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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核建龙头企业，赛道景气铸就三张表拐点。公司核心业务为核电工程建设，是全
球唯一一家连续 30 余年不间断从事核电建造的企业，代表着我国核电工程建造的最
高水平。目前公司承建了国内已建和在建的绝大多数核电机组和核岛工程建设。2018
年末，得益于我国核电重启核准，公司核心主业迎来景气拐点，2021-2023 年，公
司核电工程业务年营收增速分别为 15.03%、39.99%、42.86%，随着高毛利率、优
现金流的核电工程业务占比快速提升，公司三张表呈现基本面拐点，有望带来戴维斯
双击机会。 

➢ 核电进入历史性景气通道，工程建设高峰将至，景气周期有望超预期。碳中和背景下
我国电力结构开始重塑，核电定位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基荷能源，有望破解电力“不
可能三角”，加速具有必要性。但相较全球（9%）和发达国家（普遍超过 20%）平
均水平，我国（不足 5%）核电占比仍低，潜在空间大，工程建设大有可为。根据《中
国核能发展报告（2023）》，预计到 2035 年，我国核能发电量在总发电量的占比
将达到 10%左右，我们保守按照 2035 年我国总发电量与当前相当计算，实现目标
需要再建设约 58 座核电站，预计未来几年新核准核电机组中枢将继续维持高位，此
轮核电建设景气周期有望超预期。 

➢ 大额减值掩盖经营性业绩，潜在弹性大。我们认为，当下公司的预期差主要在于市场
高估了非核业务中房建业务的占比，认为公司传统业务仍有增速向下以及大额减值风
险，对剔除简直后公司的盈利能力认知不足。参照可比的中字头上市建筑企业，公司
减值力度明显更大，一方面，公司对 0.5-1 年期限信用减值政策较为保守，低年份应
收账款减值比例更为激进；另一方面，公司“信用减值损失占营业收入比例”和“信
用减值损失占归母净利润比例”亦显著更高，2023 年，信用减值损失为 19.13 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 1.7%，占归母净利的 92.7%，均远高于其他建筑公司的占比，后续减
值比例或出现均值回归特征。我们判断，近两年公司已通过新能源等业务的高增消化
对冲了传统房建业务的下行压力，此前的减值拖累未来将为利润端带来大额的边际弹
性。以 2024 年业绩为例，若我们假设公司不进行信用减值，预计归母净利同比将增
长超 1.5 倍，潜在弹性大。 

盈利预测与估值 

 2022 2023 2024E 2025E 2026E 

营业总收入（百万元） 99,138 109,385 117,674 131,161 149,968 

同比增长率（%） 18.4 10.3 7.6 11.5 14.3 

归母净利润（百万元） 1777 2063 2422 2970 3836 

同比增长率（%） 16.0 16.1 17.4 22.6 29.2 

每股收益（元/股） 0.59 0.68 0.80 0.98 1.27 

毛利率（%） 10.1 11.4 11.4 11.5 11.7 

ROE（%） 7.1 7.2 11.4 12.3 13.7 

市盈率 14 12 10 8 6 

➢ 盈利预测与评级：我们判断，公司减值高峰将近，未来潜在减值区间约 60-90 亿元
（或有），保守起见，我们按照 2024~2026 年信用减值分别为 27.79、28.99、30.34
亿元测算，公司归母净利分别为 24.22、29.70、38.36 亿元，对应增速分别为 17%、
23%、29%，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0 倍、8 倍和 6 倍；若不考虑信用减值影响，
公司 2024~2026 年归母净利分别为 52.01、58.68、68.69 亿元，对应增速分别为
152%、13%、17%，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5 倍、4 倍和 4 倍，而可比公司对应
24-26 年 PE 分别为 13 倍、11 倍、9 倍，公司估值远低于可比公司，首次覆盖，给
予“买入”评级。 

➢ 风险提示：核电安全风险、项目进度不及预期。 

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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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数据： 2024 年 06月 06 日 

收盘价（元） 8.12 

一年内最高/最低（元） 8.33/6.14 

总市值（百万元） 24509 

总资产（百万元） 215336 

资产负债率% 82.13 

净资产（百万元） 38479 

每股净资产（元） 6.23 

市净率 PB 1.26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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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案件 
 

我们判断，公司减值高峰将近，未来潜在减值区间约 60-90 亿元（或有），保守

起见，我们按照 2024~2026 年信用减值分别为 27.79、28.99、30.34 亿元测算，公司

归母净利分别为 24.22、29.70、38.36 亿元，对应增速分别为 17%、23%、29%，当

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0 倍、8 倍和 6 倍；若不考虑信用减值影响，公司 2024~2026

年归母净利分别为 52.01、58.68、68.69 亿元，对应增速分别为 152%、13%、17%，

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5 倍、4 倍和 4 倍，而可比公司对应 24-26 年 PE 分别为 13

倍、11 倍、9 倍，公司估值远低于可比公司，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关键假设 
 

主营收入：1）核电工程：假设未来两年每年平均核准 10 台核电机组，根据前期

已核准的核电机组以及核电机组建设周期和付款比例，可推算 2024-2026 年营收增速

为 17.2%/27.0%/34.6%；2）工业与民用工程：随着市场逐步转暖，公司民用工程将

逐步恢复，假设 2024-2026 年营收增速为 5.4%/5.5%/5.6%。 

毛利率：工程项目毛利率波动较小，因此我们假设公司各板块业务毛利率维持当前

水平。1）核电工程 2024-2026 年毛利率为 13.50%/13.50%/13.50%；2）工业与民

用工程 2024-2026 年毛利率为 9.52%/9.52%/9.52%。 

 

 投资逻辑要点 
 

市场普遍高估了非核业务中房建业务的占比，认为公司传统业务仍有增速向下以及

大额减值风险。但我们认为，近两年公司已通过新能源等业务的高增消化对冲了传统房

建业务的拖累，而且减值已近高峰，2023 年，公司信用减值损失为 19.13 亿元，占营

业收入的 1.7%，占归母净利的 92.7%，“信用减值损失占营业收入比例”和“信用减

值损失占归母净利润比例”均显著高于同类型中字头建筑央企。后续此前的减值的拖累

大概率将为未来的利润端带来大额边际弹性。以 2024 年业绩为例，若我们假设公司不

进行信用减值，归母净利同比将增长超 1.5 倍，潜在弹性大。 

 

