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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节能风电 60101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杰 朱世瑾 

电话 010-83052221 010-83052221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

号节能大厦A座12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

号节能大厦A座12层 

电子信箱 cecwpc@cecwpc.cn cecwpc@cecwpc.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7,645,659,918.35 23,509,708,263.71 1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502,730,078.28 7,353,447,661.62 2.0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74,318,859.47 470,838,171.38 21.98 

营业收入 1,356,087,874.93 1,226,732,320.54 1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71,148,263.79 309,288,677.84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67,556,245.49 300,024,235.29 22.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97 4.38 增加0.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9 0.074 2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6,73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 法

人 
45.63 1,896,296,000 0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国家 7.78 323,357,866 0 无 0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

人 
7.17 298,049,400 0 无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 非

国有 法

人 

0.78 32,487,600 0 无 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

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 非

国有 法

人 

0.72 30,000,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63 25,997,529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 法

人 
0.42 17,482,200 0 无 0 

杨捷 
境内 自

然人 
0.41 17,067,307 0 无 0 

陈克春 
境内 自

然人 
0.32 13,355,10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 非

国有 法

人 

0.26 10,763,2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绿色公司债券

（第一期） 

G17 风电 1 143285 
2017年9月

7 日 

2022年9月

7 日 
300,000,000.00 4.83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绿色公司债券

（第一期） 

G18 风电 1 143723 
2018年7月

16 日 

2023年7月

18 日 
700,000,000.00 4.9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0.27 65.6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50 3.84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1、公司面临的宏观环境 

（1）电力延续绿色低碳发展趋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均保持较快增长 

一是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 20 亿千瓦。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0.5

亿千瓦、同比增长 5.5%。其中，水电 3.6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其中，常规水电 3.3 亿千瓦，

同比增长 1.9%。火电 12.1 亿千瓦，同比增长 3.7%，其中，燃煤发电 10.5 亿千瓦，同比增长 3.0%，

燃气发电 9371 万千瓦，同比增长 5.9%。核电 4877 万千瓦，同比增长 6.2%。风电 2.2 亿千瓦，同

比增长 12.3%。太阳能发电 2.2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4%。 

2020 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3695 万千瓦，同比减少 378 万千瓦。截至 6 月底，

全国全口径水电装机容量 3.6 亿千瓦、火电 12.1 亿千瓦、核电 4877 万千瓦、并网风电 2.2 亿千瓦、



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 2.2 亿千瓦。全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合计 8.7 亿千瓦，占全口径

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42.4%，比上年底提高 0.4 个百分点。 

二是水电和火电发电量同比下降，核电、风电发电量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厂

水电、火电发电量分别为 4769、24343 亿千瓦时，同比分别下降 7.3%和 1.6%；核电发电量 171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并网风电发电量 237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9%。 

三是核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提高。上半年，全国核电设备利用小时 3519 小时，

同比提高 90 小时；并网太阳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663 小时，同比提高 13 小时。水电设备利用小

时 1528 小时，同比降低 145 小时；火电设备利用小时 1947 小时，同比降低 119 小时，其中煤电

1994 小时，同比降低 133 小时；并网风电设备利用小时 1123 小时，同比降低 10 小时。 

（2）电力投资快速增长，跨区送电量较快增长，清洁能源进一步大范围优化配置 

上半年，纳入行业投资统计体系的主要电力企业合计完成投资 3395 亿元，同比增长 21.6%。

电源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1738亿元，同比增长 51.5%，其中风电完成投资 854亿元，同比增长 152.2%；

电网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1657 亿元，同比增长 0.7%，其中，一、二季度增速分别为-27.4%、13.1%，

二季度电网企业加快在建项目复工复产，并加大“新基建”等投资项目开工力度，发挥好有效投资

的关键作用。 

上半年，全国跨区送电量 24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4%，其中，一、二季度增速分别为 6.8%、

