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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4 月 6 日晚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69

亿元，同比增长 7.94%；实现归母净利润 9.55 亿元，同比增长 46.65%，扣非

后归母净利润为 9.20 亿元。公司 2020 年 ROE 为 14.19%，同比增加 4 个百分

点。 

粮价上涨，带动复合肥需求提升，2020 业绩同比增长明显。公司 2020Q1 至 Q4

公司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1.92、3.11、2.92、1.59 亿元。新冠疫情的影响也引

发了人们对粮食安全的进一步重视，2020 年内粮食价格明显上涨，其中大豆、

玉米批发价格上升 50%以上，粮价的上涨明显带动了农资消费需求的提升，下

游经销商备货积极性提高，2020Q3 和 Q4 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提升约 24

倍和 17 倍，呈现出“淡季不淡”的喜人局面。2020 年全年公司磷复肥销售量和

生产量分别为 479 万吨和 537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 13.23%和 9.61%。 

“三磷”整治加速行业洗牌，三大优势助力公司巩固龙头地位。自 2019 年开始，

在“三磷”整治的推动下磷肥行业出现洗牌，大量中小产能退出，行业集中度提

升，虽然短期内对公司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公司凭借自身规模实力迅速回归

业绩增长轨道。依托母公司磷矿资源和自身产业链一体化布局，公司具有明显的

成本优势。借助公司十大基地战略部署和总部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公司坐拥丰

富的原料资源和产品运输优势。凭借自身成本优势，通过部分让利以扩增下游经

销商和终端零售商，加强自身营销渠道优势。 

重视研发投入，新型复合肥业务高速增长。公司与多方进行合作，加大新型、高

质量复合肥的产品研发，以占据化肥行业制高点。2020 年公司研发投入 1.69 亿

元，同比增长 34.8%。新型复合肥业务营收占比由 2016 年的 8.66%提升至了

2020 年的 17.85%，营收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5.8%，销量复合增长率则达到

了 21.0%，四年内实现了新型复合肥的销量翻倍。公司还布局有 30 万吨的高品

质经济作物专用肥项目，预计 2021 年下半年投产，进一步扩大高端产品优势。 

盈利预测、估值与评级：在农产品价格回升背景下，公司业绩增速明显，2020

年业绩符合预期。我们维持公司 2021-2022 年的盈利预测，并新增 2023 年的盈

利预测，预计公司 2021-2023 年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12.03、13.49、17.23 亿

元，折合 EPS 分别为 0.92、1.03、1.32 元/股，随着行业产能洗牌，集中度持续

提升，叠加公司产能释放和开工率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和整体销售量也将随之稳

步增长，仍维持公司“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项目建设不及预期风

险，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风险，行业政策风险。 

公司盈利预测与估值简表 

指标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收入（百万元） 9,327 10,069 12,004 13,572 15,239 

营业收入增长率 -7.01% 7.94% 19.23% 13.06% 12.28% 

净利润（百万元） 651 955 1,203 1,349 1,723 

净利润增长率 -20.49% 46.65% 26.02% 12.14% 27.72% 

EPS（元） 0.50 0.73 0.92 1.03 1.32 

ROE（归属母公司)（摊薄） 10.00% 13.79% 15.30% 15.46% 17.40% 

P/E 33 23 18 16 13 

P/B 3.3  3.1  2.8  2.5  2.2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预测，股价时间为 2021-04-12 

当前价：16.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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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粮价上涨带动化肥需求，2020 年盈利明

显回升 

公司是国内磷复肥龙头企业，主营业务为磷复肥、新型肥料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并可为现代农业产业提供解决方案。自 1982 年公司建立以来，至今已经

