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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区域肉食龙头，新业态强者恒强 
龙大肉食(002726) 
全产业链打造区域肉食龙头 

龙大肉食于 2003 年成立，主营生猪养殖、屠宰分割、熟食制品、食安检
测及国际贸易，目前已发展为“全产业链”肉食品加工企业。2013 年以来，
龙大肉食营业收入稳居山东地区肉制品行业第二，仅次于金锣。公司与蓝
润发展携手，借助蓝润在西南地区的资源优势，不断在西南市场深入拓展，
有望逐渐完成从区域性品牌到全国性品牌的转型。在行业整合机遇下，公
司具备高成长性，我们预计，公司 2020-22 年 EPS 分别为 0.63 元、0.84

元以及 0.98 元，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肉食品牌优势渐显，非瘟疫情下破旧塑强 

在收入水平+健康理念双驱动下，品牌冷鲜肉及肉制品将领跑消费升级方
向，肉食品牌企业优势突出。现阶段，我国屠宰行业竞争格局分散，行业
集中度低，据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 年我国屠宰行业 CR4 仅为 5%左右。
横向来看，同期美国前四大屠宰企业屠宰集中度为 70%以上（USDA）。
非瘟疫情影响下，屠宰行业承压，“超级猪周期”加速行业整合，行业集
中度有望大幅提升，龙头屠宰肉食企业有望受益。 

 

屠宰业务：多渠道完善区域布局，库存能力彰显优秀采购基因  

公司依托品牌知名度及优质产品，全方位拓宽销售渠道。在山东传统优势
区域基础上，不断向省外延伸。2019 年，省外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2.51%，
占比 67.20%。渠道方面，在传统渠道基础上，发展餐饮食品供应链。受猪
价周期性波动影响，生猪及原料肉采购节奏对肉制品企业显得尤为重要。
2018 年以来，公司采取冷冻肉战略备货策略，通过生猪采购以及贸易等方
式低储高卖，冻品和贸易业务盈利能力逆势抬升。 

 

肉制品业务：生猪自给率提升，肉制品品质有保证 

公司自养生猪主要用于供应肉制品业务原料。2020 年 7 月，公司完成可转
债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建年出栏 50 万头商品猪项目，更多原料来自
于公司内部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和肉制品品质。现阶段公司肉制品业务收
入占比仍不高，19 年收入占比仅不足 5%。我们认为，随着行业继续整合，
公司肉制品业务有望凭借优异的品质获得较大发展。 

 

高成长肉食标的，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短期看，公司具有优良的采购优势，中长期看，公司全产业链布局，借助
后周期红利有望实现业绩高增长。我们预计，公司 2020-22 年 EPS 分别为
0.63 元、0.84 元以及 0.98 元。参考 2020 年可比公司 Wind 一致预期 23

倍 PE，考虑到公司优秀的采购基因，我们给予公司 2020 年 23-24X 的 PE，
对应目标价 14.49-15.12 元，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疫病风险、各业务收入不达预期风险、中和盛杰预判失误风险。 

 

 
 

  

总股本 (百万股) 998.29 

流通 A 股 (百万股) 980.34 

52 周内股价区间 (元) 5.70-11.14 

总市值 (百万元) 10,362 

总资产 (百万元) 7,159 

每股净资产 (元) 2.48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会计年度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 (百万元) 8,778 16,822 27,539 28,652 31,295 

+/-%  33.56 91.63 63.71 4.04 9.23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百万元) 177.06 240.87 630.80 839.12 976.03 

+/-%  (5.88) 36.04 161.88 33.02 16.32 

EPS (元，最新摊薄) 0.18 0.24 0.63 0.84 0.98 

PE (倍) 58.53 43.02 16.43 12.35 10.62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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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龙大肉食布局全产业链，拥有从生猪养殖、屠宰分割，到熟食制品、食安检测的产业链，

此外，公司还开展国际贸易业务，利用采购优势降低成本。公司目前位居山东地区肉食企

业次席，具有区域优势。而 2018 年以来，公司不断拓展全国业务板块，与蓝润发展（未

上市）携手，借助蓝润在西南地区的资源优势，公司有望逐渐完成从区域性品牌到全国性

品牌的转型。 

 

分业务板块看： 

 

1）屠宰业务：多渠道完善区域布局，库存能力彰显优秀采购基因。公司屠宰业务是全产

业链中枢，主要产品分为冷鲜肉和冷冻肉。公司立足山东、河南，拥有 6 个现代化先进屠

宰基地。同时公司传统渠道与现代渠道并行，发展餐饮食品供应链，是多个大中型商场超

市、食品加工企业和大型连锁餐饮企业的供应企业。此外，公司拥有优秀的采购基因与贸

易能力，能够在猪价低点增加冻肉库存，猪价高点时进口外国低价冻肉，实现全周期成本

控制和调节。 

 

2）肉制品业务：积极拓展，增长潜力足。公司高低温及中式卤肉制品主要面向商场超市

和批发商渠道，如山东家家悦（603708 CH，无评级）、烟台振华量贩（未上市）、大润

发（未上市）等。未来，公司将以高低温肉制品为核心产品，加大对北京、上海、杭州、

武汉、山东周边地区的市场开发力度。公司冷冻调理肉制品主要供应连锁餐饮企业，如肯

德基（未上市）、必胜客（未上市）、避风塘（未上市）、永和大王（未上市）等，相较

于销售给批发商间接供应，中间环节更少，直供产品单价更高。未来，大型连锁餐饮客户

需求的拓展有望进一步增加公司肉制品业务规模。 

 

