专注于大
宗商品供应链金融领域 P2B 平台，服务于大宗商品中小微企业，覆盖煤炭、钢铁、油
气等垂直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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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公司多金融牌照布局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天风证券研究所 

3.2.2. 竞争优势：打通资本链条，构筑行业优势护城河 

 行业深耕形成资产端获客能力: 

公司在煤炭产业链中具备强大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向上衔接煤炭生产企业、制造商以
及小型贸易商，向下衔接批发企业和终端用户，同时连接物流企业，掌握上下游企业
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情况，快速发现需求、识别业务机会，提供资金支持，因此
公司竞争优势在于能够围绕生态供应链各关键节点快速获客，利用丰富的供应链优势
和风控经验，挖掘更多的低风险的优质供应链金融资产。 

 多渠道融资拓展资金端优势: 

资金实力是公司不可或缺的竞争武器。公司下游客户通常在取得煤炭货品后需通过内
部资金的审批流程才能支付给煤炭企业货物款项，相应账期会比较长。公司目前融资
渠道多元，融资方式创新，融资结构优化。通过发行公司债券（2016 年全年共发行
43 亿）和私募 ABS 等创新融资业务加大融资力度。 

表 7：瑞茂通发行债券及定增情况 

 金额 利率 期限 发行时间 

瑞茂通 2016 年公开公司债券 

（第一期） 
7亿 6.50% 3 年 2016.3 

瑞茂通 2016 年公开公司债券 

（第二期） 
6亿 6.45% 3 年 2016.6 

瑞茂通 2016 年非公开公司债券 10亿 7.50% 2 年 2016.3 

瑞茂通 2016 年非公开公司债券
（第一期） 

10亿 7.00% 3 年 2016.10 

瑞茂通 2016 年非公开公司债券
（第二期） 

10亿 6.50% 3 年 2016.10 

瑞茂通 2015 年定向增发 15亿   2015.7 

资料来源： 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风控构筑优势行业护城河: 

瑞茂通金融客户均为供应链管理合作多年老客户，公司通过掌握上下游企业的信息流、
资金流和物流情况，因此风险识别、风险防范、风险控制都能够构成其核心竞争力，
同时公司拥有瑞茂通资产管理公司、瑞茂通仓储管理公司，打造物流端的 WMS 系统、
现金流的 SCF 系统，能够实现对业务的全面监控和管理，形成瑞茂通供应链金融的可
视化风控体系。 

瑞茂通供应链金融业务与常见的保理公司开展商业保理业务并无区别，但是基于公司
产业端在煤炭行业上下游的多年从业经验、核心风险识别能力，以及出现逾期后公司
能够及时收回货物进行销货风险处置的能力，因此其构筑的行业优势壁垒是公司在商
品+金融板块中的协同发展能力，在本来无竞争壁垒的供应链行业中形成护城河。 

3.2.3. 驱动因素：利差、杠杆率和减值准备 



 
 

公司报告 | 首次覆盖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20 

 

商业保理是类银行信贷的操作模式，因此其驱动因素取决于利差、杠杆率和减值准备。 

利差：资金利差=资金收益-资金成本，其中，资金收益：合作客户包括煤炭生产企业、
制造商以及小型贸易商、批发企业、物流企业，通常综合费率在 7.5%-18%；资金成本：
平均 6-7%的融资成本通过股东借款、银行借款、发行债券等筹措资金。 

杠杆率：天津瑞茂通注册资本 9 亿，商业保理公司理论杠杆率是 10 倍， 因此其理论
总资产最多不超过 90 亿，而公司同时拥有融资租赁牌照、小额贷款牌照。因此短期看
杠杆率不会成为制约因素。 

减值准备：对保理经营活动中可能已经构成的风险和损失作出减值准备。一般而言在
资金利差以及应收账款额恒定的情况下减值准备构成影响毛利的较大因素。 减值准备
跟市场信用风险以及公司五级风险分类标准有关，进一步跟煤炭市场供需及价格相关。 

图 35：供应链金融业务驱动因素拆解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015 年-2016 年公司保理业务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呈现向上和向下的走势，其中保理
毛利率由 85.2%上升至 90.9%，净利润率由 44.7%下降至 37.28%，主要原因在于资产减值
准备对净利润率的影响。 

图 36：2013-2016 年公司保理毛利率及净利润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3.3. 电商：互联网+煤炭=易煤网，打通 O2O 

易煤网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正式上线，是由瑞茂通旗下和略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
司基于全球资源和市场，建立的以煤炭交易为主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平台，是国内探
索煤炭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煤炭电子商务企业。 

