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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逻辑

► “双碳”大背景下能源互联网需求爆发，推动朗新B2B2C能源数字化战略。双碳背景下，供给侧清洁电源装机占比提升，需求侧电能

比重大幅提升，而能源互联网是实现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的重要手段，朗新科技B2B2C模式实现能源数字化战略落地。

► 营销2.0平台替换+电力数据平台推广，能源IT业务高度景气。1）朗新于十一五期间参与打造的电网营销1.0平台已经不足以支撑目前

的电力信息化需求，伴随电价机制改革，电网亟需信息化平台迭代。2020年朗新参与的营销2.0平台试点顺利，十四五期间用电服务核心

系统的大面积升级更换将为朗新带来确定性增量。2）政府对电力大数据重视程度提升，刺激电力大数据平台的建设需求。朗新已经为8个

省的电网建设电力大数据平台，或将进一步推广。

► 五年内公司充电量或增数十倍，叠加充电站运营增量，未来可期。1）公司基于对能源信息化的多年深耕，底层know-how的深度理解，

以及完善的B2B2C能力，打造了聚合充电平台“新电途”。新电途通过支付宝、高德地图等APP连接C端用户，提供充电桩服务，2025年

朗新平台服务的充电量有望超60亿度，有望爆发式增长。2）我们认为光储充一体化电站是未来新能源电站大趋势，朗新已经打造了一体

化电站云产品解决方案，方案落地后朗新角色有望从服务商转为运营商，盈利模式从服务费转为节电抽成费，增量可期。

► 投资建议：朗新科技在充电聚合平台与电网信息化上均大幅受益，考虑到十四五期间国家大力投入电力能源信息化建设，上调公司盈利

预测如下：预计2021-2023年公司营收43.4/55.1/69.7亿元（原预测40.7/48.9/57.6亿元），每股收益（EPS）0.84/1.08/1.37元（原预

测0.84/1.06/1.27元），对应2021年9月17日21.06元/股收盘价，PE分别为24.9/19.4/15.4倍，强烈推荐，维持“买入”评级。

► 风险提示：1）营收依赖电力行业的风险；2）新能源政策补贴落地不及预期风险；3）新能源发电技术变革进程不及预期风险；4）信

息化建设不及预期风险；5）宏观经济的下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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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能源互联网需求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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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低碳趋势：碳达峰与碳中和

◆ 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

✓ 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

✓ 碳中和即净零碳排放，旨在实现碳吸收端与排放端的抵消；由此，实现路径可分为加、减两个维度，增加碳固定和碳汇，减少生产生活中的
碳排放，而最终目标的确立又深刻影响脱碳的实现 。

4资料来源：国家电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碳中和实现总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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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能源开发、能源配置、能源消费方式均将改革

◆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能源从开发、配置到消费方式均将改变。包括接入可再生能源，优化配置，在建筑、交通领域推广绿色消费等。

5资料来源：国家电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双碳涉及领域



1.2 能源结构变化：供给侧，清洁电源装机占比提升

◆ 我国清洁电源装机结构将于2060年达到96%。

✓ 2021年3月18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举办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成果发布暨研讨会。

✓ 根据方案，中国需要推进能源开发清洁替代和能源消费电能替代；实现能源生产清洁主导、能源使用电能主导;能源电力发展与碳脱钩、经济
社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

6资料来源：《中国2030年能源电力发展规划研究及2060年展望》，国家电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2020-2060年我国电源装机总量及结构（单位：亿千瓦）



1.2 能源结构变化：消费侧，电能比重大幅提升

◆ 电能替代是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手段之一，预计到2060年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提升至70%。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 交通领域：到2060年，电动汽车保有量约3.9亿辆，替代率超过90%，发展电气化铁路、电动飞机技术；

✓ 工业领域：钢铁领域发展电炉钢、氢能炼钢，2030年电力化率相比2017年提升11个百分点；化工领域发展电制原材料；

✓ 建筑领域：2030年，供暖领域电气化达到20%以上，推广电炊事、电锅炉、电热水器。

7资料来源：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中国2060年前碳中和研究报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碳中和阶段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提升至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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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能源互联网实现消费电气化，需求推进朗新能源数字化战略