屠宰肉制品行业激烈整合，幸存者在后周期红利尽收，而公司作为区域屠宰龙头逐步布局

全国，借助后周期的东风，公司有望展现出优异的成长性。 

 

1）贸易采购+逆周期库存有效帮助公司降低成本； 

2）多渠道的拓展有望帮助公司肉制品业务打开销路； 

3）养殖端的建设有望增加公司原材料自给比例，从源头把控食品安全。 

 

短期看，公司具有优良的采购优势，中长期看，公司全产业链布局，借助后周期红利有望

实现业绩高增长，我们认为龙大肉食是高成长肉食标的。我们预计，公司 2020-22 年 EPS

分别为 0.63 元、0.84 元以及 0.98 元。参考 2020 年可比公司 23X 的 PE 水平（Wind 一

致预期），考虑到公司优秀的采购基因，我们给予公司 2020 年 23-24X 的 PE，对应目标

价 14.49-15.12 元，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公司研究/首次覆盖 | 2020 年 07 月 26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5 

全产业链打造区域肉食龙头 
山东地区一体化肉食龙头 

“全产业链”发展，核心竞争力突出。龙大肉食于 2003 年成立，2014 年于深交所挂牌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生猪养殖、屠宰分割、熟食制品、食安检测及国际贸易，通过完善

发展，打造集种猪繁育、饲料生产、生猪养殖、屠宰分割、肉食品加工、销售，以及食品

安全检测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肉食品加工企业。自 2013 年以来，龙大肉食营业收入稳

居山东地区肉制品行业第二，仅次于金锣。2019 年，公司营收 168.22 亿元，其中屠宰业

务收入占比近 70%，肉制品收入占比 4.19%。 

 

图表1： 2013-18 年，公司营业收入位居山东地区肉制品行业次席  图表2： 2014-19 年，公司屠宰分割业务收入占比近 70%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2014-19 年，公司营业收入由 35.47 亿元增长至 168.22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6.52%，

1）公司发展成为“全产业链”经营发展模式及客户渠道多元开拓，公司致力加强开发加

盟商和连锁餐饮企业，使得冷鲜肉和肉制品销量增加，冷鲜肉销售收入由 2014 年 25.43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96.07 亿元；2）进口贸易，国内猪瘟背景下，2019 年公司进口贸

易业务营收 40.51 亿元，同比增长 150.53%。2020 年 Q1 公司营收和净利润维持较快速

度增长，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14 亿元，同比增长 116.31%，净利润 1.43 亿元，同

比增长 77.83%。 

 

图表3： 2014-2020Q1，龙大肉食营业收入平稳增长  图表4： 2014-2020Q1，龙大肉食归母净利润及其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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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比较：盈利能力尚可，运营效率待升 

公司毛利率在可比公司中居第四，仅次于双汇发展、得利斯和雨润。公司近 5 年来毛利率

维持在 8%左右的水平并有所下降，2019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5.97%，相比于 2018 年下

降 1.16pct，主要是 2018 年生猪价格下降所致。分产品来看，冷鲜肉和冷冻肉毛利率较低，

公司冷鲜肉毛利率维持在 5%左右，2019 年冷鲜肉毛利率下降到 0.97%。冷冻肉毛利率较

为平稳，从 2018 的 18.39%上升到 18.81%。肉制品业务对综合毛利率的贡献较大，2019

年肉制品毛利率为 23.49%，显著高于冷鲜肉和冷冻肉业务。 

 

图表5： 2014-19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在可比公司位于第三  图表6： 2014-19 年，公司肉制品业务毛利率较高 

 

 

 

注：双汇发展（000895 CH，无评级），雨润食品（1068 HK，无评级），得利斯

（002330 CH，无评级），华统股份（002840 CH，无评级）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公司肉制品业务占收入比例较小，主营业务以冷鲜肉为主。2019 年冷鲜肉的收入占比为

57.11%，在整个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高；而肉制品业务尽管毛利率高达 23.49%，但在营

业收入的占比仅为 4.19%，相比 2018 年下滑 1.74pct。公司肉制品业务占收入的比例在

可比公司中靠后，是公司综合毛利率低于双汇发展和得利斯的主要原因。 

 

图表7： 2014-19 年，龙大肉食业务以冷鲜肉为主  图表8： 2014-19 年，公司肉制品业务占收入比例在可比公司中靠后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公司销售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均属行业优秀。公司销售费用率稳中有降，2020Q1 销售费

用率下降到 1.16%，大幅低于同行业的双汇发展和得利斯，原因在于公司业务以屠宰业务

为主，而屠宰业务销售费用较低。公司管理费用率低于同业水平，并且随着收入的增长，

管理费用率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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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2014-2020Q1，龙大肉食销售费用率低于同业  图表10： 2014-2020Q1，龙大肉食管理费用率低于同业水平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公司 ROE 位于可比公司中上游，受到净利率拖累低于双汇发展。根据杜邦分析方法，ROE

可以拆分为净利率、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三者的乘积。公司资产周转率高于同业平均水

平，平均资产周转率 3.34，权益乘数与同业基本持平。公司销售净利率位于行业前列，但

低于双汇发展，是公司 ROE 低于双汇发展的主要原因。公司销售净利率低于双汇发展主

要受到产品结构的影响，双汇发展肉制品业务占收入比例在 50%左右，而公司的肉制品业

务仅占收入的 6%，而肉制品业务的毛利率较高。公司 2019 年净利率 1.77%，较 2018 年

下降 0.68pct，而公司 2019 年 ROE 为 10.37%，较 2018 年上升 1.97pct。 

 