过近 40 年的发展，依托母公司洋丰集团 5 亿吨磷矿资源和全国范围内的十大生

产基地，公司目前具备年产各类高浓度磷复肥逾 800 万吨/年的生产能力（含 180

万吨/年磷酸一铵，位列国内行业第一）和 320 万吨/年低品位磷矿洗选能力，同

时可配套生产硫酸 280 万吨/年、合成氨 15 万吨/年、硝酸 15 万吨/年，极具产

业链一体化的竞争优势。同时，公司还具有 30 万吨钾肥进口配额，为复合肥销

量前五家企业中唯一具有钾肥进口配额的公司。 

表 1：公司十大生产基地及磷复肥产能情况 

生产基地 
产能（万吨/年） 

磷酸一铵 复合肥（含新型复合肥） 

湖北荆门 10 195 

湖北钟祥 40 60 

湖北宜昌 80  

四川雷波 50  

山东菏泽  85 

河北徐水  60 

广西宾阳  60 

江西九江  80 

吉林扶余  100 

新疆吉昌  10 

合计 180 65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截至 2021 年 3 月 

公司自 2014 年上市以来，由于国家政策调整以及环保态势趋严的影响，业

绩存在有一定波动。由于“十三五”规划曾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化肥用量 0 增长，

2015 年化肥行业的补贴和增值税优惠相继取消，对公司而言这一不利影响虽然

没有立即发酵，但仍对后续化肥需求产生一定抑制作用，2016 年公司业绩暂时

下滑，不过公司凭借自身龙头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力很快恢复了业绩上升态势。

2019 年由于“三磷”整治相关政策，化肥行业供给侧改革开启，但公司仍在这

一轮行业洗牌中保持着自身竞争力和龙头优势，于 2020年实现业绩的明显回升。 

图 1：公司 2014-2020 年营业收入及增长率  图 2：公司 2014-2020 年归母净利润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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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69 亿元，同比增长 7.94%；实现归母净利

润 9.55 亿元，同比大增 46.65%。公司 2020Q1 至 Q4 公司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1.92、3.11、2.92、1.59 亿元。虽然 2020Q1 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盈利出现下滑，

但自 2020Q2 开始就已回归增长趋势。同时，新冠疫情的影响也引发了人们对粮

食安全的进一步重视，2020 年内粮食价格明显上涨，其中大豆、玉米批发价格

上升 50%以上，粮价的上涨也明显带动了农资消费需求的提升，下游经销商备

货积极性提高，2020Q3 和 Q4 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提升约 24 倍和 17 倍，

呈现出“淡季不淡”的喜人局面。2020 年全年公司磷复肥销售量和生产量分别

为 479 万吨和 537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 13.23%和 9.61%。 

图 3：国内粮价于 2020 年内明显上涨（单位：元/吨）  图 4：公司磷复肥产销量及增长率（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iF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数据截至 2021 年 4 月 9 日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在公司磷复肥产销量提升的同时，公司主要业务的构成也在逐步优化。其中

高毛利率的新型复合肥业务营收占比由 2016 年的 8.66%提升至了 2020 年的

17.85%，营收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5.8%，销量复合增长率则达到了 21.0%，

四年内实现了新型复合肥的销量翻倍。磷肥业务在经历了 2019 年的环保政策调

整后，于 2020 年也大幅回升，营收同比提升 23.7%，销量同比提升 29.7%。常

规复合肥业务则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2020 年营收同比小幅提升 2.7%，销量同

比提升 8.7%。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在近两年也有十分优异的表现。2020 年公司经营性现金

流达到 24.33 亿元，同比增长 61.56%，占公司净资产的 35.14%。充盈的现金

流为公司多个新建产能项目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资金基础。 

图 5：公司 2016-2020 年各业务营收比例  图 6：公司 2014-2020 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百万元）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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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磷”整治助力供给侧改革，新洋丰

作为龙头明显受益 

2.1、 “三磷整治”加速行业产能出清，磷肥行业竞争格

局逐步优化 

2019 年 1 月 21 日，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长江保护修复攻

坚战行动计划》，提出组织湖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重庆等省市开展“三

磷”（即磷矿、磷肥和含磷农药制造等磷化工企业、磷石膏库）专项排查整治行

动，要求 2019 年上半年，相关省市完成排查，制定限期整改方案，并实施整改；

2020 年年底前，对排查整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2019 年 4 月 30 日，生

态环境部印发《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指导湖北、四川、

贵州、云南、湖南、重庆、江苏等 7 省(市)“三磷”企业（磷矿、磷化工、磷石

膏库）开展集中排查整治。从自查情况来看，湖北、贵州、云南、四川、湖南、

重庆、江苏 7 省市聚集了全国 60%以上的涉磷企业，“三磷”企业（矿、库）

数量高达 692 家，其中有 276 家存在生态环境问题，占比高达 40%。随着“三

磷”整治的不断推进，2020 年年底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281 家“三磷”企业