 核心风险提示 

 
核电安全风险、项目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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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龙头，坐享核电拐点 

中国核建是我国核电工程建设龙头企业。公司核心业务为核电工程建设，是全球唯一

一家连续 30 余年不间断从事核电建造的企业，代表着我国核电工程建造的最高水平。目前

公司承建了国内已建和在建的绝大多数核电机组和核岛工程建设。回顾公司发展主要分为

三个阶段：1）公司设立，登录 A 股：2010 年中核建集团将主营业务改制重组后，联合中

国信达、航天投资、中国国新共同发起设立公司，2016 年公司成功于 A 股上市；2）股东

重组，强强联合：2018 年国务院要求中核集团与中核建集团合并重组，中核集团成为公司

控股股东；3）核电重启，拥抱发展新纪元：2018 年末我国核电重启审批，公司核心业务

拐点出现，2021 年公司正式迁址上海扎根长三角，并于 2022 年正式提出“2345”发展战

略，开启发展新纪元。 

 

图 1：中国核建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背靠中核集团，控股股东行业地位突出，股权结构集中。公司控股股东中核集团是中

央直接管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其建立了中国

独有的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是我国运行核电和在建核电的主要投资方、核电技术开发

主体、最重要的核电设计及工程总承包商、核电运行技术服务商和核电站出口商，是国内

核燃料循环专营供应商、核环保工程的专业力量和核技术应用的骨干。目前中核集团旗下

一共包含七个上市主体，分别为中国核电、中国核建、同方股份、中核科技、中核国际、

中国核能科技、中国同辐。中国核建作为中核集团旗下唯一从事建筑工程上市平台，能够

稳定承接集团各类工程建设项目任务，与集团内部其他主体高效协同，资源和订单优势显

著。目前中核集团控股 56.67%、第二大股东为中国信达资产，持股比例 10.25%，第三大

股东为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3.93%。前三大股东均为国资

背景，合计持股 70.85%，股权结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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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核建股权结构（截至 2023 年年报）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图 3：中核集团旗下上市主体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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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长期增长较为稳健，当下新签合同维持增长。复盘来看，公司自成立以来营收和

归母净利基本维持正增长，营业收入仅于 2015 年受宏观经济压力影响下降 8.55%，归母

净利润从未下滑。2023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93.85 亿元，同比增长 10.34%，实

现归母净利 20.63 亿元，同比增长 16.07%。从新签合同金额来看，2023 年和 2024 年 1~4

月，公司累计新签合同金额分别为 1508.72 亿元和 519.51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8.50%和

4.85%，传统地产基建承压背景下，依然维持稳健增长。 

 

图 4：中国核建营业收入及同比  图 5：中国核建归母净利及同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图 6：中国核建新签合同金额（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高毛利核电工程重回增长通道，对公司收入利润边际拉动逐步提升。公司虽然核心主

业为核电工程，但自 2010 年成立以来我国核电机组新核准曾两度停滞（2011~2014 年和

2016~2018 年），公司借鉴核电工程建设成功经验，将核电工程领域能力延伸至工业与民

用工程业务，业务种类覆盖房屋建筑、市政、公路、桥梁、隧道、城市轨道、新能源、石

油化工、水利水电建设等多个领域，2019 年公司该业务营收占比达到 69.22%，达到阶段

性高点（2021 年由于军工工程不再单独披露，划分至工业与民用工程，导致该业务占比再

创新高，占比为 79.99%）；2018 年末，我国核电重启核准，公司核电工程重回增长通道，

占比开始回升。2023 年，工业与民用工程营收和毛利占比分别为 68.68%和 57.59%，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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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营收和毛利占比分别为 21.87%和 26.00%。回溯增长情况来看，2021-2023 年，公

司核电工程业务年营收增速分别为 15.03%、39.99%、42.86%，工业与民用工程业务增速

分别为 15.21%、12.33%、-0.14%，核电工程营收占比分别为 14.29%、16.89%、21.87%，

核电工程增长对公司业绩的边际拉动逐步提升。 

 

图 7：中国核建营收结构  图 8：中国核建毛利结构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图 9：工业与民用工程营收及同比  图 10：核电工程营收及同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2. 核电进入历史性景气通道，工程建设高峰将至 

2.1 核电或是新时代电力结构下基荷能源的最优解 

碳中和背景下电力结构格局重塑，核电定位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基荷能源，加速具有

必要性。基荷能源指能 24 小时持续发出能满足电网系统最低基本功率需求的电源，基荷是

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保障，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力系统中都需要基荷电源，这对电源系统的

稳定、电力调峰、调度都是必要的。火电是此前我国基荷能源的主力，但自 2020 年 9 月，

习总书记提出“双碳”战略以来，我国正式迈入向绿色能源转型的时代，火电由于碳排放

高与“双碳”目标严重相悖，发展受到限制；而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大规模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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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带来了不稳定的问题，为电网运行带来了压力；水电兼具绿色、廉价的优势，但我

国水电资源开发已近上限，剩余可开发水电资源经济性较差，增量有限。我国能源变革过

程中面临“绿色、稳定、廉价”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不可能三角”的难题，核电具备作为

“双碳”时代基荷能源，破解“不可能三角”的条件，加速我国核电建设对于构建新时代

电力结构具有必要性。 

 

1） 绿色： 核电运营过程可视为零碳排放，全生命周期内碳排放仅来自建设期间的水

泥、 碳钢、铜和合金钢制造的排放。若考虑各类发电方式直接、间接两类温室气

体排放量，则单位 kwh 下各类发电量对应等效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顺序分别为煤电

＞气电＞光伏＞水电＞风电＞核电。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来看，核电实际更加清洁。