图表11： 2019-2020Q1，龙大肉食 ROE 在同业位居第二  图表12： 2014-2020Q1，龙大肉食销售净利率低于双汇发展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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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 2014-2020Q1，龙大肉食资产周转率位于行业前列  图表14： 2019-2020Q1，龙大肉食权益乘数行业领先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联袂蓝润，翻启发展新篇章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发布公告（公告编号：2018—058），原控股股东龙大集团约定

将其持有的 7560 万股股份转让给蓝润发展。18 年 8 月 17 日，龙大集团再次与蓝润发展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转让完成后，蓝润发展拥有表决权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0%，

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蓝润发展的实际控制人戴学斌、董翔夫妇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

司控股股东蓝润发展的母公司怡君控股创办于 1997 年，早年从事过猪肉等农产品贸易业

务，是一家综合类产业运营与投资集团，旗下拥有蓝润实业、怡君投资、蓝润发展三大产

业集团，业务涵盖商业、地产、酒店、社区服务、大健康、供应链等多个行业和领域，深

耕四川长达 20 余载，员工 12000 余人。公司能够借助蓝润在西南地区的资源优势，在销

售端、生产端和资金端帮助公司在西南市场布局，逐渐完成从区域性品牌到全国性品牌的

转型。 

 

图表15： 公司股权结构（截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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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端：扩大公司在西南市场份额。近 6 年来公司在西南市场的营业收入增长迅速，但由

于公司在西南市场影响力较弱，营业收入基数较小，在公司总营业收入的占比仍然不高。

2019 年公司在西南市场的营业收入为 4.09 亿元，仅占公司总营收的 2.43%。目前公司主

要销售渠道包括加盟商、大中型商场超市、食品加工企业和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公司联袂

蓝润，有利于公司借助蓝润及其母公司在西南地区深耕 20 多年的资源，完善公司在西南

地区肉制品消费市场的渠道铺设，在立足山东的基础上将销售网络逐步向全国拓展，帮助

公司产品在西南市场扩大销售，继续保持高增长率，抢占市场份额。 

 

图表16： 2014-19 年，公司在西南地区收入占比不高  图表17： 2014-19 年，公司在西南市场营业收入增长迅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生产端：帮助公司在西南地区建立养殖基地，扩大产能。四川有中国养猪第一大省之称，

据国家统计局，2019 年四川省猪肉产量 353.45 万吨，在全国猪肉总产量中占比 8.31%，

位居全国各省份第一；2019 年四川省生猪出栏 4852.6 万头，在全国生猪出栏量中占比

8.92%，同样位居全国各省份第一，四川省生猪产业优势明显。公司与蓝润合作，能够借

助蓝润在西南地区的资源优势与深厚基础，帮助公司在西南地区开展养殖业务，扩大生产，

完善公司在全国的产能布局，为公司业务增长注入新的力量，持续推动公司收入和利润增

长。 

 

图表18： 2019 年，猪肉产量排名前十省份，四川位居第一  图表19： 2019 年，生猪出栏量前十省份，四川位居第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金端：为并购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公司在产业链整合和横向并购的资金实力。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收购潍坊振祥 70%股份。潍坊振祥主要从事生猪屠宰业务，公司收购潍坊振

祥有利于提高屠宰产能。公司未来将以产业并购和投资为主，在餐饮食品供应链业务上进

行快速布局，蓝润作为西南地区房企龙头能够为公司并购提供资金支持，加强产业内核心

竞争力，帮助公司完成由区域性品牌向全国性品牌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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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 截至 20 年 7 月，潍坊振祥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此外，公司于 2019 年实行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 19 年 12 月 2 日）。

1）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以及核心业务人员，行权价 7.40 元/股，授予

期权 1665.17 万份，占股本比例 1.70%，2）限制性股票激励，激励对象除了中层管理及

核心业务人员外，还包括公司高管，授予价格 3.70 元/股，授予股票数量 1658.93 万股，

占比 1.69%。两项激励均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的未来 36 个月内分三期行权

或者解除限售。 

 

图表21： 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后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2： 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解除限售期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

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

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

限制性股票上市之日起 48 个月后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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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考核期 2019 2020 2021 

利润总额指标 X（亿元） 

预设最高值（A1） 3.3 5 8 

预设及格值（B1） 2.7 4.5 7.2 

利润总额指标完成率（L） 
X≥A1 100% 

B1≤X 80%+(X-B1)(A1-B1)*20% 

  X 0% 

营业收入指标 Y（亿元） 

预设最高值（A2） 150 200 300 

预设及格值（B2） 130 180 270 

营业收入指标完成率（M） 

Y≥A2 100% 

B2≤Y 80%+(Y-B2)(A2-B2)*20% 

Y 0% 

可行权/解除限售系数（N） 利润总额指标完成率（L）与营业收入指标完成率（M）孰低者 

各期实际可行权/解除限售额度 各期计划行权/接触限售额度ⅹ可行权/解除限售系数（N）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其中，2019 年公司实现总营收 168.22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3.58 亿元，满足公司业绩的预设最高值

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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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品牌优势渐显，非瘟疫情下破旧塑强 
消费升级，品牌、冷鲜优势渐显 

收入水平提升+健康理念双驱，消费升级愈演愈深。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居民收

入水平稳步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 年到 2019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CAGR

超 8%。收入水平提高导致消费水平稳步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与健康的追求与之俱增。

消费者偏好正由经济实惠快速升级为安全优质，健康饮食观念渐入人心。 

 

图表24： 2014-19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CAGR 超过 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品牌、低温是肉制品消费升级方向。从猪肉行业看，品牌猪肉、低温冷鲜肉将领跑消费升