（矿、库），均已完成问题整治。 

表 2：《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排查地区 湖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重庆、江苏等 7 省(市) 

三项重点 

磷矿 外排矿井水达标排放；矿区有效控制扬尘；矿山实施生态恢复措施。 

磷化工 

雨污分流、初期雨水有效收集处理；污染防治设施建成并正常运行；外排废

水达标排放，磷肥企业重点落实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废水的有效回用；含磷

农药企业重点强化母液的回收处理；黄磷企业重点落实含元素磷废水“零排

放”和黄磷防流失措施。 

磷石膏库 
地下水定期监测；渗滤液有效收集处理；回水池、拦洪沟、排洪渠规范建设；

磷石膏的综合利用。 

五个阶段 

查问题 组织开展“三磷”问题排查，掌握问题清单，梳理行业典型。 

定方案 
制定“一企一策”整改方案，形成整改台账，分类开展整治，拉条挂账推进

整治任务。 

校清单 
开展强化督查，校核问题清单及整改方案，查漏补缺问题，清查瞒报漏报，

并完成黄磷企业整改。 

督进展 
核实整改情况，督促整改进度，对已完成整改任务予以销号，并完成磷矿、

磷肥企业、含磷农药企业整改。 

核成效 
持续推动重点磷石膏库整改，不断解决突出问题，核查验收“三磷”专项排

查整治行动实效。 

行动目标 
争取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基本摸清“三磷”行业底数，重点解决“三磷”行业中污染重、

风险大、严重违法违规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磷矿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盲目过度开采会威胁我国磷产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

安全，且会加重环境污染。2016 年《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首

次将磷矿列入战略性矿产目录，磷矿产能扩张得到抑制。自此开始，政府出台一

系列环保政策，中小企业工厂遭到频繁整顿，开工率无法得到保证，磷肥行业落

后产能迅速出清，磷肥行业供给侧改革加速推进。2019 年，“三磷”整治进一

步加速行业产能去化进程，环保标准和行业准入门槛不断提升。从磷矿石产量来

看，自 2016 年达到产量高点后，磷矿石产量开始持续降低，2020 年全国磷矿

石产量仅为 8194 万吨，同比减少 14.5%，2016-2020 年磷矿石产量年均下降

13.3%。在环保持续高压与资源保护备受重视的背景下，预计未来磷矿石供给将

持续缩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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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4-2020 年全国磷矿石产量（万吨）  图 8：2014-2020 年全国磷酸一铵产能及产量（万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在“三磷”整治推动下，磷酸一铵产能也在持续出清，据百川盈孚统计，

2018 至 2020 年国内磷酸一铵产能减少约 859 万吨，产能减少幅度约为 30.2%，

且不包含短期检修及限量减产的企业。2019 年我国磷酸一铵产量 1522 万吨，

较 2018 年的 1737.8 万吨下降 7.3%。对于停产企业而言，环保条件与技术水平

的缺乏使得现有生产工艺难以满足废水排放、磷石膏综合利用等相关标准，前期

磷肥价格下滑又使得企业没有足够资金进行改造，复产之路漫长。对于新进入者

来说，环境保护工艺要求高，项目审批难度明显加大，也无疑增加了进入门槛。 

表 3：2019 年内部分磷酸一铵淘汰产能企业名单 

地区 企业名称 淘汰产能（万吨） 

重庆 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 70 

湖北 武汉中东磷业科技有限公司 60 

湖北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 

湖北 湖北华毅化工有限公司 50 

江苏 江苏荣森化肥有限公司 30 

四川 四川眉山广益磷化工有限公司 25 

江苏 江苏绿陵润发化工有限公司 24 

重庆 重庆华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 

安徽 安徽辉隆中成科技有限公司 15 

重庆 双赢集团有限公司 12 

山东 山东汇泰化工有限公司 12 

四川 四川省高宇化工有限公司 10 

河南 新密市丰源磷化有限责任公司 10 

合计  383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2.2、 产业集中化进程加速，三大核心竞争力凸显新洋丰