而相较老牌基荷能源火电，核电全生命周期内所产生的 CO2 量还不足火电的 1%； 

 

图 11：主要发电方式温室气体排放量（克等效二氧化碳/kWh） 

 

资料来源：世界核能协会，华源证券研究 

 

2） 稳定： 未来新能源发电将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风、光发电具

有间歇性，且薄弱时刻和传统用电高峰具有较高重合度，尖峰时刻成为了“木桶最

短的那块板”。核电出力稳定，利用小时数远高于其他电源种类，并且可以保证尖

峰时段出力。从发电设备平均发电时长来看，我国核电发电设备平均年发电时长数

维持在 7000 小时以上，远高于火电，而风、光、水电均属于间歇性能源，不仅发

电功率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发电时长也远低于核电和火电。以 2023 年数据为例，

核电、火电、水电、风电、光伏设备利用小时数分别 7670、 4466、3133、2225、

和 1286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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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各发电方式设备运行寿命（年）  图 13：我国各发电方式设备年均利用时长（小时） 

 

 

 

资料来源：《核能发电与传统发电在民用消费中的比较分

析》刘其炘等，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3） 廉价：考虑绿色稳定能源综合成本，核电成本优势明显。火电+CCUS，核电+后

处理，风、光+储能均能共提供绿色稳定的能源。因此，我们不仅要比较发电成本，

还要比较达到绿色稳定能源的配套外部成本，火电的外部成本是碳排放，核电的外

部成本是后处理，风、光电的外部成本是储能。火电发电成本约为 0.30 元/千瓦时，

度电排放成本约 0.04 元/千瓦时；光伏发电成本约 0.27 元/千瓦时，20%配比储能

成本约 0.05 元/千瓦时；风电发电成本约 0.25 元/千瓦时，20%配比储能成本约

0.05 元/千瓦时；核电发电成本约 0.24 元/千瓦时，乏燃料后处理、中低放废物处

理处置、退役基金等后处理费用约 0.04 元/千瓦时。核电是绿色能源转型中仅次于

水电的低成本发电方式。 

 

图 14：各发电方式发电成本（元/千瓦时） 

 

资料来源：能源局，华源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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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作为基荷能源，我国核电占比仍低，建设大有可为 

在全球范围内核电主要作为基荷能源存在，与主要经济体能源结构的搭建与发展相随。

从全球核电装机容量来看，从 1954 年到 1987 年装机容量快速攀升，从 5MW 增长至

295.81GW，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 40%，但自 1987 年之后，随着发达国家能源结构的基

本稳定，整体装机容量大幅放缓，逐步步入平台期，从 1987 年至 2023 年，全球运行核电

装机容量由 295.81GW 增长至 371.51GW，年均复合增长率仅为 0.64%，我国核电建设反

而成为了全球核电规模增长的边际驱动力，从 2012 年至 2023 年，我国核电发电装机容量

从 12.57GW 增长至 56.91GW，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14.72%，2012~2023 年我国核电

新增装机容量占全球的 57%。 

 

图 15：全球运行核电发电装机容量（万千瓦）  图 16：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及占全球比重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图 17：全球核电新增装机容量（万千瓦）  
图 18：2012~2023 年中国核电新增装机容量占全球比

重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相对于其他绿电而言，我国核电增速及占比提升幅度均跑输。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增长

迅速，从结构上来看，绿电占比上升，火电占比下降，但核电装机容量占比仍处于较低水

平， 2012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占比为1.10%，而2023年占比为1.95%，仅提升了0.85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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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光伏和风电分别提升了 20.56pct 和 9.81pct，与其他绿电相比核电提升缓慢。从发电量

来看，我国的总发电量从 2012 年的 4.82 万亿千瓦时，增长至 2023 年的 8.91 万亿千瓦

时，总体增长平稳，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5.75%，其中核电发电量从 2012 年的 974 亿千瓦

时，稳步增长至 2023 年的 4332 亿千瓦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4.53%，发电量占比由

2.02%提升至 4.86%，但其他绿电发电量占比由 19.40%提升至 25.19%，核电占比提升幅

度依然跑输。 

 

图 19：中国发电装机容量（亿千瓦）  图 20：中国发电装机容量结构（2023 年）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图 21：中国各发电方式发电量（亿千瓦时）  图 22：中国不同发电方式发电量占比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相较全球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我国核电发电量占比较低，作为新时代基荷能源潜在

建设空间广阔。从全球范围来看，2023 年核能发电量已占到全球总发电量的 9.11%，发达

国家的占比已经普遍超过 20%，且以美国、法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已经部分实现了核电普及，

其中法国核电发电占比全球最高，2023 年达到了 65.29%。虽然从总量方面来看，我国目

前是全球第二大核能发电国家，仅次于美国，但是核电发电量占比仅为 4.86%，仍大幅落

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核电作为新时代基荷能源，潜在空间大，工程建设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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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023年世界主要核能国家核能发电量及发电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表 1：2023年美国、法国、中国核电发展情况 

国家 美国 法国 中国 全球 

并网核电站数量（座） 93 56 55 437 

核能发电量（万亿瓦时） 812 295 418 2632 

核能发电量占比 18.25% 65.29% 4.86% 9.11% 

核电技术情况 
掌握第三代核电技术

（AP1000） 

掌握第三代核电技术

（EPR) 

掌握第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 
 

发电结构情况 多电源共存 核电为主 煤电为主 化石燃料为主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2.3 安全顾虑逐步消除，核电建设景气周期或超预期 

政府对安全性的担忧是制约核电建设的核心因素。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严重的核电

站事故，其中公认最为严重的为 1979 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事故（部分堆芯熔毁，五级国际

核事故）、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核反应堆破裂，七级国际核事故）以及

2011 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堆芯熔毁和氢气爆炸，七级国际核事故）。2011 年日

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引发全球多数国家政府对于核电安全性的担忧，德国、意大

利等国家宣布放弃核电，而法国决定降低核电发电量占比，包括我国对新建核电机组的审

核也陷入一段停滞期。从全球运行核电发电装机容量来看，2011 年装机容量同比下降

5.47%，且随后 2~3 年基本不再增长，直至 2014 年后才重新有少量新增。 

 