◆ 我们认为，能源互联网是实现终端能源消费电气化的重要手段，包括技术层面和模式层面的创新，对应的则是朗新能源数字化的战略。

◆ 朗新科技B2B2C模式实现能源数字化战略落地。

8资料来源：朗新科技，华西证券研究所

能源互联网

➢ 通过智能化、数字化手段实现多种能源的
高效互联。

➢ 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提供更丰富便捷的能源
服务 。

朗新能源数字化系统建设与服务业务 朗新能源数字化平台运营与服务业务

朗新能源数字化战略



02 能源数字化：行业高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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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网电源工程投资额大幅提升，投资整县分布式光伏、储能等

◆ 随着整县分布式光伏的落地，国家将进一步加大电
源工程投资，信息化能力随之迎来需求增量。

✓ 中国电源工程投资额跟随新能源趋势而增长，今年
上半年投资额已完成2227亿元。

◆ 2021年6月下旬，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报送整县
(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

✓ 目前全国100多个县市区启动整县推进，预计首批
试点项目将在两年内落地。

10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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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传统电力向“源网荷储”发展，主体复杂化下电网亟需信息化能力

◆ 传统电力“源网荷”向“源网荷储”发展。传统电力系统由“源网荷”三者组成，为最大化利用清洁电力，平滑清洁电力的“间歇性、波动
性”，稳定电源供应，储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园区、小城市为单位） 。

◆ 新型电力系统规划设计、调度运行、保护控制等难题增大发电侧、电网侧和用户侧信息化需求。

✓ 发电侧：需要通过负荷跟踪、平滑输出等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实现电网一次调频；如发电侧分布式软件，在储能方面做信息化调度；

✓ 电网侧：需要提供调峰调频等电力辅助服务；

✓ 用户侧：需要实现用户电费管理与需求侧响应，实现电能质量改善、应急备用和无功补偿等附加价值。

11资料来源：国家电网，腾讯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源网荷储”互动关键技术之优化调度“源网荷储”互动关键技术



2.2 电价市场化改革、电价计算复杂化，售电、用电信息化需求大幅抬升

◆ 一方面，市场交易电量占比不断提升，电价市场化成为电力能源趋势，售点/用电端信息化需求大幅抬升。

✓ 2020年，全国市场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42.2%，同比提高3pct。

◆ 另一方面，商用居民电价差异、分时电价的推广等带来信息化用电平台管理需求。

✓ 国家电网公司根据用户的用电性质，将其分成四大类：1）居民生活用电；2）一般工商业用电；3）大工业用电；4）农业生产用电。例如同
一大楼商用、民用的用电费不同，差额定价方式需要信息化。

✓ 2021年7月29日，发改委发布通知完善分时电价，尤其是针对新能源发电入网后进行电价调节，电价计算复杂化刺激信息化需求。

12资料来源：中电联，前瞻产业研究院，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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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一套电力营销系统在10年前完成，亟需新一轮替代升级

◆ 2006年国网提出“SG186工程”，朗新执行了项目中多个省的电网营销系统平台项目（营销1.0）。

✓ “SG186工程”由国网在2006年提出，是国网“十一五”（2006-2010年）信息化发展的系统规划，其目标为：建成企业级信息集成平台、
信息化保障体系、数字化电网、信息化企业。

✓ 在国网“SG-186”项目中，朗新执行了国家电网26个省级公司的12个区域的电网营销系统平台项目。

✓ 核心产品电力营销系统在山东、浙江、湖北、上海、福建、天津、河北、山西、吉林、甘肃、青海、河南等12个省网公司应用。

◆ 智能电网入围“十四五”规划，电网相关投资或超6万亿。根据国家电网，预计“十四五”（2021-2025年）期间，电网及相关产业投资将
超过6万亿元规模，方向将聚焦特高压、充电桩、数字新基建等领域。

13资料来源：中商情报网，公司招股书，华西证券研究所

2009-2020年电网总投资合计约3.5万亿元 朗新核心产品电力营销系统应用的省网公司（橙色区域）



14资料来源：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中国2060年前碳中和研究报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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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对电力大数据重视度提升，刺激电力大数据平台需求

◆ 国家对数据信息的重视度大幅提升。电力数据能够用于经济发展的前瞻、复工复产分析指标、用电量预测、区域发展分析等。

◆ 电网用户的用电信息价值还未被完全挖掘，电力大数据平台推广正在进行。朗新已经为8个省打造了电力大数据平台。

◆ 朗新科技有望基于电力大数据平台，助力园区用电节能。在分布式源网荷储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基于数据与平台能力赋能园区，参与园区用
电的节能，按照节能金额抽成获利。