11.7%。全国跨省送电量 647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7%，其中，一、二季度增速分别为-5.2%、5.9%。 

（3）市场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同比提高 

上半年，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1202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9%。

其中，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为 960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占全社会用电量比

重为 28.6%，同比提高 2.6 个百分点。 

（4）全社会用电量受疫情影响增速放缓 

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3.35 万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1.3%，一、二季度增速分别为-6.5%、

3.9%，二季度经济运行稳步复苏是当季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明显回升的最主要原因。4、5、6 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0.7%、4.6%和 6.1%，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逐月上升的态势反映出社会复工

复产、复商复市持续取得进展。主要特点有：一是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二是第二产业用电

量同比下降 2.5%，二季度增速回升；三是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 4.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用电量继续高速增长；四是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 6.6%，乡村居民用电增速高

于城镇居民用电增速；五是西部地区用电量增长 2.9%，全国共有 13 个省份用电量为正增长。 



（5）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有余，为社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提供坚强电力

保障。分电网区域看，华北、华东、华中、南方区域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东北、西北区域电力供

应能力富余。 

电力的清洁化和低碳化发展是当今世界潮流。电力行业要不断地创新生产消费模式，坚定不

移走清洁发展道路，坚持两个替代，即能源开发实施清洁替代、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能源

消费实施电能替代，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从电力行业的供需情况以及国家清洁能源战略来看，

电力行业需要加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发展包括风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抑制火电等

化石能源，持续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满足有效需求，进一步提高电力行业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现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3,229MW，权益装机容量 2,994.7MW。 

2017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在全国风力发电行业的市场份额情况如下表： 

年份 
期末累计装机容量 上网电量 

（MW） 市场份额 （亿千瓦时） 市场份额 

2020 年 1-6 月 3,229.00 1.49% 33.35 1.40% 

2019 年 3,105.50 1.48% 59.64 1.47% 

2018 年 2,907.50 1.41% 57.65 1.57% 

2017 年 2,671.50 1.63% 47.36 1.55%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家风电信息管理中心、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中国风

电建设统计评价报告》，公司数据 

 

3、影响公司经营的主要因素分析 

（1）弃风限电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造成“弃风限电”的主要原因：一是电力行业产能过剩。2015 年以来我国 GDP 年度增长率降低

到 7%以下，全国用电需求平均增长缓慢，而全国电力装机规模仍在较快增长，电力供给能力增长

速度快于电力需求增长速度，风电的整体发电能力受到限制；二是现有电力运行管理机制不适应

大规模风电并网的需要。我国大量煤电机组发电计划和开机方式的核定不科学，辅助服务激励政

策不到位，省间联络线计划制定和考核机制不合理，跨省区补偿调节能力不能充分发挥，需求侧

响应能力受到刚性电价政策的制约，多种因素导致系统消纳风电等新能源的能力未有效挖掘，局

部地区风电消纳受限问题突出。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17 年，风电弃风电量 419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78 亿千瓦时。



弃风限电形势大幅好转。其中弃风较重的地区为甘肃（弃风电量 91.8 亿千瓦时、弃风率 33%）、

新疆（弃风电量 132.5 亿千瓦时、弃风率 29%）、吉林（弃风电量 22.6 亿千瓦时、弃风率 21%）、

内蒙古（弃风电量 95 亿千瓦时、弃风率 15%），弃风率同比下降近 10 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18 年，全国风电弃风电量 277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42 亿千

瓦时，平均弃风率 7%，同比下降 5 个百分点，弃风限电状况明显缓解。弃风率超过 8%的地区是

新疆（弃风率 23%、弃风电量 107 亿千瓦时），甘肃（弃风率 19%、弃风电量 54 亿千瓦时），内蒙

古（弃风率 10%、弃风电量 72 亿千瓦时）。三省（区）弃风电量合计 233 亿千瓦时，占全国弃风

电量的 84%。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19 年，全国弃风电量 169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08 亿千瓦时；