级方向。品牌猪肉有如下优势：1）品质保障。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消费者偏向

信任承载良好口碑的品牌猪肉；2）规模经济。品牌猪肉建立起系列行业标准，产品规格，

便于通过商超等渠道按需销售，同时提高产品粘度；3）政策支持。政府为打压私屠滥宰、

淘汰落后产能，积极推动品牌猪肉厂商抢占市场份额，降低冷链物流成本。而低温冷鲜肉

则是猪肉市场新宠——工艺严格、营养美味，符合消费升级方向。据 Frost & Sullivan 数

据，2018 年我国冷鲜肉市场占比（按重量）已突破 30%，冷鲜肉消费量 2010-18 年 CAGR

为 19%，远超猪肉 4%左右的平均增速，发展势头迅猛。此外，随着消费者更加注重安全

和健康，冷鲜肉有望在我国猪肉消费中占据更高的比例。 

 

图表25： 2008-20 年（预测），我国猪肉市场中冷鲜肉占比呈上升趋势  图表26： 2018 年，国内猪肉消费以热鲜肉为主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 ，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 ，华泰证券研究所 

 

  

20,167 
21,966 

23,821 
25,974 

28,228 

30,733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元

3.2 4.5 6.4 7.9
12.7

18.2 22.1

4.1 5.5
8.4 9.1

10.3

11.3
12.2

33.3
34.4

32.2 31.8
28.6

26.5
25.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2008 2010 2012 2013 2015 2018 2020E

冷鲜猪肉 冷冻猪肉 热鲜猪肉

（百万吨）

冷鲜猪肉
33%

冷冻猪肉
20%

热鲜猪肉
47%



 

公司研究/首次覆盖 | 2020 年 07 月 26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13 

不破不立，非瘟时代强者恒强 

竞争格局分散，“作坊类”屠宰量占比 50%+。根据统计局统计，2017 年，全国生猪屠

宰量 6.88 亿头（用出栏量近似表示）。其中，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 3.20 亿头，占比

46.51%，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 2.22 亿头，占比 32.27%，超过 50%出栏生

猪仍由“作坊类”屠宰场屠宰。 

 

图表27： 2017 年，50%+生猪仍由“作坊类”屠宰场屠宰  图表28： 2013-19 年，我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华泰证券研究所 

 

横向对比，国内屠宰企业屠宰量 CR4 为 5%左右，而美国达到 70%。横向看，我国生猪

屠宰行业集中度仍有较大整合空间。2018 年，国内前 4 大生猪屠宰企业（双汇发展、雨

润、众品和金锣）屠宰量占国内生猪屠宰总量的 5%左右，而同期美国前 4 大生猪屠宰企

业屠宰量占比达到 70%以上。 

 

图表29： 2018 年我国屠宰行业市占率  图表30： 2018 年，美国前 4 大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占比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USDA，华泰证券研究所 

 

破弱立强，行业整合提速。1）成本推动，屠宰行业规模优势明显。除去生猪成本和运输

费用，屠宰企业的头均屠宰成本中，固定资产折旧、人工费用、水电气费用等都随着产能

利用率的提高而降低。规模企业可通过区域布局（猪源选择）、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最大限

度摊薄头均屠宰费用。2）需求拉动，更多从食品安全角度出发，规模企业具有更优的屠

宰技术和设备，产品质量安全可靠。3）周期调节能力，规模企业库存能力强+入库渠道多

样，通过库存，其顺猪价周期调节成本的能力更强。现阶段，非洲猪瘟疫情对我国生猪生

产产生较大影响，生猪产能去化幅度较大。国内生猪价格的高位运行给屠宰企业带来了严

峻的生存压力，而库存能力决定屠宰企业正常经营能力。我们认为，本轮周期将加速国内

生猪屠宰行业集中度提升，具备较优库存能力的规模屠宰企业较易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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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业务：多渠道完善区域布局，库存能力彰显优秀采购基因 
区域布局完备，多渠道发力市场营销 

公司屠宰业务是全产业链中枢，主要产品分为冷鲜肉和冷冻肉。2019 年度，公司屠宰业

务实现收入 110.86 亿元，同比增长 69.54%，其中冷鲜肉业务实现收入 96.07 亿元，营收

占比 57.11%，冷冻肉业务实现收入 14.79 亿元，营收占比 8.79%。屠宰端看，2019 年，

公司共屠宰生猪 500 万头左右，其中自养生猪屠宰 25 万头左右（年产能 52 万头左右），

占比 5%左右。 

 

图表31： 2019 年营收占比，冷鲜肉业务为收入主要来源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立足山东、河南，6 大屠宰基地辐射周边省市。公司现有龙大肉食莱阳生产部、龙大牧原

（公司持股 60%）、聊城龙大、莒南龙大、蓬莱富龙（公司持股 40%）及潍坊振祥（公

司持股 70%）6 个现代化先进屠宰基地，分布在山东和河南地区，生猪总屠宰产能达 728

万头。此外，公司还拥有六个养殖基地，分别是王宋一猪场、王宋二猪场、陡山猪场、姜

汪庄猪场、崔格子庄猪场及光山母猪场，并将新增安丘市石埠子镇养殖基地。 

 