2.4 营销2.0平台替换+电力数据平台推广，能源数字化业务高度景气

✓ 朗新在电网数字化升级上围绕用电环节，实现全面的业务覆盖：用电服务核心系统、电力数据采集系统、电力大数据平台、电力市场化交易
系统等。

◆ 1）用电服务核心系统将大面积迭代，带来业绩增量。根据公司公告，2020年朗新参与国网能源互联网营销服务系统（营销2.0）试点工作，
用电服务核心系统将在十四五期间进行大面积迭代更新，为公司带来的业务增量可期。

◆ 2）电力大数据平台或将进一步推广。目前公司已经为全国8个省建设电力大数据平台，随着国家对电力信息数据的进一步重视，大数据平台
需求将进一步抬升，为公司电力大数据平台业务带来增长。

15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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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充电业务：或数十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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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达2500万辆，充电市场大有可为

◆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于五年内达到2500万辆。

✓ 根据中汽协的数据，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92万辆，预计2025年达到2500万辆，五年CAGR为38.42%。

◆ 未来15年汽车电动化将加速发展，对充电桩的需求持续提升。

✓ 根据中汽协统计，2021年1-7月新车销量为1424.3万辆，其中新车电动车渗透率达10.38%。

17资料来源：中汽协，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华西证券研究所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趋势图 2021年1-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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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充电桩投放保持高速，仍存在巨大需求空间

◆ 公共充电桩投建数量保持快速增长。2016-2020年我国公共充电桩数量由12.8万台增至55.7万台，四年复合增速达到34.2%。截至2021年7
月，公共充电桩保有量已达95万台，同比增长60.5%。

◆ 车桩比例仍高，公共充电桩数量存在巨大需求空间。

✓ 截至2020年末，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492万辆，整体（公共+私有）充电桩167.2万台，车桩比例约为3:1；公共充电桩55.7万台，车桩比
例约为8.83:1。

18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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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朗新已经接入四家大型充电桩品牌，聚合平台需求将持续提升

19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华西证券研究所

截至2021年7月充电桩保有量市场格局 截至2021年7月，我国主要运营商充电桩数量（台）

23.51%

22.06%

20.67%

8.16%

4.30%

21.28% 特来电

星星充电

国家电网

云快充

南方电网

其他

◆ 朗新充电桩聚合平台已经接入前五家龙头中四家大型充电桩品牌。

✓ 根据中国充电联盟，截至今年7月，国内前五家充电桩市占率共达78.72%，根据公司公告，目前朗新平台已经接入星星充电、国家电网、云
快充、南方电网四大品牌充电桩，未来有望接入更多品牌提升覆盖率。

◆ 充电桩中小运营商存在很大生存空间，对聚合平台需求大。目前充电桩处在发展期，政策红利充足，由于中小型运营商投资小，重运营且用
户集中，多数能够实现盈利。因此，未来中小型运营商仍有很大生存空间，尤其会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低线城市的普及而在下沉市场得到成长。



3.3 朗新平台-支付宝-高德地图，构建阿里充电生态

◆ 朗新-支付宝-高德地图，共同构建充电生态。

✓ 分析用户习惯，车主一般在地图中找充电桩，扫码启动充电。

✓ 朗新打造的第三方聚合充电服务平台“新电途”，通过互联互通技术聚合车/桩网络，
并通过具备数亿活跃用户的“支付宝/高德地图/城市超级APP”形成聚合充电服务入口。

◆ 朗新与高德地图、支付宝的深度合作，为其服务与拓展更多B端运营商资源提供优势。

✓ 尤其是长尾品牌充电桩缺乏运营条件，倾向于寻找大型聚合平台合作。

20资料来源：亿欧咨询，高德地图，华西证券研究所

高德地图
寻找充电桩

新电途

(朗新科技 )
充电

支付宝
扫码

阿里生态

平台

充电桩支付宝入口

支付宝扫码后进入新电途充电（朗新运营）



3.3 朗新打造充电桩聚合平台“新电途”

◆ 与生活缴费业务类似，依托与支付宝的良好合作关系，朗新打造“新电途”聚合充电平台小程序。
具体操作如下图：在充电桩上扫支付宝二维码，自动接入“新电途”平台。

◆ 截至今年上半年，朗新平台已接入充电运营商超300家，运营充电桩数量超20万，服务新能源充电
车主数超105万，累计充电量超1.8亿度。

21资料来源：支付宝，公司公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充电桩支付宝入口

支付宝扫码后进入新电途充电（朗新运营）



3.4 光储充一体化低碳充电站是充电站大趋势

◆ 我国正大力开展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建设，其优势包括：
✓ 1）与公共电网相对独立运行，缓解充电桩对电网冲击；