表 2：国际核事故分级标准 

级别 说明 准则 实例 

偏差 0 级 偏差 安全上无重要意义 
2008 年斯洛文尼亚科斯克核电站事件 

2021 年中国台山核电站事件 

事件 1 级 异常 
超出规定运行范围的异常情况，可能由于设备故

障，人为差错或规程有问题引起。 

2009 年法国诺尔省葛雷夫兰核电站事件 

2010 年中国大亚湾核电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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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级 事件 
安全措施明显失效，但仍具有足够纵深防御，仍能

处理进一步发生的问题。 
卡达哈希核电站事件 

3 级 重大事件 

放射性向外释放超过规定限值，使用照射最多的厂

外人员受到十分之几毫西弗量级剂量的照射。无需

厂外保护性措施。 

1989 年西班牙范德略斯核电厂事件 

1955-1979 年英国塞拉菲尔德核电站事件 

2011 年日本福岛第二核电站事件 

4 级 

没有明显

厂外风险

的事故 

放射性向外释放，使受照射最多的厂外个人受到几

毫西弗量级剂量的照射。由于这种释放，除当地可

能需要采取食品管制行动外，一般不需要厂外保护

性行动。 

1973 年英国温茨凯尔后处理装置事故 

1980 年法国圣洛朗核电厂事故 

1983 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临界装置事故 

1993 年俄罗斯托木斯克核事故 

1999 年日本东海村 JCO 临界事故 

2006 年比利时弗勒吕核事故 

事故 

5 级 

具有厂外

风险的事

故 

放射性物质向外释放。这种释放可能导致需要部分

执行应急计划的防护措施，以降低健康影响的可能

性。 

1952 年加拿大恰克河核事故 

1957 年英国温茨凯尔反应堆事故 

1979 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事故 

1987 年巴西戈亚尼亚医疗辐射事故 

6 级 重大事故 

放射性物质向外释放。这种释放可能导致需要全面

执行地方应急计划的防护措施，以限制严重的健康

影响。 

1957 年苏联克什特姆核事故 

7 级 特大事故 
大型核装置的大部分放射性物质向外释放。在大范

围地区有慢性健康影响以及长期的环境后果。 

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2011 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资料来源：国际原子能机构，华源证券研究 

 

我国高度重视核安全，长期安全记录保持良好。管理方面，2012 年以来，我国参考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结合我国核安全事业的监管需求，建立了中国核与辐射安全管

理体系。2021 年，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管理体系第三层级程序文件通过审议，标志着我国核

与辐射安全管理体系已经全面建成。法规方面，2003 年、2017 年我国分别颁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除此之外，如《民用核

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 9 部行政法规也均已颁布。长期来看，我国核安全记录良好，

从我国第一台核电机组开始投入运行至今，从未发生过国际核事故分级标准 2 级或以上的

事件/事故，且 0 级偏差和 1 级异常事件的发生的频率已大幅度下降，根据国家核安全局数

据，我国单机组平均运行事件数量中枢从 2000 年前（1991~2000 年）的 13.83 变为而

2000 年后（2001~2022 年）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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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中国核电运行事件数量（起） 
 

图 25：中国运行机组数量及单机组平均运行事件数

量 

 

 

 

资料来源：《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Wind，华源证券研

究 
 

资料来源：《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Wind，华源证券

研究 

 

核电技术迭代后日趋成熟，安全隐患逐步淡化。核电站历经 70 余年发展，已朝着第四

代技术发展。第一代核电技术（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多为早期的原型机，主要

目的是为了通过试验示范形式来验证核电在工程实施上的可行性；第二代核电技术（20 世

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是比较成熟的商业化反应堆，主要实现了核电技术商业化、标准化、

系列化、批量化，进一步提高核电应用的经济性；第三代核电技术（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主要是指满足美国“先进轻水堆型用户要求文件”（URD）和“欧洲用户对轻水堆核电站

的要求”（EUR）的压水堆型技术核电机组，此阶段核电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具备更高的

安全性和更高发电功率；第四代核能系统概念由美国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首次提出，随后年

代末提出，随后美、法、日、英等国家组建了“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坛 (GIF)”，计划在

2030 年左右向市场推出能够解决核能经济性、安全性、废物处理和防止核扩散问题的第四

代核能系统。从全球在运行机组来看，老机组主要以二代为主，新机组主要以三代为主，

当前四代技术尚未处于示范项目阶段，没有经济性，未来中长期新建机组仍会以三代为主。

我国已自主掌握第三代核电技术，逐步突破第四代技术。2021 年 1 月 30 日，全球第一台

“华龙一号”福建福清核电站 5 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意味着我国实现了由二代向自主三

代核电技术的全面跨越，在三代核电技术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

斯等发达国家之后自主掌握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而在第四代技术方面，我国也正在快

速突破，2012 年 我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在山东荣成开工建设，于 2021 年实现

并网发电，截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已成功通过 168 小时连续运行的考验，正式投入商

业运行，是全球首个并网发电的第四代高温气冷堆核电项目，标志着我国在第四代核电技

术研发和应用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表 3：核电技术发展历程 

技术类别 起始时间 主要特点 主要堆型 

第一代核

电技术 

20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 

多为早期原型机，使用天然铀燃料和石墨慢化剂。证明了核能发电

的技术可行性，具有研究探索的试验原型堆性质。设计上比较粗糙，

结构松散，尽管机组发电容量不大，一般在 30 万千瓦之内，但体

美国希平港核电站、德累斯顿核电

站、英国卡德霍尔生产发电两用的

石墨气冷堆核电厂、前苏联 AP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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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较大。且在设计中没有系统、规范、科学的安全标准作为指导和