龙头优势 

我国磷肥企业数量众多且多为中小企业，行业集中度较低。2014 年，我国

复合肥生产企业有 5000 多家，大部分企业是产能在 30 万吨以下的小型企业，

这类小企业生产设备简陋，安全环保不达标，开工率极低。而 200 万吨以上的

企业只有三家，不及所有复合肥生产企业数量的 0.06%。2016 年以来，随着国

内连续取消化肥行业优惠政策，并提高环保标准，抬升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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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肥行业装置设备落后、环保不达标、规模较小的老旧产能正加速退出市场，

行业集中度逐渐提高。在“三磷”整治的推动下，磷铵产能持续出清，行业集中

度进一步提高。在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下，未来中国复合肥行业的产业集中度

发展空间较为广阔，集成本优势、区位优势、渠道优势于一身的新洋丰有望进一

步抢占市场，巩固龙头地位。 

图 9：国内复合肥企业产能占比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数据截至 2021 年 3 月 

成本优势：磷酸一铵完全自给叠加钾肥进口权 

新洋丰是国内磷酸一铵产能最大的企业，年产能 180 万吨。其中近 40%的

磷酸一铵用于自给，其余外销。磷酸一铵在产企业较少，同行很难通过兼并收购

获得公司的成本优势。随着下游复合肥企业需求复苏以及磷酸一铵国内供给量可

能持续收缩，2021 年磷酸一铵价格有望企稳回升，提升公司盈利。此外，为了

进一步强化公司产业链一体化竞争优势，加深公司的成本优势护城河，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发布公告拟投资 15 亿元用于建设 30 万吨/年合成氨技改项目，预

计建设周期为 2 年，预计于 2022 年 Q2 或 Q3 建成投产，建成后公司合成氨产

能将实现翻倍，进一步增强公司成本优势。 

同时，公司获得国家商务部授予的进口钾肥权利，而国内钾肥价格通常高于

国外进口价格 200-300 元/吨，这大幅降低了公司的原材料成本。 

 

图 10：公司与可比公司的毛利率比较  图 11：公司与可比公司的净利率比较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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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优势：磷矿资源高度集中，母公司拥有 5 亿吨磷矿资源 

我国磷矿资源地域分布集中，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南部各省。其中湖北、贵

州、云南、四川四省产量占到总产量的 95%以上，资源优势明显。其中，湖北

省具有丰富的磷肥生产原料和明显的交通运输优势。根据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数

据统计，2018 年湖北省磷肥产量达 583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34.4%，位居全

国首位。公司核心产能位于湖北荆门、湖北钟祥，依托母公司洋丰集团 5 亿吨磷

矿资源，在环保政策持续加码和行业准入门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或将享受行业

整合带来的发展红利。另外，公司区位布局合理，拥有水路和铁路专用线，物流

成本较低，公司先进且完善的生产工艺及配套设施，也进一步降低了公司成本。 

图 12：国内磷矿资源基础储量  图 13：国内磷酸一铵行业区域产能占比 

 

 

 

资料来源：锐观咨询，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数据截至 2018 年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数据截至 2021 年 3 月 

渠道优势：依托成本优势，通过分利增强渠道粘性 

基于公司复合肥较强的成本优势，以及良好的财务状况和现金流，公司将一

部分成本优势分利给渠道，以吸引更多优质经销商，提升市场份额。在让利的同

时，公司提供全方位农化专业技术服务，重视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加用户粘性。

截至 2020 年底，公司现有营销人员近 1000 名，一级经销商 5,500 多家，终端

零售商 70,000 多家，现有营销渠道稳定性好、执行力强、覆盖面广。 

 

3、 科研投入带动产品升级，新型复合肥助

力公司抢占制高点 

我国复合肥行业的转型升级被列为化肥行业“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复合肥

行业将向规模化、高效化、新型化方向发展，据中国化工信息中心预测，未来 5

年中国新型复合肥市场的年均复合增速将达到 10%以上。虽然新型肥料市场广

阔，盈利能力高于常规复合肥，但中小复合肥企业普遍缺乏研发新型肥料的技术

实力和配套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因此，新型肥料是大型复合肥企业，尤其是龙

头企业竞逐的制高点。 

3.1、 农业现代化促进优质农资需求，凸显新型复合肥优

势 

土地流转面积增加，加速迈向农业现代化步伐。2004 年我国农村承包地流

转面积仅为 0.58 亿亩，在国家强力推进土地流转的背景下，截至 2019 年，全

国农村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 5.55 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 37%以