✓ 2）利用峰谷电价减少成本。全国用电大省峰谷价差分布于0.4~0.9元/kWh，江苏、广东峰谷价差最高高于0.8元/kWh。

◆ 特斯拉已经在中国建成900多座超级充电站，预计今年年底其超充将开放给其他品牌汽车。

22资料来源：易事特官网，光伏智库，特斯拉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光储充一体化建设概括 特斯拉超级充电站系统设施



3.4 分时电价价差拉开，电站运营商商业模式变革：服务费=》抽成收费

◆ 目前充电运营商商业模式以收取充电服务费为主，此外平台聚合车主高净值用户能够获取流量增值变现收入。

✓ 运营商向C端提供找桩、充电、支付服务，同时通过SaaS平台向B端用户提供一体化运维方案。

◆ 伴随电价机制改革及光储充一体化电站的大力建设，运营商有望收取节电抽成费用。

✓ 光储充运营平台需要运维管理系统、动力环境监控系统等信息化平台，对运营服务的需求程度高。

✓ 以江苏为例，其电价峰谷价差最高高于0.8元/kWh，电站通过光伏储能调节所节约的电费可观，SaaS运营商或能够基于节约电费抽成。

23资料来源：搜狐科技，亿欧汽车，华西证券研究所

传统充电桩运营商商业模式 江苏省工业用电峰谷分时销售电价表



3.4 五年内朗新充电量或增数十倍，叠加充电站运营增量，未来可期！

✓ 充电领域朗新科技已经入局充电桩运营，同时布局了光储充一体化电站整体解决方案：

◆ 1）充电桩运营上五年内或有数十倍增量，朗新收取充电服务费+流量增值服务费。
✓ 根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或达到900多亿度，假设其中50%为公用充电桩，15%从支付宝平台

完成充电，那么朗新充电量或达67.5亿度，根据公司公告，2021上半年公司充电量近1.1亿度，我们认为五年内朗新充电量将有爆发增长，
充电服务费与流量变现收入都将高增。此外在全国充电大幅增长的前提下，或能刺激朗新其他新兴业务需求。

◆ 2）“光储充”一体化充电场站整体解决方案将为朗新带来增量成长。
✓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朗新已经布局“光储充”一体化充电场站整体解决方案，实现运营后或能通过节电费用抽成盈利，一体化充电站为

公司带来的增量可期。

2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证券之星，华西证券研究所

朗新能源数字化平台运营与服务朗新B2B2C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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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投资建议

26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 可比公司估值：

✓ 朗新科技多年深耕能源IT，并与支付宝
合作在2C平台领域取得获客能力，在
能源信息化业务具有一定竞争壁垒。在
A股选取可比公司：恒华科技、远光软
件、国网信通、东软集团。可比公司
2021、2022年的平均每股收益（EPS）
为0.31/0.43元；平均PE为39/27倍。
高于朗新科技。

✓ 注：EPS来自Wind一致预测。

◆ 投资建议：

✓ 朗新科技在充电聚合平台与新能源IT均
大幅受益，考虑到十四五期间国家大力
投入新能源IT建设，我们上调公司盈利
预测如下：预计2021-2023年公司营
收43.4/55.1/69.7亿元（原预测
40.7/48.9/57.6亿元），每股收益
（EPS）0.84/1.08/1.37元（原预测
0.84/1.06/1.27元），对应2021年9月
17日21.06元/股收盘价，PE分别为
24.9/19.4/15.4倍，强烈推荐，维持
“买入”评级。

可比公司估值

盈利预测与估值

注：EPS来自Wind一致预测

财务摘要 2019A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收入(百万元) 2,968 3,387 4,340 5,510 6,965 

YoY（%） 11.1% 14.1% 28.1% 27.0% 26.4%

归母净利润(百万元) 1,020 707 870 1,117 1,407 

YoY（%） 444.4% -30.7% 23.1% 28.3% 26.1%

毛利率（%） 44.5% 45.9% 45.5% 46.4% 47.3%

每股收益（元） 1.19 0.71 0.84 1.08 1.37 

ROE 22.0% 12.8% 13.6% 14.8% 15.7%

市盈率 17.74 29.70 24.93 19.44 15.42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收盘价 市值(亿元) EPS(元) PE(倍)