准则，因而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发电成本也较高。 

压力管式石墨水冷堆核电站、加拿

大 NPD 天然铀重水堆核电站等 

第二代核

电技术 

20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 

是较为成熟的商业化反应堆，使用浓缩铀燃料，以水作为冷却剂和

慢化剂，其堆芯熔化概率和大规模释放放射性物质概率分别为 10-4

和 10-5 量级。反应堆寿命约 40 年。在第一代核技术的基础上，它

实现了商业化、标准化等，单机组的功率水平在第一代核电技术基

础上大幅提高，达到百万千瓦级。目前全世界在运核电机组大多数

使用第二代技术或其改进型。 

压水堆(PWR)、沸水堆(BWR)、加

压重水堆(PHWR)、石墨气冷堆

(GCR)、及石墨水冷堆(LWGR)等 

第三代核

电技术 

20世纪 90

年代至今 

第三代核电技术指满足美国“先进轻水堆型用户要求文件”（URD）

和“欧洲用户对轻水堆核电站的要求”（EUR）的压水堆型技术核电

机组，是具有更高安全性、更高功率的新一代先进核电站。其堆芯

熔化概率和大规模释放放射性物质概率分别为 10-7 和 10-8 量级。

反应堆寿命约 60 年。 

先进沸水堆(ABWR)、非能动先进

压水堆(AP600/AP1000)、欧洲压

水堆(EPR)及华龙一号等 

第四代核

电技术 
21 世纪 

2000 年美国首次提出了第四代核反应堆计划，规划在 2030 年后投

入市场推广建设。目标是满足安全、经济、可持续发展、极少的废

物生成、燃料增殖的风险低、防止核扩散等基本要求。预计将有封

闭的核燃料产业链，提高核燃料使用效率，或将使用锕元素作为燃

料，显著降低核废料半衰期，提高核能使用的安全性。 

石岛湾核电站（HTR-PM）（目前

处于在建过程） 

资料来源：中广核招股说明书，华源证券研究 

 

当前部分发达国家的核电发展计划已转向积极，更多新兴国家计划发展或扩大核电规

模。美国方面，2023 年，美国沃格特勒 3 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美国自 1978 年

以来首次开工的核电机组，且发布的《先进核能商业化路径》，计划到 2030 年部署先进反

应堆技术（第四代核电技术），2050 年国内核电装机达到 2 亿千瓦，约是 2023 年核电装

机容量（0.96 亿千瓦）的两倍；法国方面，2023 年，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均通过了关于

加速核电发展法案的草案，取消了“2035 年核电在总电力生产中的份额降低至 50%”的

目标，并表示将大力支持新建核电项目，包括 6 座新型 EPR 反应堆以及 8 座备选反应堆；

日本方面，内阁会议通过《绿色转型基本方针》，提出要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以及研发并建设更安全的新一代核电反应堆，替代已报废的核电反应堆。而其他新兴国家，

如白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孟加拉国、阿根廷也都在积极布局和发展核电。 

 

表 4：部分欧美国家对核电规划 

国家 旧核电规划及规划发布时间 新核电规划及规划发布时间 

美国 - 
计划到 2050 年国内核电装机达到 2 亿千瓦，2030 年部署先进反应堆技术 

（2023 年） 

法国 

2035 年核电在总电力生产中的份额降低至

50% 

（2019 年） 

大力支持新建核电项目，包括 6 座新型 EPR 反应堆以及 8 座备选反应堆 

（2022 年） 

英国 - 
到 2050 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 2400 万千瓦 

（2022 年） 

瑞典 - 2035 年至少拥有 2 座大型核反应堆的核能发电能力、到 2045 年投运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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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大型核反应堆 

（2023 年） 

波兰 
暂停实施核电建设计划 

（2017 年） 

在 2040 年前新建 6 座第三代压水堆核电站 

（2021 年） 

荷兰 - 
延长旧机组寿命，新建两台 150 万千瓦的机组 

（2022 年） 

资料来源：中国核电网，华源证券研究 

 

我国核电机组核准亦开始提速，“双碳”背景下此轮核电建设景气周期有望超预期。

我国核电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经历过两次停滞期，分别为 2011~2014 年和 2016~2018

年。2011 年受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影响，我国核电项目审批暂停，除了 2012 年的江苏

田湾核电二期工程获得核准，2013~2014 年没有机组获得核准。2016~2018 年同样是出

于安全方面的考量，核电机组再次零核准，直至 2018 年底核电审批才再次重启。2021 年，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2025 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 7000

万千瓦，截至 2023 年末，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仅为 5699 万千瓦。2022 年 3 月，国家

发改委和能源局发布了《“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

极有序发展核电”，这无疑是对于核电建设更为积极的表述。2022 年我国核电机组核准数

量达到 10 台，相较于 2019-2021 的每年 4~5 台有了翻倍式的增长。2023 年 4 月，中国

核能行业协会发布《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3）》，提出预计到 2035 年，我国核能发电

量在总发电量的占比将达到 10%左右，我们保守按照我国当前总发电量计算，实现目标需

要再建设约 58 座核电站。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在建核电机组 26 台，预计未来几年新核

准核电机组中枢将继续维持高位，此轮核电建设景气周期有望超预期。 

 

图 26：2008-2023 国家核准核电机组（台）  图 27：我国在运行和在建核电站 

 

 

 

资料来源：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中国核能发展报告》，

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国家核安全局，华源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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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中军，潜在利润弹性被低估 

3.1 我国核电建设龙头，有望充分受益核电景气 

核岛建设是核电工程的核心，建设技术壁垒高。核电站是利用一座或若干座动力反应

堆产生的热能进行发电或发电兼供热的动力设施。核电站建设主要包括反应堆（即核岛，

以压水堆为例，包括堆芯、蒸汽发生器、主泵、稳压器等几大部分）、发电机厂房（即常

规岛，包括汽轮发电机系统）和辅助厂房（即 BOP，核岛和常规岛之外的公用设施）三个

部分，其中，核岛工程是保障核电机组安全运行的关键，由于其结构复杂、专业性强、交

叉施工多、技术难度大、工期要求紧、质量要求高，且必须满足核安全法规的严格要求，

代表了核电站建设的技术水平，而常规岛工程与普通火电工程相近。 

 