图表32： 公司依托六大屠宰基地，销售网络遍布全国 

屠宰基地 成立时间 生猪来源 产品 主要市场 

莱阳生产部 2003 年 自养生猪、供应商 冷冻肉、冷鲜肉 山东东部 

龙大牧原 2009 年 牧原股份 冷冻食品 全国食品加工企业 

聊城龙大 2009 年 供应商 冷冻肉、冷鲜肉 山东西部 

莒南龙大 2013 年 供应商 冷冻肉、冷鲜肉 山东南部、华东市场 

蓬莱富龙 2015 年 供应商 冷鲜肉、冷冻肉 烟台北部 

潍坊振祥 2018 年 供应商 冷鲜肉、冷冻肉 山东北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销售端，公司以山东市场为基础，多元渠道拓展省外市场。近年来，公司依托品牌知名度

及优质产品，全方位拓宽销售渠道。2019 年，公司山东地区营业收入 55.18 亿元，同比

增长 72.66%，营收占比 32.80%，省外营业收入 113.04 亿元，同比增长 102.51%，占比

67.20%，其中华东其他地区（同比增长 160.68%）、华中地区（同比增长 48.29%）、华

南地区（同比增长 127.26%）、西北地区（同比增长 12.30%）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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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3： 2014-19 年，山东省外营业收入逐年增加  图表34： 2019 年，龙大肉食各区域销售收入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传统渠道与现代渠道并行，发展餐饮食品供应链。目前，公司主要销售渠道包括加盟商、

大中型商场超市、食品加工企业和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公司与山东家家悦、烟台振华量贩、

大润发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也与上海荷美尔（未上市）、避风塘、上海梅林（600073 

CH，无评级）、厦门程泰（未上市）等食品加工企业建立了供销关系。近年来，公司加

大了餐饮客户的开发力度，目前，公司餐饮客户主要有百胜中国（YUMC US，无评级）、

海底捞（6862 HK，无评级）、避风塘、呷哺呷哺（520 HK，无评级）、真功夫（未上市）、

永和大王等。基于国内潜力较大的餐食供应链行业，未来公司将餐饮食品供应链作为公司

发展的战略重点，凭借从养殖到加工到销售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向餐饮食品供

应链服务商发展，为下游餐饮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图表35： 公司打造餐饮食品供应链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采购基因优秀，顺周期调节游刃有余 

采购基因优秀，猪价低点大量备。受猪价周期性波动影响，生猪及原料肉采购节奏对肉制

品企业显得尤为重要。2018 年 7 月以来，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我国进入“超级猪周

期”，猪价开始进入上行周期。公司准确预判生猪价格走势，在猪价低点进行大量备货（生

猪和冷冻肉），以保证公司肉制品食品供给和熨平成本端波动。公司存货主要由原材料、

在产品、库存商品、消耗性生物资产组成，19 年末，公司库存商品（主要为冷冻肉，占

比 95.53%）为存货主要构成，其账面价值近 17亿元，占比 82%，较 2018年末增长 183.64%。

2020 年 Q1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32.92 亿元，较 2019 年末增长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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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6： 2018 年 7 月-20 年 5 月，生猪平均价持续高走  图表37： 2019 年末，存货主要构成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38： 公司逆周期调节能力出色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自产入库模式下，公司执行冷冻肉战略备货策略，低价收购生猪并屠宰入库。与冷鲜肉仅

一周保质期不同，冷冻肉可保存 18-24 个月，而冷冻肉的成本主要由采购时的价格决定。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以低价大量收购生猪并屠宰入库为冷冻肉，2019 年 6 月后生猪价格开

始持续上升，由年初 13 元/公斤增长至 11 月 35 元/公斤，较 2019 年初增长 169.23%。公

司在猪价上升期间出售低成本冷冻肉产品，赚取利润差。相应地，冷冻肉产品毛利率从

2018 年 8.03%大幅上升至 2019 的 18.81%，毛利润从 2018 年的 0.96 亿元上升至 2019

年的 2.78 亿元，有效弥补了冷鲜肉产品毛利率下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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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9： 18H2-19H2 库存商品（主要为冷冻肉）存货金额大幅上升  图表40： 2019 年，冷冻肉毛利率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贸易模式下，中和盛杰准确预判肉类价格走势，低点大量进口备货。贸易模式下，2019

年三季末冷冻肉账面价值为 5.9 亿元，较 2018 年末增加 3.8 亿元，其中冷冻猪肉账面价

值为 2.36 亿元。公司贸易业务主要以进口贸易为主，2017 年 7 月前进口贸易主要产品为

冷冻猪肉。2017 年 7 月后，公司成立子公司中和盛杰（占股 51%）负责进口贸易业务，

为公司新增牛羊鸡肉进口。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猪价持续高走的同时，中和盛杰准确预

判行情，价格低点大量进口冷冻肉。受此影响，2019 年公司贸易业务毛利率达 7.75%，

较 2018 年上升 4 个百分点。 

 

图表41： 猪肉和替代品牛羊肉、鸡肉价格均呈上升趋势  图表42： 2019 年贸易毛利率大幅提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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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制品业务：差异营销，增长潜力足 
自给率提升下的肉制品品质提升 

公司的养殖模式主要以“公司+农户”为主，供应内部使用。公司自养生猪主要用于供应

肉制品业务原料，截至 2019 年公司累计生猪出栏量 25.29 万头（生猪养殖产能 52 万头）。

公司于 20 年 7 月完成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建年出栏 50 万头商品

猪项目。从养殖端看，50 万头商品猪项目可以弥补公司在生猪养殖行业的短板，配套销

售给公司内部肉制品业务的生猪规模将增加；从消费端来看，更多原料来自于公司内部有

利于保障食品安全。公司从生猪源头把关，自养、自屠、自产、自销，肉制品品质有望得

到进一步提升。 

 