全国平均弃风率 4%，弃风率同比下降 3 个百分点。全国弃风电量和弃风率持续“双降”。大部分弃

风限电地区的形势进一步好转，其中，甘肃、新疆、内蒙古弃风率分别下降至 7.6%、14%和 7.1%，

分别同比下降了 11.4、8.9 和 3 个百分点。目前，全国弃风率超过 5%的省（区、市）仅剩上述这

三个地区，风电并网消纳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018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受到“弃风限电”影响所间接损失的发电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千瓦时 

地区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损失电量 占比 损失电量 占比 损失电量 占比 

河北 9,310 10.69% 14,076 8.97% 13,519 7.99% 

甘肃 13,635 13.77% 38,476 19.45% 39,406 19.36% 

新疆 22,594 19.43% 40,409 19.59% 49,852 27.92% 

内蒙古 7,393 18.01% 9,530 17.71% 6,691 9.98% 

青海 2,185 12.06% 2,070 11.06% 1,853 9.81% 

四川 0 0% 0 0% 0 0% 

湖北 0 0% 0 0% 0 0% 

合计 55,117 13.71% 104,561 15.55% 111,321 16.92%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因“弃风限电”所损失的潜在发电量分别为 111,321

万千瓦时、104,561 万千瓦时及 55,117 万千瓦时，分别占当期全部可发电量（即境内实际发电量

与“弃风限电”损失电量之和）的 16.92%、15.55%、13.71%。 

“弃风限电”是影响公司经营业绩最主要的因素，多集中发生在公司新疆区域、甘肃区域和内

蒙区域的风电场，这些区域风能资源丰富，全区域性的风电场建设速度快、规模大，但用电负荷

中心又不在这些地区，向国内用电负荷集中区输送电能的输变电通道建设速度及规模跟不上风电

等绿色能源的建设速度及规模，导致“弃风限电”现象的产生。随着公司战略布局的调整，南方非



限电区域风电场的陆续投产，这一状况会得到逐步的改善。同时，这些限电区域由于绿色电力输

送通道的加快建设和公司参与当地的多边交易销售电量的提高，也极大地改善了“弃风限电”较为

严重的局面。 

（2）利率变化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风力发电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财务杠杆比率较高，利息变动对项目利润影响较大。以一个 10

万千瓦的风电场为例，假定总投资 8 亿元，银行贷款占总投资额的 80%，则银行基准利率每降低

1 个百分点，财务费用每年可减少 640 万元。 

4、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1）实施战略布局调整，不断加大非限电区域的开发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在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浙江、四川、河南、山西、陕西等非限电区域

已有在建项目 142.4 万千瓦，核准、储备项目 119 万千瓦，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中东部和南部地

区继续挖掘新的后续项目，争取获得更大市场份额。 

（2）积极推进海外项目，继续加大海外项目开发 

2018 年，公司澳大利亚白石 17.5 万千瓦项目已全部建成投产运营。公司在继续开拓澳大利亚

市场的同时，也在利用澳洲项目并购及建设运营的经验，加强对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风

电市场的跟踪研究及项目前期论证，不断推进海外市场的战略布局，继续扩大公司的海外市场份

额。 

（3）采取多种措施，最大化实现经营效益 

一是全面开展预防性维护。公司对风电场日常运行实施无缝隙监控，及时开展预防性维护，

降低设备重大事故风险，减少故障停机时间。 

二是持续提升风机运行可靠性。公司对部分风电场风机可利用率偏低原因开展分析，针对分

析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或技改，促进风机运行可靠性和发电效率的提升。 

三是积极学习借鉴行业先进经验。公司对已经出现的风机重大故障发生情况认真总结分析，

借鉴行业内优秀的处理案例和失败的处理教训，不断提升公司系统处理风机重大风险的技术能力

和管理水平。 

（4）优化融资手段，提高资本运作能力 

2017 年，公司成功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3 亿元，票面利率 4.83%。 

2018 年，公司成功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二期 7 亿元，票面利率 4.90%。 