3.3.1. 商业模式：煤炭触网，平台经济 

易煤网作为瑞茂通由煤炭走向+互联网的平台，构建了易煤商城、撮合交易、团购业务、
易煤金融、煤矿专区、阳光采购、物流、行情资讯、数据中心于一体的运营模式，通
过联合金融、监管、检验、港口仓储等相关利益方，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高效无
缝对接，充分满足其煤炭撮合交易、物流仓储、支付、结算和金融等全方位的需求，
使交易更高效、更透明。 

图 37：易煤商城功能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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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天风证券研究所 

其中，易煤金融产品是瑞茂通供应链金融的产品进一步，主要包括“煤易购”、“煤易
贷”、“煤易融”。阳光采购、煤矿专区、易煤商城则是瑞茂通供应链管理业务的网上延
伸。平台经济有望开始出现。 

3.3.2. 线下走到线上，“+互联网”第一梯队 

 机制灵活，线下走到线上: 

目前市场上参与煤炭+互联网的企业包括 1）大型煤企建设的电商平台，包括神华集团、
中煤集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等；2）各地成立的区域性煤炭交易中心，包括太原煤交
中心、横琴煤交中心等；3）拥有产业背景、民营企业家组建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如瑞
茂通；4）互联网背景打造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如找煤网等。 

其中第 3 类交易平台，相比于大型煤企和地方政府成立的区域中心机制更灵活，决策
能力、行动力更方便，相比于互联网背景的三方平台，由线下导入线上，风控能力、
行业背景更强。 

 战略投资，员工持股: 

2015 年 10 月，和略电商获得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阿里系投资）增资入股，完
成增资后，恒生电子持有和略电商 15%股份，2015 年 12 月 31 日，恒生电子将其
持有的和略电商 3.75%的股份转让给宁波恒星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宁波恒星系由
恒生电子全资子公司杭州云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恒生电子部分核心员工共同投
资的有限合伙企业。 

 推出价格指数，未来争取定价权: 

2016 年初正式推出“长江口动力煤价格指数”，在如皋港、江阴港、扬子江港等长江口
主要港口广泛实盘成交数据的基础上编制而成，是为了更好地反映长江口动力煤交易
价格水平及变动趋势，一举填补国内煤炭行业在华东沿江、沿海消费地煤炭价格指数
的空白，并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正式纳入中国煤炭价格指数指标体系。通过指数的
引导资源定价方式，加强行业信息咨询服务能力，为煤电双方提供丰富的交易模式。 

3.3.3. 拥抱互联网，流量变现可期 

易煤网是瑞茂通整个供应链管理+供应链金融服务从网下走到网上的延伸，通过电子商
务平台的搭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依托线下成熟的供应链服务体系，整合产业上下
游，构建全产业链的大宗生态圈。 

2015 年成立当年，实现煤炭交易 4400 万吨，累计交易额 140 亿元，共注册用户 1400

家。2016 年累计实现煤炭交易超过 10000 万吨，累计交易额超过 360 亿元。目前该项
业务收支平衡，随着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公司量会继续起来。未来将进一步完善支
付系统，带动行业注册用户和线上交易规模的双向增长。通过线上能力的提升以及线
下业务的拓展，将线上和线下业务有机融合，实现资源共享，未来流量做大后盈利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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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可期。 

3.4. “商品+电商+金融”三者互联，平台模式引领行业革新 

传统的煤炭供应链呈哑铃形，煤炭生产企业和消费企业以大型企业为主在两端，中间
有众多小而散的煤炭贸易商。未来煤炭电商的发展将使煤炭供应链变成纺锤形，平台
将集聚起来的资源，使中间环节效率更高，松散的中间环节被淘汰，更为集中的平台
变多，生产企业和消费企业则会变少。 

公司打造的“易煤网”平台上通过嫁接瑞茂通所有线下资源，包括广义的供应链管理
和金融服务，线下和线上互相倒流。另外金融业务为供应链管理业务提供行业优势护
城河，而供应链管理业务又能反哺给金融板块创造业务机会以及风险控制。因此商品+

电商+金融是一个有机整体，三者互联、有机结合，带动公司从煤炭垂直链走向大宗生
态圈。 

 

4. 观未来，业绩成长依靠公司业务量驱动 

我们认为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板块的核心驱动因素在于量和价。业绩增长取决于业务
量扩大，单吨盈利与煤炭行业周期性波动相关，公司过去两年的业绩显示业务规模扩
张可有效覆盖单吨盈利的下降。供应链金融业务板块的驱动因素在于利差、杠杆率和
减值准备，减值准备与煤炭行业周期相关。因此，瑞茂通业绩业务增量来自哪里？是
否会有外延空间？ 