图表43： 龙大肉食“公司+农户”养殖模式  图表44： 龙大肉食自繁自养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高低温肉制品为主，19 年收入在肉制品业务占比 55.38% 
公司肉制品业务收入占比仍不高，19 年收入占比 4.19%。公司肉制品业务分为高低温肉
制品及中式卤肉制品和冷冻调理肉制品，2019 年公司肉制品业务收入 7.05 亿元，同比上
升 35.54%，在营业收入占比 4.19%。其中，高低温及中式卤肉制品收入 3.90 亿元，占肉
制品业务比例为 55.38%，为公司肉制品业务主要构成。 

 

图表45： 2014-19 年，公司肉制品业务收入及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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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低温及中式卤肉制品，受销量上升影响，2019 年公司高低温及中式卤肉制品收入同

比上升 22.23%，为 3.90 亿元。现阶段，公司高低温及中式卤肉制品主要面向商场超市和

批发商渠道（山东家家悦、烟台振华量贩和大润发等）。未来，公司将以高低温肉制品为

核心产品，加大对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山东周边地区的市场开发力度。 

 

2）冷冻调理品，受销售均价上涨影响，2019 年公司冷冻调理肉制品收入同比增长 56.71%，

为 3.15 亿元。现阶段，公司冷冻调理肉制品主要供应连锁餐饮企业（肯德基、必胜客、

避风塘、永和大王等），相较于销售给批发商间接供应，中间环节更少，直供产品单价更

高。未来，公司将加大对大型连锁餐饮客户的开拓力度。 

 

图表46： 2016-19 年，公司高低温及中式卤肉制品销量  图表47： 2016-19 年，公司冷冻调理肉制品销量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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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与投资建议 
公司业务主要以生猪屠宰（冷鲜肉、冷冻肉）、熟食制品（低温肉制品及中式卤肉制品、

冷冻调理肉制品）及贸易业务为主。 

 

盈利预测核心假设： 

1）冷鲜肉业务。销量方面，今年全国生猪供应较为紧缺（据农业部预测，2020 年全国生

猪出栏量为 5.01 亿头，同比减少 7.8%），我们预计公司冷鲜肉销量增速下滑至 5%。随

着生猪供给的预期提升（据农业部，我国能繁母猪存栏 20 年 6 月份同比转正，是 27 个月

以来首次，因此我们预计 21-22 年生猪供应提升），公司产能利用率有望相应提升，我们

预计 21-22 年销量增速达到 30%；均价方面，随着生猪步入后周期，我们预计 2020-22

冷鲜肉价格将会逐年下降，我们预计 20-22 年冷鲜肉销售均价为 33/25/20 元/公斤；毛利

率方面，猪价高涨挤压公司冷鲜肉毛利率，但 20 年屠宰量加大，产能利用率提升，预计

毛利率相较 19 年提升至 1.8%。我们预计猪价 2021-2022 持续下行，相应地预计公司毛

利率提升至 4.5%与 6%。 

 

2）冷冻肉业务。销量方面，19 年公司加大库存囤积冷冻肉，19 年冷冻肉销量出现较大幅

度下滑，相应地，20 年猪价较高，公司库存调节能力出色，我们预计公司冻肉销量有望

提升 25%。21-22 年，随着生猪供给增多，行业进入红利期，预计冻肉销量增幅在 30%；

价格方面，今年猪价高景气，我们预计冻肉价格出现较大上涨，达到 30 元/公斤，21-22

年属于生猪周期下行期，我们预计冻肉价格分别为 22/18 元/公斤；毛利率方面，随着猪价

回落，公司冻肉储备优势带来的毛利率增量预计减少，我们预计 20-22 年公司冻肉业务毛

利率分别为 19%/15%/10%。 

 

3）高低温肉制品及中式卤肉制品业务&冷冻调理肉制品业务。销量方面，猪价较高，今年

预计肉制品销售承压，预计小幅增长 0.5%，21-22 年，公司有望享受行业整合红利，预

计高低温肉制品及中式卤肉制品&冷冻调理肉制品业务销售增速为 10%；均价方面，公司

有望通过提价对冲生猪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同时肉制品价格较为刚性，我们预计 20-22

年高低温肉制品及中式卤肉制品有望保持在 33 元/公斤，冷冻调理肉制品有望保持在 32

元/公斤；毛利率方面，库存能力优异+区域龙头市占率高，我们预计肉制品毛利率有望逐

年递增，预计 20-22 年高低温肉制品及中式卤肉制品毛利率分别达到 29.5%/30%/31%，

冷冻调理肉制品预计分别达到 17%/17.5%/18%。 

 

4）贸易业务。公司通过子公司中和盛杰进行冻品贸易，今年猪价较高，预计贸易量继续

保持较高增速，预计达到 50%，21-22 年，猪价预计相对回落，我们给予 20%的收入增速；

毛利率方面，今年猪价同比上升，预计毛利率上升至 8%，而 21-22 年毛利率随着猪价回

落而逐年下降，预计分别为 6.5%和 5%。 

 

5）费用率预测。销售费用率方面，随着生猪供应上升，公司冷鲜肉、肉制品等销量预计

上升，预计销售费用率逐年下降，20-22 年分别达到 1.8%/1.7%/1.6%；管理费用率方面，

公司加强管理、优化产能布局，预计管理费用率每年下降 0.05pct；财务费用率方面，公

司扩建产能，预计财务费用有所上升；研发费用率方面，基于公司历史研发投入较小，预

计未来三年研发投入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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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8： 龙大肉食盈利预测 

 2017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总营收（百万元） 6,572.63 8,778.46 16,822.36 27,539.16 28,651.71 31,295.27 