2021/9/17 2021/9/17 2020 2021E 2022E 2020 2021E 2022E

恒华科技 300365.SZ 12.63 75.76 0.14 0.24 0.48 90.21 52.63 26.31 

远光软件 002063.SZ 7.47 98.83 0.24 0.23 0.30 31.33 32.09 25.09 

国网信通 600131.SH 14.75 176.32 0.52 0.54 0.66 28.37 27.42 22.32 

东软集团 600718.SH 10.10 125.48 0.11 0.23 0.28 91.82 43.13 35.45 

平均值 11.24 119.10 0.25 0.31 0.43 60.43 38.81 27.29 

朗新科技 300682.SZ 21.06 217.02 0.71 0.84 1.08 29.70 24.93 19.44 



4.2 风险提示

1、营收依赖电力行业的风险；

2、新能源政策补贴落地不及预期风险；

3、新能源发电技术变革进程不及预期风险；

4、信息化建设不及预期风险；

5、宏观经济的下行的风险。

27资料来源：华西证券研究所



附录-三张表及主要财务比例

28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利润表（百万元）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现金流量表（百万元）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营业总收入 3,387 4,340 5,510 6,965 净利润 714 879 1,128 1,422

YoY(%) 14.1% 28.1% 27.0% 26.4% 折旧和摊销 42 94 120 146

营业成本 1,834 2,364 2,956 3,668 营运资金变动 -369 -322 -655 -781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 22 29 38 经营活动现金流 388 652 585 770

销售费用 235 301 382 482 资本开支 -70 -557 -580 -522

管理费用 317 412 534 689 投资 -1,270 -30 -25 -34

财务费用 -45 -31 -32 -35 投资活动现金流 -1,338 -557 -566 -507

研发费用 363 456 592 801 股权募资 23 9 0 0

资产减值损失 -3 0 0 0 债务募资 -18 -27 0 0

投资收益 -1 30 39 49 筹资活动现金流 716 -49 -31 -31

营业利润 824 998 1,281 1,614 现金净流量 -234 46 -12 232

营业外收支 -13 0 0 0 主要财务指标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利润总额 811 998 1,281 1,614 成长能力（%）

所得税 97 119 152 192 营业收入增长率 14.1% 28.1% 27.0% 26.4%

净利润 714 879 1,128 1,422 净利润增长率 -30.7% 23.1% 28.3% 26.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07 870 1,117 1,407 盈利能力（%）

YoY(%) -30.7% 23.1% 28.3% 26.1% 毛利率 45.9% 45.5% 46.4% 47.3%

每股收益 0.71 0.84 1.08 1.37 净利润率 21.1% 20.3% 20.5% 20.4%

资产负债表（百万元）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总资产收益率ROA 9.1% 9.8% 10.7% 11.4%

货币资金 2,218 2,264 2,252 2,484 净资产收益率ROE 12.8% 13.6% 14.8% 15.7%

预付款项 167 138 192 246 偿债能力（%）

存货 269 405 490 603 流动比率 3.77 3.62 3.36 3.29

其他流动资产 2,816 3,290 4,264 5,392 速动比率 2.81 2.94 2.62 2.50

流动资产合计 5,471 6,097 7,198 8,726 现金比率 1.53 1.35 1.05 0.94

长期股权投资 179 209 234 268 资产负债率 27.8% 26.9% 27.2% 27.1%

固定资产 59 15 -52 -148 经营效率（%）

无形资产 71 95 122 147 总资产周转率 0.44 0.49 0.53 0.5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67 2,761 3,245 3,655 每股指标（元）

资产合计 7,739 8,858 10,444 12,381 每股收益 0.71 0.84 1.08 1.37

短期借款 27 0 0 0 每股净资产 5.37 6.23 7.31 8.67

应付账款及票据 597 696 891 1,112 每股经营现金流 0.38 0.63 0.57 0.75

其他流动负债 828 987 1,250 1,544 每股股利 0.00 0.00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1,452 1,683 2,140 2,656 估值分析

长期借款 0 0 0 0 PE 29.70 24.93 19.44 15.42

其他长期负债 702 702 702 702 PB 2.72 3.38 2.88 2.43

非流动负债合计 702 702 702 702

负债合计 2,154 2,384 2,842 3,358

股本 1,021 1,030 1,030 1,030

少数股东权益 50 59 70 85

股东权益合计 5,585 6,474 7,602 9,024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7,739 8,858 10,444 12,381

财务报表和主要财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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