4.1. 做深：自营业务或合资借力，平台业务依赖 O2O 倒流 

 自营业务：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煤炭市场年均消费量超过 30 亿，瑞茂通市场占有率仅为 1.6%，但是公司的经营模式决
定了占据更多市场份额需要消耗大量现金流，而公司轻资产的属性其融资能力将有上
限。因此从自营业务内生增长来看，公司或可与上下游企业合资成立项目公司的形式
进行资本运营。 

上游煤矿：供应链企业可与地方国有煤炭企业在子公司和项目层次上进行资本合作，
合资合作可以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国有煤炭企业集团以资源优势吸引供应链
企业投资，供应链企业则在煤炭市场流通交易环节更具有优势。因此锁定上游资源以
及中游渠道的合作方式将最大限度发挥供应链的功能，减少煤价波动的影响。 

下游电厂：国有电力企业在项目公司或者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合资合作，是实施资
本运营的又一途径。供应链企业原本是电力企业的采购部门，两者形成资本纽带，将
更好的提高供应链企业的积极性，减少中间采购环节，通过将本增效，提高国有资本
贡献率。 

可比案例：2014 年飞马国际与 TCL 集团、惠州冠联投资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在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设立合资供应链公司，打造 IT、电子行业专业综合
供应链服务平台。 

 平台业务：规模经济打造定制化专家平台 

公司通过触网打造平台经济，带领行业革新，打造定制化专家平台。易煤网作为公司
煤炭互联网的窗口将有力推动公司向平台 B2B 模式发展，公司通过介入供应链多个节
点，建立物流体系，建立信息的互通互联打造 O2O 的闭环以时间换空间。未来公司的
线上战略可能更多是为产业中的中小型贸易商服务，因此平台、体系、生态建立起来
后，O2O 流量倒流，将支撑瑞茂通业绩增量。 

4.2. 做多：供应链模式复制+阿米巴合伙人制度，外延扩张有望打开 

 煤炭去产能，非煤拓张可对冲行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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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煤炭行业整体处于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阶段，大量中小型煤炭生厂商破
产倒闭，行业处于挤泡沫的过程，单一的煤炭贸易模式利差空间收窄，挣钱效应难持
续，拓展非煤业务有助于对冲行业系统性风险。 

 大宗供应链业务模式成熟可复制 

大宗商品供应链模式的存在需要满足 1）产品非标准化；2）物流专业化，3）核心企
业市场化，4）客户分散化。例如煤炭卡数不同热值不一，且需要经过一定配比，因此
产品非标准化；煤炭产地三西一蒙，消费地在东部沿海，物理上的距离为物流创造了
条件；核心企业市场化，过去十年煤炭生产商即央企、国企、民企均有生存空间；客
户分散化，煤炭下游包括火电、钢铁、建材、化工，行业和客户均分散。因此基于对
煤炭供应链行业的深入实践，瑞茂通在铁矿石、棉花等大宗商品供应链的模式有望规
模化复制。 

图 38：棉花供应链服务模式  图 39：铁矿石供应链服务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天风证券研究所 

 阿米巴合伙人模式 

阿米巴经营模式是将整个公司分割成许多被称为阿米巴的小型组织，每个小型组织都
作为一个独立的利润中心，按照小企业、小商店的方式进行独立经营，通过变革利润
分配机制，让创造财富的人分享财富，锁定个人利益、团队利益与公司利益，充分激
发业务团队的工作积极性。 

 公司搭台经营者唱戏 

公司通过搭建平台、提供资金支持、辅助以统一的中后台管理为前台的发展提供有效
的支撑，同时加大引进专业的商品人才、风控人才、管理人才。公司内部阿米巴合伙
人由煤炭板块逐渐铺开，非煤业务经营单元多点开花。 

2015 年公司实现铁矿石和棉花业务 8000 万元。2016 公司经营的大宗商品品类已覆盖
至煤炭、铁矿石、棉花、油品、沥青、化工品等诸多品类，且各品类大宗商品发运规
模和营业收入均有了显著提升，其中非煤炭品类业务占比已经达到 32.6%，油品 27 亿，
沥青 15 亿，铁矿石 15 亿，棉花 3.4 亿。非煤业务包括铁矿石、棉花、油品等每个子行
业均有可匹配煤炭行业的市场空间，供应链管理模式外延扩张，瑞茂通供应链行业天
花板有望打开，未来可期。 

 

 

图 40：瑞茂通大宗商品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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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    