YOY 20.60% 33.56% 91.63% 63.71% 4.04% 9.23% 

毛利率 7.59% 7.13% 5.97% 6.42% 7.19% 7.16% 

       

分业务板块：       

冷鲜肉       

销量（吨，下同） 290611.12 382263.33 475800.29 499590.31 649467.40 844307.62 

yoy 40.98% 31.54% 24.5% 5.0% 30.0% 30.0% 

均价（元/kg，下同） 15.74 13.98 20.19 33.0 25.0 20.0 

销售收入（百万元，下同） 4574.22 5344.04 9607.36 16486.48 16236.69 16886.15 

销售成本（百万元，下同） 4326.75 5050.12 9514.17 16255.67 15506.03 15872.98 

毛利率 5.41% 5.50% 0.97% 1.8% 4.5% 6.0% 

       

冷冻肉       

销量 66651.79 90182.58 75865.83 94832.29 123281.98 160266.57 

yoy 67.52% 35.30% -15.88% 25.0% 30.0% 30.0% 

均价 14.21 13.24 19.49 30.0 22.0 18.0 

销售收入 947.12 1194.02 1478.78 2844.97 2712.20 2884.80 

销售成本 875.80 1098.14 1200.62 2304.42 2305.37 2596.32 

毛利率 7.53% 8.03% 18.81% 19.0% 15.0% 10.0% 

       

高低温肉制品及中式卤肉制品       

销量 15106.33 13650.08 14508.86 14581.40 16039.54 17643.50 

yoy -0.35% -9.64% 6.29% 0.50% 10.0% 10.0% 

均价 22.29 23.40 26.91 33.0 33.0 33.0 

销售收入 336.72 319.41 390.43 481.19 529.30 582.24 

销售成本 241.16 224.23 276.78 339.24 370.51 401.74 

毛利率 28.38% 29.80% 29.1% 29.5% 30.0% 31.0% 

       

冷冻调理肉制品       

销量 8719.48 8776.99 11911.83 11971.39 13168.52 14485.38 

yoy 20.29% 0.66% 35.72% 0.5% 10.0% 10.0% 

均价 21.71 22.87 26.41 32.0 32.0 32.0 

销售收入 189.30 200.73 314.59 383.08 421.39 463.53 

销售成本 157.10 164.60 261.71 317.96 347.65 380.10 

毛利率 17.01% 18.00% 16.81% 17.0% 17.5% 18.0% 

       

贸易业务       

销售收入 302.39 1617.35 4050.92 6076.38 7291.66 8749.99 

yoy 2.93% 434.86% 150.47% 50.0% 20.0% 20.0% 

销售成本 289.48 1556.70 3736.97 5590.27 6817.70 8312.49 

毛利率 4.27% 3.75% 7.75% 8.0% 6.5% 5.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49： 龙大肉食费用率预测明细 

 2017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销售费用率 2.48% 2.62% 1.96% 1.80% 1.70% 1.60% 

管理费用率 2.37% 1.98% 1.30% 1.25% 1.20% 1.15% 

财务费用率 -0.21% -0.05% 0.29% 0.68% 0.73% 0.46% 

研发费用率 0.00% 0.03% 0.02% 0.01% 0.02% 0.02%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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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公司 2020-22 年 EPS 分别为 0.63 元、0.84 元以及 0.98 元。参考 2020 年可

比公司 23X 的 PE 水平，考虑到公司优秀的采购基因，我们给予公司 2020 年 23-24X 的

PE，对应目标价 14.49-15.12 元，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图表50： 龙大肉食可比公司盈利预测及估值情况 

       EPS（元） PE（倍）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股票评级 最新股价（元） 2019 2020E 2021E 2022E 2019 2020E 2021E 2022E 

000895 CH 双汇发展 无评级 51.3 1.64 1.81 2.03 2.27 17.72 28.18 25.19 22.49 

000876 CH 新希望 无评级 31.43 1.2 3.38 4.1 3.5 16.68 9.28 7.65 8.96 

000876 CH 华统股份 无评级 13.05 0.47 0.43 1.14 1.36 34.35 30.31 11.42 9.62 

均值         22.59   

注：采用 Wind 一致预期，股价参考 2020 年 7 月 24 日收盘价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发生疫病的风险。目非洲前猪瘟疫情暂时得到控制，未来非洲猪瘟疫情对公司营业业绩具

有不确定性，但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各业务销售量不达预期。市场需求是动态的，若销量未达到预期增速则会对公司产生

较大不利影响。 

 

中和盛杰预判失误。在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下，公司贸易业务对公司盈利能力贡献较大，但

公司贸易业务主要依赖于中和盛杰对肉类的价格预判，如果预判失败，对公司会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PE/PB - Bands 

图表51： 龙大肉食历史 PE-Bands  图表52： 龙大肉食历史 PB-Bands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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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会计年度 (百万元)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流动资产 2,508 4,798 9,475 8,173 10,776 

现金 904.22 717.65 3,702 3,852 4,207 

应收账款 308.92 396.56 1,230 379.46 1,299 

其他应收账款 25.40 24.99 57.51 28.32 65.42 

预付账款 331.16 693.70 984.06 761.48 1,145 

存货 927.51 2,670 3,191 2,857 3,751 

其他流动资产 10.70 294.97 310.26 294.97 307.90 

非流动资产 1,247 1,520 2,387 2,290 2,310 

长期投资 0.00 0.00 0.00 0.00 0.00 

固定投资 811.03 1,013 1,844 1,756 1,776 

无形资产 53.04 51.69 52.89 54.69 56.21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2.63 455.37 490.17 479.16 478.15 