图 28：核电站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核建招股说明书，华源证券研究 

 

核岛建设属于半垄断市场，公司处于主导地位。由于技术难度极高且涉及国家安全问

题，核岛工程基本采用邀请招标，属于半垄断市场，而技术难度较低的核电站前期工程、

辅助设施工程及常规岛工程多采用公开招标制度，目前国内参与竞争的企业众多，包括各

大型建筑企业、火电建设企业等。中国核建是我国核电工程建设的龙头企业，自成立至今

公司承建了国内已建和在建的绝大多数核电机组和核岛工程建设，一直代表着我国核电工

程建设的最高水平，全面掌握了百万千瓦级大型商用核电站建造技术，拥有百万千瓦级大

型商用核电站的自主化建造能力，具备 AP1000、EPR、VVER、华龙一号等第三代先进压

水堆及第四代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的建造能力，在核电站核岛建设市场处于龙头地位。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第20页/ 共29页 

源引金融活水 泽润中华大地 

表 5：中国核建核电工程业务相关子公司 

公司名称 具体情况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2 年 8 月 22 日，是中国核建的重要成员单位，是国家组建最早的从事核工程及国

防工程建设的建筑企业，是一家从核工程、核电工程、国防工程领域发展起来的具有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大型综合性建筑企业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58 年 11 月 1 日，是国家组建最早的从事核工程及国防工程建设的系统建筑企业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81 年 1 月 9 日，是国内唯一一家承建过各种核反应堆型和所有实验、科研堆型的

核建企业，承建过我国第一套、第二套核武器研制基地等一大批重点工程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89 年 7 月 19 日，是我国第一家同时具有核电站核岛、常规岛全场安装施工业绩

的企业。目前，正组织“华龙一号”福建福清核电站 5、6 号机组常规岛安装工程等项目的建

设。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86 年 7 月 29 日，是中国核建的重点成员单位，曾承担过我国“两弹一艇”试验

基地以及许多重要核工程、系统工程的建设任务，是享誉全球的核电建造龙头企业 

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具有建设部颁发的房屋建筑、机电安装、公路工程总承包

壹级资质，环保、核工程、地基与基础等专业施工壹级资质，以及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叁级资

质，可承担各类工业与民用建设工程的建造施工 

中核检修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88 年 1 月 9 日，是中国核建旗下唯一一家从事核电检维修业务的专业化公司，是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核电站核岛检修的主力军，是我国核应急救援队工程抢险分队和操

作技能训练基地的具体实施单位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国核建债券募集说明书，华源证券研究 

 

受益于核电景气，年度施工量仍处爬坡期，有望在高基数下维持高增。如前文所述，

此轮核电建设提速具有可持续性和必要性，景气周期有望超预期。回溯历史看，公司在建

核电机组数量与我国在建核电机组数量基本一致，市占率近乎 100%，将充分受益于核电

建设景气度。从我国两大核电运营商投资计划总额来看，2024 年中广核投资计划总额为

305.9 亿元，同比增加 7%，中国核电投资计划总额为 1216 亿元，同比增加 52%，综合增

速依然维持较高水平。根据公司公告，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国内在建核电机组共 26 台，

我们假设 2024~2025 年每年新增核准核电机组 10 台，并按照核电机组每年施工进度比例

测算，2024~2026 年核电机组有效施工数量分别为 5.02、6.72、8.87、9.23 台，同比增

长 19.81%、33.86%、31.99%，年度施工投资额将在高基数下延续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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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公司和国内在建核电机组（台）  图 30：批复机组以及中国核电投资计划总额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表 6：核电机组有效施工数量测算 

时间 有效施工数量（假设新增） 有效施工数量（假设不新增） 

2022 3.21  3.21  

2023 4.19  4.19  

2024E 5.02  5.02  

2025E 6.72  6.21  

2026E 8.87  5.74  

2027E 9.23  4.38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表 7：我国核电机组核准/在建情况（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序号 核准时间 机组 状态 总投资额（亿元） 

1 2016 年 6 月 防城港 4 号机组 在建 117 

2 2018 年 11 月 国和一号示范工程 1 号机组 在建 200 

3 2018 年 11 月 国和一号示范工程 2 号机组 在建 200 

4 2019 年 1 月 漳州一期 1 号机组 在建 200 

5 2019 年 1 月 漳州一期 2 号机组 在建 200 

6 2019 年 1 月 太平岭 1 号机组 在建 200 

7 2019 年 1 月 太平岭 2 号机组 在建 200 

8 2020 年 9 月 昌江 3 号机组 在建 184 

9 2020 年 9 月 昌江 4 号机组 在建 184 

10 2020 年 9 月 三澳 1 号机组 在建 197 

11 2020 年 9 月 三澳 2 号机组 在建 197 

12 2021 年 5 月 徐大堡 3 号机组 在建 208 

13 2021 年 5 月 徐大堡 4 号机组 在建 208 

14 2021 年 5 月 田湾 7 号机组 在建 253 

15 2021 年 5 月 田湾 8 号机组 在建 253 

16 2021 年 5 月 海南昌江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堆 在建 53 

17 2022 年 4 月 三门 3 号机组 在建 204 

18 2022 年 4 月 三门 4 号机组 在建 204 

19 2022 年 4 月 海阳 3 号机组 在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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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22 年 4 月 海阳 4 号机组 在建 200 

21 2022 年 9 月 廉江 1 号机组 在建 217 

22 2022 年 9 月 廉江 2 号机组 在建 217 

23 2022 年 9 月 陆丰 5 号机组 在建 191 

24 2022 年 9 月 陆丰 6 号机组 在建 191 

25 2023 年 7 月 徐大堡 1 号机组 在建 240 

26 2023 年 7 月 徐大堡 2 号机组 在建 240 

27 2023 年 7 月 宁德 5 号机组 已核准 281 

28 2023 年 7 月 宁德 6 号机组 已核准 281 

29 2023 年 12 月 惠州 3 号机组 已核准 125 

30 2023 年 12 月 惠州 4 号机组 已核准 125 

31 2023 年 12 月 金七门 1 号机组 已核准 223 

32 2023 年 12 月 金七门 2 号机组 已核准 223 

资料来源：国家核安全局，华源证券研究 

 