5. 盈利预测与估值 

5.1. 盈利预测 

我们认为随着公司煤炭业务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互联网端煤炭流量 O2O 倒流、非煤大
宗业务的增加以及保理业务平稳增长，公司未来业绩将有望显著增长。预计公司
17/18/19 年 EPS 分别为 0.69、0.82 与 0.99 元，17 年预测业绩对应当前 PE 仅 18.3 倍。
公司经营基本面良好，“商品+电商+金融”模式驱动业绩增长，叠加低估值与未来外延
扩张，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 15.6 元。 

5.2. 可比公司估值 

表 8：可比公司估值（2017-5-31） 

公司名称 代码 估值方法 股价 PE(TTM) PB(LF) EPS(17E) EPS(18E) EPS(19E) 

瑞茂通 600180.SH 我们测算 12.63 19.6 2.6 0.69 0.82 0.99 

欧浦智网 002711.SZ Wind 预期 18.68 56.2 7.8 0.46 0.58 0.58 

飞马国际 002210.SZ Wind 预期 17.82 11.2 4.3 0.22 0.26 0.30 

怡亚通 002183.SZ Wind 预期 8.27 32.8 3.1 0.53 0.66 0.48 

普路通 002769.SZ Wind 预期 14.08 31.2 4.2 0.70 0.88 0.84 

易见股份 600093.SH Wind 预期 12.84 20.6 2.3 0.74 0.90 1.13 

建发股份 600153.SH Wind 预期 11.58 11.1 1.5 1.18 1.32 1.48 

象屿股份 600057.SH Wind 预期 9.87 23.7 1.5 0.51 0.68 0.86 

资料来源：wind, 天风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煤炭需求大幅下滑；非煤业务拓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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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预测摘要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利润表(百万元)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货币资金 1,682.74 3,544.71 11,926.79 6,089.16 11,354.65 
 

营业收入 9,405.0 21,233.5 25,458.1 30,445.8 34,928.5 

应收账款 1,099.15 3,207.21 2,249.27 4,089.56 3,191.20 
 

营业成本 7,986.8 19,260.7 22,957.5 27,538.6 31,660.9 

预付账款 305.27 420.72 1,484.01 253.03 1,686.07 
 

营业税金及附加 56.68 14.17 17.82 18.27 24.45 

存货 261.83 386.13 1,830.23 485.09 1,776.13 
 

营业费用 582.93 878.54 1,031.05 1,150.85 1,170.11 

其他 6,973.46 7,479.81 6,483.87 6,846.01 7,242.55 
 

管理费用 153.37 222.46 264.76 319.68 363.26 

流动资产合计 10,322.45 15,038.59 23,974.18 17,762.85 25,250.59 
 

财务费用 269.94 492.59 547.35 669.81 733.50 

长期股权投资 994.22 892.48 1,576.04 2,062.59 2,439.24 
 

资产减值损失 17.09 105.34 40.00 30.00 20.00 

固定资产 25.78 19.97 111.40 207.21 297.0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52 40.95 30.00 40.00 30.00 

在建工程 0.00 0.00 6.13 8.23 11.78 
 

投资净收益 57.11 339.29 200.00 200.00 200.00 

无形资产 3.20 13.98 147.88 736.00 2,726.20 
 

其他 (145.25) (760.48) (460.00) (480.00) (460.00) 

其他 124.63 313.67 151.10 194.09 217.79 
 

营业利润 410.87 640.02 829.60 958.61 1,186.2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47.83 1,240.09 1,992.54 3,208.12 5,692.06 
 

营业外收入 145.26 81.39 90.00 100.00 90.00 

资产总计 11,470.28 16,374.71 25,998.73 21,013.65 30,999.55 
 

营业外支出 1.28 13.13 5.09 5.50 6.00 

短期借款 1,320.62 3,391.93 501.33 2,455.57 501.33 
 

利润总额 554.85 708.27 914.51 1,053.11 1,270.25 

应付账款 2,420.76 2,283.96 10,309.64 3,036.27 10,445.53 
 

所得税 129.05 181.10 212.72 223.89 270.06 

其他 3,594.89 1,637.17 6,516.18 3,241.63 6,539.39 
 

净利润 425.80 527.17 701.80 829.22 1,000.20 

流动负债合计 7,336.27 7,313.06 17,327.14 8,733.47 17,486.25 
 

少数股东损益 (1.77) (3.76) (2.20) (2.20) (2.20) 

长期借款 0.00 0.00 1,821.30 2,236.92 1,832.36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27.57 530.93 704.00 831.42 1,002.40 

应付债券 0.00 4,430.56 1,754.75 2,061.77 2,749.03 
 

每股收益（元） 0.42 0.52 0.69 0.82 0.99 

其他 1.48 2.07 1.26 1.60 1.6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8 4,432.63 3,577.32 4,300.29 4,583.03 
       