上，由此带动了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截至 2020 年 6 月，全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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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数量超过 100 万家，注册登记农民合作社 220 多万家，1.25 亿小农户融入

现代农业发展。与传统的小农分散经营不同，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生产经营的规模效应更好。因此，其对复合肥的

消费更看重肥效与性价比，对于农业的生产技术和服务的投入更看重投入产出

比，那些在产品、服务和价格方面具备优势，且真正能为规模化农户创造经济效

益的优质企业将获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2004 至 2018 年间，农民对玉米、早

籼稻和小麦的每亩化肥投入金额分别提升 299%、327%和 542%，这也侧面体

现了农户对于高质量化肥的需求在逐步提升。 

图 14：2004-2019 年我国农村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亿亩）  图 15：2011-2019 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万户）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居民膳食结构升级推动新型复合肥需求上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

的增长,居民膳食结构和营养需求逐步升级，对高品质、多样化、营养健康、绿

色安全的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国内农产品种植户开始布局高档水果和蔬菜

的种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0 年、2015 年和 2019 年我国的蔬菜种植面

积分别为 2.61 亿亩、2.94 亿亩和 3.13 亿亩，果园面积分别为 1.60 亿亩、1.68

亿亩和 1.84 亿亩，呈现逐年稳健增长态势。虽然苹果和蔬菜每亩复合肥使用金

额多年来显著高于其他作物，但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产值高、利润好，种植户

更关注化肥产品的功能和技术服务，因此对于高收益的蔬菜、水果而言，新型复

合肥更加安全环保，效果更优，是未来发展趋势。 

图 16：2000-2019 年国内蔬菜播种面积和果园面积（亿亩）  图 17：2011-2018 年不同作物每亩复合肥使用金额（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iF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新型复合肥毛利率明显高于常规复合肥。新型复合肥可以使肥料中营养元素

的供应与作物对养分的需求基本同步、实现动态平衡，提高蔬菜、水果等农产品

的质量，是复合肥的发展趋势。尽管新型复合肥相较于常规复合肥售价偏高，但

在高档水果和蔬菜带来的巨大收益面前，肥料成本增加不会带来明显的影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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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看重复合肥的肥效与性能，为新型复合肥售价的提高提供

了一定空间。 

图 18：公司新型复合肥毛利率明显高于磷肥和常规复合肥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3.2、 科研投入稳步提升，助力公司抢占新型复合肥制高

点 

科研投入推动产品升级，新型复合肥占比稳步提升。近年来公司通过与中国

农业大学、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德国康朴专家等国内外知名的科研院校、机构和

企业战略合作，全面致力于研发、生产并推广能够满足作物全营养需求、提高肥

料利用率、解决各种土壤问题的新型肥料产品。研发投入由 2017 年的 0.99 亿

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69 亿元。在公司业务收入结构中，新型复合肥占磷复肥

总收入的比重不断提升，由 2016 年的 14%提升至 2020 年的 24%。盈利能力更

强、经营壁垒更高的新型复合肥占比不断提升，公司的复合肥产品结构持续优化

升级。 

图 19：公司研发投入明显增加（百万元）  图 20：公司新型复合肥收入快速增长（百万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公司的产品创新已经走在了同行业的前列。公司将新型肥料产品规划为特

肥、有机肥+配方肥、缓控释肥、生态级肥和现有新品五大系列，是目前行业内

作物专用肥开发种类多、应用市场广、效果比较好的企业之一。公司新型肥料销

量由 2016年的 33.56 万吨增长至 2020年的 72.02万吨，年复合增长率 21.03%，

四年内实现销量翻番。在产能建设方面，2020 年公司投资建设 30 万吨的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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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专用肥项目，预计 2021 年的 6、7 月份正式投产，有望助力 2021 年秋

肥期间销量的提升。公司具备的产业一体化优势、区位优势、规模和研发等优势

有望推动公司在新型复合肥蓝海中抢占市场，赢得制高点。 

4、 投资建议 

关键假设及盈利预测： 

1.常规复合肥：2020 年公司复合肥开工率仅为 60%，随着农产品价格的逐

步回升，下游农户种植意愿增强，将提升复合肥整体销量。同时伴随着行业产能

洗牌，公司作为龙头市场份额将逐步提升，复合肥整体销量和开工率明显提升。

因此随着我们认为 2021-2023 年公司常规复合肥业务的营收增速分别为 18%、

12%和 12%，同时随着公司产业链一体化的成本优势，常规复合肥的毛利率也

将小幅提升，预计公司 2021-2023 年常规复合肥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16.8%、