资产总计 3,755 6,318 11,862 10,463 13,086 

流动负债 1,490 3,722 8,608 6,337 7,889 

短期借款 666.50 1,825 6,424 4,244 5,265 

应付账款 293.47 480.52 780.19 535.80 929.59 

其他流动负债 529.82 1,416 1,403 1,557 1,695 

非流动负债 15.37 33.24 31.08 26.31 21.91 

长期借款 0.00 20.00 17.85 13.08 8.68 

其他非流动负债 15.37 13.24 13.24 13.24 13.24 

负债合计 1,505 3,755 8,639 6,363 7,911 

少数股东权益 141.61 241.11 309.02 423.02 577.35 

股本 756.09 988.56 998.29 998.29 998.29 

资本公积 380.11 173.25 173.25 173.25 173.25 

留存公积 980.86 1,195 1,735 2,490 3,384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2,108 2,322 2,914 3,677 4,598 

负债和股东权益 3,755 6,318 11,862 10,463 13,086  

 

 
会计年度 (百万元)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 8,778 16,822 27,539 28,652 31,295 

营业成本 8,153 15,819 25,771 26,593 29,055 

营业税金及附加 8.81 11.66 19.28 20.06 21.91 

营业费用 229.75 330.42 495.70 487.08 500.72 

管理费用 173.85 217.92 344.24 343.82 359.90 

财务费用 (4.04) 49.57 187.78 207.72 143.87 

资产减值损失 8.24 (50.40) (17.57) (27.30) (33.7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净收益 0.66 0.00 2.62 1.13 1.10 

营业利润 216.66 350.24 745.13 1,033 1,251 

营业外收入 8.35 10.87 12.21 9.09 10.13 

营业外支出 0.90 3.56 2.03 1.93 2.11 

利润总额 224.11 357.54 755.32 1,040 1,259 

所得税 18.42 60.12 56.61 87.24 128.79 

净利润 205.69 297.42 698.71 953.12 1,130 

少数股东损益 28.63 56.55 67.91 114.00 154.33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77.06 240.87 630.80 839.12 976.03 

EBITDA 347.27 541.48 1,089 1,453 1,647 

EPS (元，基本) 0.18 0.24 0.63 0.84 0.98  

 

主要财务比率  
会计年度 (%)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成长能力      

营业收入 33.56 91.63 63.71 4.04 9.23 

营业利润 10.13 61.65 112.75 38.66 21.09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5.88) 36.04 161.88 33.02 16.32 

获利能力 (%)      

毛利率 7.13 5.97 6.42 7.19 7.16 

净利率 2.02 1.43 2.29 2.93 3.12 

ROE 9.14 11.60 21.74 23.30 21.88 

ROIC 13.13 11.89 16.30 30.47 23.98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 40.09 59.43 72.83 60.81 60.45 

净负债比率 (%) (9.88) 44.51 85.82 10.35 20.99 

流动比率 1.68 1.29 1.10 1.29 1.37 

速动比率 0.83 0.31 0.58 0.67 0.71 

营运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 2.79 3.34 3.03 2.57 2.66 

应收账款周转率 31.18 47.48 33.27 34.97 36.73 

应付账款周转率 27.53 26.50 30.75 29.64 28.60 

每股指标 (元)      

每股收益(最新摊薄) 0.18 0.24 0.63 0.84 0.98 

每股经营现金流(最新摊薄) 0.10 (0.98) (0.38) 2.73 (0.23) 

每股净资产(最新摊薄) 2.11 2.33 2.91 3.67 4.60 

估值比率      

PE (倍) 58.53 43.02 16.43 12.35 10.62 

PB (倍) 4.92 4.46 3.57 2.83 2.26 

EV_EBITDA (倍) 29.61 21.69 12.33 7.71 7.30  

现金流量表   
会计年度 (百万元)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经营活动现金 (106.55) (1,371) (378.45) 2,721 (224.63) 

净利润 205.69 297.42 698.71 953.12 1,130 

折旧摊销 109.90 93.54 149.38 202.63 219.79 

财务费用 (4.04) 49.57 187.78 207.72 143.87 

投资损失 (0.66) (0.00) (2.62) (1.13) (1.10) 

营运资金变动 (474.78) (1,869) (1,410) 1,361 (1,716) 

其他经营现金 57.34 57.59 (1.76) (2.19) (1.98) 

投资活动现金 (122.82) (227.37) (1,012) (102.43) (236.72) 

资本支出 176.36 232.76 1,016 105.76 239.81 

长期投资 50.00 (20.00) 0.00 0.00 0.00 

其他投资现金 103.53 (14.61) 4.37 3.33 3.08 

筹资活动现金 442.99 1,262 (224.18) (288.86) (203.79) 

短期借款 613.50 1,159 0.00 0.00 0.00 

长期借款 0.00 20.00 (2.15) (4.77) (4.40) 

普通股增加 0.00 232.47 9.73 0.00 0.00 

资本公积增加 23.21 (206.86) 0.00 0.00 0.00 

其他筹资现金 (193.72) 57.79 (231.75) (284.09) (199.39) 

现金净增加额 213.63 (336.45) (1,615) 2,330 (665.14)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华泰证券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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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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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投资者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观性的
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唯一信赖依据。有关该方面的具体披露请参照本报告尾部。 

 

本研究报告并非意图发送、发布给在当地法律或监管规则下不允许向其发送、发布的机构或人员，也并非意图发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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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翻版、复制、发表、引用或再次分发他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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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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美国司法管辖区的声明 

美国法律法规要求之一般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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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评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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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的公司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 指数的涨

跌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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