海外新兴国家核电发展有望为公司业绩锦上添花。近年来众多新兴国家开始扩大核电

建设，2023 年，白俄罗斯第二台采用 VVER-1200 技术的核电机组——奥斯特罗韦茨核电

站 2 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土耳其阿库尤核电站 4 台核电机组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埃及埃

尔达巴核电站 3 号机组正式开工建设；阿根廷重申与我国合作建设核电机组。根据中核智

库统计，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有 75 个新兴国家计划发展核电

或扩大国内核电规模，全球核电发展重心将进一步向新兴国家转移。中国核建作为较早发

展国际工程和投资业务的央企，海外业务已涉及全球 30 多个国家，2023 年实现海外营收

18.07 亿元，未来随着海外新兴国家在核电建设方面加大投入，中国核建有望充分受益。 

 

图 31：中国核建海外业务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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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电业务占比提升驱动三张表拐点，大额减值掩盖潜在

业绩弹性 

我们认为，公司潜在利润弹性被低估主要在于两个维度： 

1) 核建工程业务占比提升将推动营收提速以及毛利率上行。2021-2023 年，公司核

电工程业务年营收增速分别为 15.03%、39.99%、42.86%，非核业务增速分别为

15.21%、12.33%、-0.14%，核电工程营收占比分别为 14.29%、16.89%、21.87%，

我们预计随着，核电业务占比的提升以及景气度的维持，同等增速下，核电工程增

长对公司业绩的边际拉动逐步提升。此外，公司核电工程业务毛利率显著高于工业

与民用工程业务，2011~2023 年，公司核电工程业务毛利率中枢为 14.28%，民

用工程业务毛利率中枢为 8.58%。核电业务占比提速将同时提高公司毛利率以及

净利率，导致净利润增长幅度高于收入。 

 

图 32：中国核建主要业务毛利率  图 33：各建筑公司毛利率对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表 8：核建工程业务增长对总体增速的拉动测算 

核建工程业务占比/同比增速 15% 20% 25% 30% 35% 

22% 3.30% 4.40% 5.50% 6.60% 7.70% 

24% 3.60% 4.80% 6.00% 7.20% 8.40% 

26% 3.90% 5.20% 6.50% 7.80% 9.10% 

28% 4.20% 5.60% 7.00% 8.40% 9.80% 

30% 4.50% 6.00% 7.50% 9.00% 10.5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2) 减值大幅压制利润释放，未来潜在弹性极大。参照可比的中字头上市建筑企业，公

司减值力度明显更大，一方面，公司对 0.5-1 年期限信用减值政策较为保守，低年

份减值比例更为激进；另一方面，公司“信用减值损失占营业收入比例”和“信用

减值损失占归母净利润比例”亦显著更高，2023 年，信用减值损失为 19.13 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 1.7%，占归母净利的 92.7%，均远高于其他建筑公司的占比，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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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比例或出现均值回归特征。我们假设 2024 年公司不进行信用减值，归母净利

同比将提升 1.5 倍，潜在弹性大。 

 

图 34：信用减值损失占营业收入比例  图 35：信用减值损失占归母净利比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表 9：2023年各建筑公司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公司 项目 半年以内 0.5-1 年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中国核建 
关联方 0 5 7 8 10 25 70 

非关联方 0 6 8 11 21 40 80 

中国电建 - 2 10 15 30 50 80 

中国建筑 

组合 1 2 5 15 30 45 100 

组合 2 6 12 25 45 70 100 

组合 3 5 10 20 40 65 100 

中国交建 
组合 1 1 15 25 41 55 88 

组合 2 1 14 26 36 58 83 

中国铁建 

组合 1 1 6 14 51 

组合 2 1 5 11 57 

组合 3 1 5 12 5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表 10：2023 年信用减值敏感性测试 

计提比例/涉房比例 30% 35% 40% 45% 50% 

10% 13 15 17 19 21 

15% 19 22 25 29 32 

20% 25 30 34 38 42 

25% 32 37 42 48 53 

30% 38 44 51 57 63 

35% 44 52 59 67 74 

40% 51 59 68 76 85 

45% 57 67 76 86 95 

50% 63 74 85 9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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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表 11：不同减值对规模净利润的潜在弹性测算 

信用减值损失（亿元） 2024 年归母净利（亿元） 同比增长 

30 21.95 6.42% 

25 26.95 30.66% 

20 31.95 54.90% 

15 36.95 79.14% 

10 41.95 103.38% 

5 46.95 127.62% 

0 51.95 151.86%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源证券研究 

 

4. 盈利预测及估值 

营收增速假设：1）核电工程：假设未来两年每年平均核准 10 台核电机组，根据前期

已核准的核电机组以及核电机组建设周期和付款比例，可推算 2024-2026 年营收增速为

17.2%/27.0%/34.6%；2）工业与民用工程：随着市场逐步转暖，公司民用工程将逐步恢

复，假设 2024-2026 年营收增速为 5.4%/5.5%/5.6%。 

毛利率假设：工程项目毛利率波动较小，因此我们假设公司各板块业务毛利率维持当

前水平，核电工程 2024-2026 年毛利率为 13.50%/13.50%/13.50%，工业与民用工程

2024-2026 年毛利率为 9.52%/9.52%/9.52%。 

 

表 12：公司核心板块业绩拆分与盈利预测（百万元） 

产品 项目 2023 2024E 2025E 2026E 

核电工程 

收入 23926 28033 35595 47920 

成本 20698 24248 30790 41451 

毛利率 13.49% 13.50% 13.50% 13.50% 

工业与民用工程 

收入 75123 79180 83535 88213 

成本 67973 71644 75584 79817 

毛利率 9.52% 9.52% 9.52% 9.52% 

其他 

收入 9097 10462 12031 13835 

成本 7320 8419 9681 11133 

毛利率 19.53% 19.53% 19.53% 19.53% 

总计 

收入 108147 117674 131161 149968 

成本 95992 104310 116055 132401 

毛利率 11.24% 11.36% 11.52% 11.71%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我们判断，公司减值高峰将近，未来潜在减值区间约 60-90 亿元（或有），保守起见，