16.9%和 18%。 

2.磷肥：随着磷酸一铵价格的回升以及公司江西九江基地二期 40 万吨产能

的释放，我们认为公司磷肥业务将保持较高增速，预计 2021-2023 年磷肥业务

的营收增速分别为 20%、10%、10%，预计 2021-2022 年毛利率与 2020 年基

本持平为 17.5%，2023 年受益于合成氨技改项目产能的完全释放，毛利率将有

所增高，预计 2023 年毛利率为 20%。 

3.新型复合肥：近年来下游对高质量复合肥的需求持续增加，公司新型复合

肥销量保持着较高增速，伴随 2021 年下半年新增 30 万吨的高品质经济作物专

用肥项目的产能释放，我们预计 2021-2023 年公司新型复合肥业务的营收增速

分别为 25%、20%、15%，毛利率分别为 23%、23%、25%。 

4.进出口贸易：公司进出口贸易业务在 2017-2019 年期间下降幅度较大，

2020 年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我们预计 2021-2023 年期间进出口贸易业务仍将延

续之前的下降趋势，预计营收增速分别为-10%、-10%和-10%，业务毛利率预

计与疫情前 2018-2019 年的水平的相当约为 5%。 

5.现代农业：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现代农业业绩下降仅为偶发现象，

2021-2023 年公司现代农业业务增速将会回升，预计营收增速分别为 25%、25%

和 25%，毛利率将与疫情前持平，约为 33%。 

6.其他业务：我们预计公司其他业务 2021-2023 年营收增速分别为 25%、

25%和 25%，仍将与之前相当的高毛利率，预计约为 50%。 

表 4：关键项目预测（百万元） 

主营业务情况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常规复合肥 收入 5627.2 6640.2 7437.0 8329.4 

 YOY 2.7% 18.0% 12.0% 12.0% 

 毛利率 16.3% 16.8% 16.9% 18.0% 

磷肥 收入 2143.5 2572.3 2829.5 3112.4 

 YOY 23.7% 20.0% 10.0% 10.0% 

 毛利率 17.5% 17.5% 17.5% 20.0% 

新型复合肥 收入 1797.1 2246.3 2695.6 3099.9 

 YOY 4.0% 25.0% 20.0% 15% 

 毛利率 22.5% 23.0% 23.0% 25.0% 

进出口贸易 收入 229.6 206.6 185.9 167.3 

 YOY 22.2% -10.0% -10.0% -10.0% 

 毛利率 2.9% 5.0% 5.0% 5.0% 

现代农业 收入 33.9 42.4 53.0 66.3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3- 证券研究报告 

新洋丰（000902.SZ） 

 YOY -45.3% 25.0% 25.0% 25.0% 

 毛利率 10.6% 33.0% 33.0% 33.0% 

其他业务 收入 237.2 296.5 370.6 463.3 

 YOY 70.0% 25.0% 25.0% 25.0% 

 毛利率 45.7% 50.0% 50.0% 50.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预测 

在农产品价格回升背景下，公司业绩增速明显，2020 年业绩符合预期。我

们维持公司 2021-2022 年的盈利预测，并新增 2023 年的盈利预测，预计公司

2021-2023 年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 12.03、13.49、17.23 亿元，折合 EPS 分别

为 0.92、1.03、1.32 元/股，随着行业产能洗牌，集中度持续提升，叠加公司产

能释放和开工率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和整体销售量也将随之稳步增长，仍维持公

司“买入”评级。 

5、 风险分析 

（1）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除磷酸一铵外，复合肥行业上游原材料还包括有尿素、硝铵磷、氯化钾、硫

酸钾等。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将影响公司普通磷肥和复合肥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

公司相关业务的盈利能力。 

（2）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终端农产品的价格的波动将影响农民的种植意愿，从而影响公司下游行业对

于化肥的需求量。此外天气变化也将影响农产品种植情况，也会对公司下游需求

造成影响，导致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3）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风险 