通过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渠道，探索了新的融资方式，为公司发展提供了



中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2019 年 5 月 13 日及 2019 年 8 月 1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拟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831,112,000 股（含本数）A 股股票。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

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25 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31,112,000 股新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将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财务费用，改

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5、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5,608.79 万元，同比增长 10.54%；利润总额 47,048.22

万元，同比增加 16.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7,114.83 万元，同比增加 20.00%。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300.77 万千瓦，实现上网电量 33.35 亿千

瓦时，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161 小时，高出全国行业平均水平约 38 小时。 

报告期内，公司的上网电量为 33.35 亿千瓦时，其中直接售电电量为 23.19 亿千瓦时；参与

电力多边交易的电量为 10.16 亿千瓦时。 

（1）报告期内电量电价情况 

 

第二季度发

电量 

（万千瓦时） 

发电量 

(万千瓦时) 

第二季度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上网电价

均价(元/

千瓦时)

（含税） 

经营地区/

发电类型 
2020 年 4-6 月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同比增

减 
2020 年 4-6 月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同比增

减 

2020 年

1-6 月 

风电：          

河北 38,097 77,739 74,855 3.85% 36,964 75,411 72,771 3.63% 0.5209 

新疆 54,564 93,676 77,757 20.47% 53,245 91,241 75,732 20.48% 0.4758 

甘肃 47,836 85,389 78,841 8.31% 46,280 82,569 77,047 7.17% 0.3912 

青海 9,368 15,999 8,961 78.54% 8,924 15,345 8,693 76.52% 0.5159 

蒙东 3,172 6,456 6,869 -6.01% 2,986 6,066 6,477 -6.35% 0.5250 

蒙西 15,359 27,856 21,703 28.35% 14,920 27,021 21,079 28.19% 0.4444 

海外 11,312 24,624 26,953 -8.64% 9,387 20,393 22,901 -10.95% 0.2728 

四川 5,805 10,869 10,695 1.63% 5,603 10,496 10,341 1.50% 0.5700 

湖北 2,617 5,071 4,928 2.90% 2,552 4,920 4,787 2.78% 0.6100 

合计 188,130 347,679 311,562 11.59% 180,861 333,462 299,828 11.22% 0.4578 

注：2020 年 1-6 月澳洲白石公司销售于澳洲相关减排机制登记的碳减排证 208,000 个，平均

销售价格（含税）0.1767 元/千瓦时。 

 



（2）装机容量情况分析 

地区 
并网装机容量

（万千瓦） 

报告期内新投产机组的装

机容量（万千瓦） 

报告期内新增核准项目

容量（万千瓦） 

在建项目容量

（万千瓦） 

河北 69.35 - 0 17 

新疆 79.90 - 0 0 

甘肃 74.85 - 0 25 

青海 19.85 10 0 30 

蒙东 4.95 - 0 5 

蒙西 19.85 4.95 0 23 

湖北 4.4 - 0 27.6 

广西 - - 0 28 

浙江 - - 0 4.8 

四川 10.12 - 0 0 

河南 - - 0 27 

陕西 - - 0 5 

澳洲 17.50 - 0 0 

湖南 - - 0 5 

山西 - - 0 15 

山东 - - 0 5 

广东 - - 0 30 

合计 300.77 14.95 0 247.4 

 

（3）发电效率情况分析 

地区 
风机可利用率 可利用小时数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河北 98.47% 98.46% 1225 2060 

新疆 98.19% 98.08% 1380 2189 

甘肃 98.80% 98.72% 1300 2129 

青海 99.67% 99.68% 887 1682 

蒙东 98.78% 98.71% 1418 2342 

蒙西 98.68% 99.25% 1551 2842 

四川 99.40% 99.72% 1268 2039 

澳洲 99.68% 99.64% 1155 2008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请参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

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