我们按照 2024~2026 年信用减值分别为 27.79、28.99、30.34 亿元测算，公司归母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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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24.22、29.70、38.36 亿元，对应增速分别为 17%、23%、29%，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10 倍、8 倍和 6 倍；若不考虑信用减值影响，公司 2024~2026 年归母净利分

别为 52.01、58.68、68.69 亿元，对应增速分别为 152%、13%、17%，当前股价对应 PE

分别为 5 倍、4 倍和 4 倍，而可比公司对应 24-26 年 PE 分别为 13 倍、11 倍、9 倍，公

司估值远低于可比公司，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表 13：相对估值表 

代码 公司 
股价 总市值 

（亿元） 

EPS PE 
PB 

2024/6/6 2024E 2025E 2026E 2024E 2025E 2026E 

601669.SH 中国电建 5.34 920 0.76 0.85 0.96 7 6 6 0.7 

601868.SH 中国能建 2.15 896 0.18 0.21 0.24 12 10 9 0.9 

601117.SH 中国化学 8.46 517 0.96 0.99 1.11 9 9 8 0.9 

000777.SZ 中核科技 15.81 61 0.64 0.80 1.04 25 20 15 3.1 

601985.SH 中国核电 10.15 1917 0.55 0.61 0.67 19 17 15 2.1 

平均 0.63 0.71 0.84 13 11 9 1.4 

601611.SH 中国核建（减值） 8.12 245 0.80 0.98 1.27 10 8 6 1.3 

601611.SH 中国核建（不减值） 8.12 245 1.72 1.94 2.28 5 4 4 1.3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除中国核建外，其他对比公司盈利预测均使用 Wind 一致预期） 

 

5. 风险提示 

1）核电安全风险：政府对安全性的担忧是制约核电建设的核心因素，若发生较为严重

的核电安全性事件，将可能造成核电核准减缓或取消，进而影响公司业绩。 

2）项目进度不及预期：公司核电工程业务收款与项目进度同步，若项目进度不及预期，

将可能影响公司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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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合并损益表 
   

百万元 2022 2023 2024E 2025E 2026E 

营业总收入 99138 109385 117674 131161 149968 

营业收入 99138 109385 117674 131161 149968 

营业总成本 95175 104736 111671 124206 141582 

营业成本 89158 96969 104310 116055 132401 

税金及附加 252 248 267 297 340 

销售费用 32 44 47 53 60 

管理费用 2220 2528 2720 3032 3467 

研发费用 1629 2875 3093 3447 3941 

财务费用 1885 2072 1234 1322 1374 

其他收益 93 87 87 87 87 

投资收益 279 419 344 347 370 

净敞口套期收益 0 0 0 0 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1 16 0 0 0 

信用减值损失 -1363 -1913 -2779 -2899 -3034 

资产减值损失 -36 -196 0 0 0 

资产处置收益 -12 -2 -2 -2 -2 

营业利润 2956 3059 3652 4488 5807 

营业外收支 22 34 0 0 0 

利润总额 2977 3094 3652 4488 5807 

所得税 500 311 385 482 632 

净利润 2477 2783 3267 4007 5175 

少数股东损益 700 720 845 1036 1338 

归母净利润 1777 2063 2422 2970 3836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合并现金流量表  
  
百万元 2022 2023 2024E 2025E 2026E 

净利润 2477 2783 3267 4007 5175 

  加：折旧摊销减值 2210 3744 3466 3779 4108 

    财务费用 1885 2072 1234 1322 1374 

    非经营损失 -622 -815 -342 -345 -368 

    营运资本变动 -12297 -10969 -2012 -6506 -8570 

    其它 1944 2871 0 0 0 

经营活动现金流 -4403 -315 5614 2256 1717 

  资本开支 5505 3097 1910 1942 1946 

  其它投资现金流 232 627 344 347 370 

投资活动现金流 -5274 -2470 -1567 -1594 -1576 

  吸收投资 2571 174 0 0 0 

  负债净变化 13240 6222 4823 2719 4103 

  支付股利、利息 3405 3941 1234 1322 1374 

  其它融资现金流 634 1620 -9872 0 0 

融资活动现金流 13040 4074 -6284 1397 2730 

净现金流 3374 1264 -2236 2059 2871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合并资产负债表 

 

 
百万元 2022 2023 2024E 2025E 2026E 

流动资产 127162 145745 142742 148408 156816 

  现金及等价物 19058 20202 17965 20024 22895 

  应收款项 50357 52945 52761 56125 61630 

  存货净额 11781 12221 11638 11881 11913 

  合同资产 42545 56661 56661 56661 56661 

  其他流动资产 3420 3717 3717 3717 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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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 4505 4425 4425 4425 4425 

固定资产 6178 7493 8767 9847 10734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59654 57672 57620 57599 57582 

资产总计 197499 215336 213553 220279 229556 

流动负债 123368 133222 134564 133802 134425 

  短期借款 27405 28085 29427 28665 29288 

  应付款项 53907 59938 59938 59938 59938 

  其它流动负债 42056 45199 45199 45199 45199 

非流动负债 39021 43635 47115 50596 54077 

负债合计 162388 176857 181680 184398 188502 

  股本 3020 3019 3019 3019 3019 

  其他权益工具 8072 9872 0 0 0 

  资本公积 3824 3888 3888 3888 3888 

  其他综合收益 -75 -83 -83 -83 -83 

  盈余公积 313 388 477 586 726 

  未分配利润 8844 10367 12700 15561 19257 

  少数股东权益 9991 9794 10639 11675 13014 

股东权益 35110 38479 31874 35880 41055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197499 215336 213553 220279 229556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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