公司当前有多个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包括有 30 万吨/年合成氨技改项目、

30 万吨的高品质经济作物专用肥项目，以及一系列磷石膏相关项目。产能建设

的延后或者停滞将会导致公司规划产能无法如期释放，对公司未来盈利水平造成

明显的影响。 

（4）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风险 

公司工艺生产过程中涉及若干种危险化学品和污染品，存在有一定的安全隐

患和污染源，如生产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安全事故发生或污染源意外排放，将对公

司造成较大的损失，甚至导致部分产能关停。 

（5）行业政策风险 

近年来国家对于化肥行业有多次的政策调整，相关环境保护政策未有放松态

势，持续趋严。后续相关化肥行业政策的调整或出台或将会对公司经营和盈利能

力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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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百万元）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收入 9,327 10,069 12,004 13,572 15,239 

营业成本 7,585 8,256 9,747 10,985 12,080 

折旧和摊销 220 219 266 273 278 

税金及附加 38 34 40 45 51 

销售费用 523 265 316 357 401 

管理费用 289 354 422 477 536 

研发费用 42 59 70 79 89 

财务费用 -21 -32 -22 -16 -24 

投资收益 5 31 18 25 22 

营业利润 812 1,202 1,505 1,684 2,144 

利润总额 811 1,196 1,500 1,680 2,139 

所得税 151 224 280 313 399 

净利润 661 972 1,220 1,366 1,740 

少数股东损益 10 17 17 17 17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51 955 1,203 1,349 1,723 

EPS(元) 0.50 0.73 0.92 1.03 1.32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经营活动现金流 1,506 2,433 -427 1,380 1,766 

净利润 651 955 1,203 1,349 1,723 

折旧摊销 220 219 266 273 278 

净营运资金增加 -835 -1,310 2,090 393 393 

其他 1,469 2,569 -3,987 -635 -627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 -351 -1,872 -81 -75 -78 

净资本支出 -286 -948 -100 -100 -100 

长期投资变化 -4 -2 0 0 0 

其他资产变化 -61 -922 19 25 22 

融资活动现金流 57 -371 -449 -472 -522 

股本变化 0 0 0 0 0 

债务净变化 403 198 -210 -0 0 

无息负债变化 -3 987 -1,323 199 172 

净现金流 1,214 186 -957 833 1,166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总资产 9,718 11,330 10,757 11,834 13,200 

货币资金 2,271 2,512 1,555 2,388 3,553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0 1,045 1,045 1,045 1,045 

应收帐款 208 188 237 268 301 

应收票据 0 0 0 0 0 

其他应收款（合计） 164 86 147 166 186 

存货 2,438 2,099 2,479 2,794 3,074 

其他流动资产 299 168 168 168 168 

流动资产合计 5,732 6,440 6,034 7,283 8,826 

其他权益工具 117 145 145 145 145 

长期股权投资 16 18 18 18 18 

固定资产 2,818 2,911 2,909 2,864 2,787 

在建工程 177 756 619 517 440 

无形资产 600 750 712 677 643 

商誉 0 0 0 0 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0 220 220 220 22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86 4,890 4,723 4,551 4,373 

总负债 3,023 4,208 2,675 2,874 3,046 

短期借款 9 210 0 0 0 

应付账款 773 1,088 1,284 1,447 1,591 

应付票据 85 67 79 89 98 

预收账款 1,122 0 0 0 0 

其他流动负债 0 148 148 148 148 

流动负债合计 2,482 3,619 2,086 2,285 2,457 

长期借款 404 401 401 401 401 

应付债券 0 0 0 0 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30 171 171 171 171 

非流动负债合计 541 589 589 589 589 

股东权益 6,695 7,122 8,082 8,960 10,154 

股本 1,333 1,333 1,333 1,333 1,333 

公积金 790 982 1,102 1,237 1,267 

未分配利润 4,301 4,961 5,783 6,509 7,656 

归属母公司权益 6,510 6,922 7,864 8,725 9,902 

少数股东权益 185 201 218 235 252 
 

盈利能力（%）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毛利率 18.7% 18.0% 18.8% 19.1% 20.7% 