负债合计 7,337.75 11,745.69 20,904.46 13,033.76 22,069.28 
 

主要财务比率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少数股东权益 5.50 3.17 0.97 (1.23) (3.43) 
 

成长能力 
     

股本 1,017.41 1,016.48 1,016.48 1,016.48 1,016.48 
 

营业收入 12.78% 125.77% 19.90% 19.59% 14.72% 

资本公积 1,492.34 1,513.91 1,367.51 3,488.33 3,508.65 
 

营业利润 -11.51% 55.77% 29.62% 15.55% 23.75% 

留存收益 3,120.03 3,612.42 4,076.82 6,964.64 7,917.23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4.93% 24.17% 32.60% 18.10% 20.57% 

其他 (1,502.74) (1,516.96) (1,367.51) (3,488.33) (3,508.65) 
 

获利能力      

股东权益合计 4,132.53 4,629.02 5,094.27 7,979.89 8,930.27 
 

毛利率 15.08% 9.29% 9.82% 9.55% 9.3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

计 

11,470.28 16,374.71 25,998.73 21,013.65 30,999.55 
 

净利率 4.55% 2.50% 2.77% 2.73% 2.87% 

       
ROE 10.36% 11.48% 13.82% 10.42% 11.22% 

       
ROIC 17.75% 18.99% 12.53% -47.56% 17.31%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15 2016 2017E 2018E 2019E 
 

偿债能力      

净利润 425.80 527.17 704.00 831.42 1,002.40 
 

资产负债率 63.97% 71.73% 80.41% 62.03% 71.19% 

折旧摊销 11.56 10.07 23.14 65.01 170.32 
 

净负债率 69.31% 75.61% 7.43% 57.92% -2.02% 

财务费用 261.90 290.17 547.35 669.81 733.50 
 

流动比率 1.41 2.06 1.38 2.03 1.44 

投资损失 (57.11) (339.29) (200.00) (200.00) (200.00) 
 

速动比率 1.37 2.00 1.28 1.98 1.34 

营运资金变动 (3,010.34) (4,763.52) 12,059.95 (10,238.88) 8,637.16 
 

营运能力      

其它 2,742.51 181.36 27.80 37.80 27.80 
 

应收账款周转率 9.64 9.86 9.33 9.61 9.59 

经营活动现金流 374.32 (4,094.04) 13,162.24 (8,834.85) 10,371.18 
 

存货周转率 19.30 65.54 22.97 26.30 30.89 

资本支出 35.32 (88.17) 938.96 1,237.26 2,630.52 
 

总资产周转率 0.97 1.53 1.20 1.30 1.34 

长期投资 26.23 (101.74) 683.56 486.55 376.65 
 

每股指标（元）      

其他 (793.65) 619.45 (2,151.81) (2,882.78) (5,503.48) 
 

每股收益 0.42 0.52 0.69 0.82 0.99 

投资活动现金流 (732.09) 429.53 (529.29) (1,158.97) (2,496.31) 
 

每股经营现金流 0.37 -4.03 12.95 -8.69 10.20 

债权融资 2,155.02 7,822.50 4,355.52 7,125.11 5,299.05 
 

每股净资产 4.06 4.55 5.01 7.85 8.79 

股权融资 1,270.42 (464.59) (690.70) 1,451.02 (713.19) 
 

估值比率      

其他 (3,208.51) (2,593.19) (7,915.69) (4,419.94) (7,195.23) 
 

市盈率 30.31 24.41 18.41 15.59 12.93 

筹资活动现金流 216.94 4,764.71 (4,250.87) 4,156.18 (2,609.37) 
 

市净率 3.14 2.80 2.54 1.62 1.45 

汇率变动影响 0.00 0.00 0.00 0.00 0.00 
 

EV/EBITDA 33.07 15.39 3.69 8.10 3.15 

现金净增加额 (140.83) 1,100.21 8,382.08 (5,837.64) 5,265.50 
 

EV/EBIT 33.45 15.51 3.76 8.42 3.4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公司报告 | 首次覆盖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26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我们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本报告所表述的

所有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的个人看法。我们所得报酬的任何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

的具体投资建议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一般声明 

除非另有规定，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版权均属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及其附

属机构（以下统称“天风证券”）。未经天风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发送或者复制本报告及其所包含的材料、

内容。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均为天风证券的商标、服务标识及标记。 

本报告是机密的，仅供我们的客户使用，天风证券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天风证券的客户。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

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天风证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客户参

考，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征价邀请或要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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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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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家的意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

的一切后果，天风证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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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过往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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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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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