EBITDA 率 11.9% 13.4% 14.1% 14.2% 15.7% 

EBIT 率 9.4% 11.1% 11.9% 12.2% 13.8% 

税前净利润率 8.7% 11.9% 12.5% 12.4% 14.0% 

归母净利润率 7.0% 9.5% 10.0% 9.9% 11.3% 

ROA 6.8% 8.6% 11.3% 11.5% 13.2% 

ROE（摊薄） 10.0% 13.8% 15.3% 15.5% 17.4% 

经营性 ROIC 12.7% 17.7% 16.5% 18.4% 22.9% 

 

偿债能力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资产负债率 31% 37% 25% 24% 23% 

流动比率 2.31 1.78 2.89 3.19 3.59 

速动比率 1.33 1.20 1.70 1.96 2.34 

归母权益/有息债务 15.77 11.34 19.62 21.78 24.72 

有形资产/有息债务 21.87 17.18 24.84 27.63 31.12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预测   注：按当年年末股本计算 

费用率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销售费用率 5.60% 2.63% 2.63% 2.63% 2.63% 

管理费用率 3.10% 3.52% 3.52% 3.52% 3.52% 

财务费用率 -0.23% -0.32% -0.18% -0.12% -0.16% 

研发费用率 0.45% 0.58% 0.58% 0.58% 0.58% 

所得税率 19% 19% 19% 19% 19% 

 

每股指标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每股红利 0.20 0.20 0.37 0.42 0.53 

每股经营现金流 1.15 1.86 -0.33 1.06 1.35 

每股净资产 4.99 5.31 6.03 6.69 7.59 

每股销售收入 7.15 7.72 9.20 10.40 11.68 

 

估值指标 2019 2020 2021E 2022E 2023E 

PE 33  23  18  16  13  

PB 3.3  3.1  2.8  2.5  2.2  

EV/EBITDA 19.6  15.5  12.8  10.9  8.4  

股息率 1% 1%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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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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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出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 
A 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
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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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商或证券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研究人员的个人观点。研究人员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确性、客户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
的联系。 

法律主体声明 

本报告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负责本报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仅为本报告目的，不包括港澳台）的分销。本报告署名分析师所持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编号已披露在报告首页。 

光大新鸿基有限公司和 Everbright Sun Hung Kai (UK) Company Limited 是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机构。 

特别声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创建于 1996 年，系由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投资控股的全国性综合类股份制证券公司，是中
国证监会批准的首批三家创新试点公司之一。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本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本公司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此外，本公司还通过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资产管理、直接投资、期货、
基金管理以及香港证券业务。 

本报告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以下简称“光大证券研究所”）编写，以合法获得的我们相信为可靠、准确、完整的信息为基础，但不
保证我们所获得的原始信息以及报告所载信息之准确性和完整性。光大证券研究所可能将不时补充、修订或更新有关信息，但不保证及时发布该等更
新。 

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发布时光大证券研究所的判断，可能需随时进行调整且不予通知。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
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客户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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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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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时期，本公司可能会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信息、建议及预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可能会向客户
提供与本报告中观点不同的口头或书面评论或交易策略。本公司的资产管理子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板块可能会独立做出与本报告的意见
或建议不相一致的投资决策。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并理解投资证券及投资产品存在的风险，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建议投资者务必向专业人士咨询并
谨慎抉择。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可能持有报告中提及的公司所发行证券的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正在争取提供投
资银行、财务顾问或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机构就报告内容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勿将本报告作为投资决策
的唯一信赖依据。 

本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分发，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本报告的版权仅归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目的进行翻版、复制、转载、刊登、发表、篡改或引用。如因侵权行为给本公司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本公司保留追
究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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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光大证券研究所 

上海 北京 深圳 

静安区南京西路 1266 号 

恒隆广场 1 期办公楼 48 层 
西城区武定侯街 2 号 

泰康国际大厦 7 层 
福田区深南大道 6011 号 

NEO 绿景纪元大厦 A 座 17 楼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机构 

香港 英国 

光大新鸿基有限公司 

香港铜锣湾希慎道 33 号利园一期 28 楼 

Everbright Sun Hung Kai (UK) Company Limited 
64 Cannon Street，London，United Kingdom EC4N 6AE 

 

国投瑞银


	REPORTTITLE
	FIRSTTABLE
	AUTHOR
	HQCH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