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能国际、华电国际、国电电力、大唐
发电近日陆续发布的 2021 年半年报显
示，由于燃料价格居高不下，抬升了生产
成本，经营普遍承压。 同时各公司均要面
对来自煤炭市场、电力市场、碳排放以及
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挑战。

煤煤价价上上涨涨压压制制盈盈利利水水平平

中国电煤采购价格指数（CECI）编制
办公室 8 月 23 日发布的《CECI 指数分析
周报》（2021 年第 30 期）显示，当期 CECI
进口指数到岸综合标煤单价 1166 元/吨，
较上期上涨 17 元/吨，环比增加 1.5%，连
续 7 期上涨并再创历史新高。

燃料成本一般占火电企业生产经营
成本的 70%—80%， 电煤价格高企直接影
响主要发电企业的业绩。 记者注意到，即
使今年上半年华能国际售电量同比上升
20.80%， 但燃料价格上涨依然拖累了其
业绩。 半年报显示，华能国际营收、营业
成本、 归母净利润分别实现 951.16 亿、
824.88 亿 、42.82 亿元 ， 分别同比增加
20.17%、29.74%、-25.30%。其中营业成本
增加， 系燃料价格上涨以及发电量上升
共同影响所致。

同样，因燃料成本同比增加 ，大唐
发电归母净利润不及去年。 半年报显
示，经营期内，该公司分别实现营收、经
营成本、归母净利润 503.94 亿、430.5 亿、
16.36 亿元 ， 分别同比上升 13.30 % 、
18.33%、-7.97%。

华电国际半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其
分别实现营收、 营业成本、 归母净利润
534.78 亿、484.72 亿、33.17 亿元， 分别同
比增加 28.77%、40.21、39.01%。 营业成本
上升， 主要原因是煤价上涨， 今年上半
年，该公司燃料成本约 281.84 亿元，同比
增加 52.34%。

得益于发电量增加和煤价涨幅有
限，国电电力业绩上半年实现“逆袭”。
半年报显示，该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598.65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13.86%；
归母净利润 23.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72.82%。 国电电力称，上半年入炉综合
标煤单价累计完成 701.02 元/吨， 同比
增长 141.15 元/吨， 煤价涨幅在行业中
保持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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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联近日发布的 《2021 年 1-7 月
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 显示， 截至 7 月
底，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22.7 亿千瓦，同
比增长 9.4%。 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装
机容量 10.3 亿千瓦， 同比增长 18.0%，
占总装机容量的 45.5%。 作为非化石能
源发电的“生力军”，上述几大公司正在
加快绿色转型。

截至上半年末，华能国际风电、太阳
能发电、水电、天然气发电、生物质能源
装机合计占比提升至 21.07%，同时建成

我国规模最大、国产化程度最高的海上
风电场———江苏如东海上风电场。

大唐发电半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
公司共有 23 个光伏电源项目获核准，主
要分布于浙江、江西、广东等区域。 国电
电力也在大力推进能源结构转型， 积极
布局鄂尔多斯千万千瓦级新型综合能
源基地和可再生能源与氢能科技示范
项目，积极开发大型海上风电项目。 截
至上半年，国电电力清洁、可再生能源
装机规模达到 2237.79 万千瓦， 占总装
机容量 27.16%。

几大上市公司一手布局增量清洁电
源，一手持续优化节能降耗。 报告期内，大

唐发电供电煤耗完成 287.3 克/千瓦时，较
同期下降 2.61 克/千瓦时， 全面完成计划
目标值。 国电电力燃煤发电机组平均供电
煤耗为 293.91 克/千瓦时， 较去年同期降
低 2.08 克/千瓦时。

多多重重风风险险不不容容忽忽视视

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几家公司的半
年报中“可能面对的风险”内容增加不少。

华能国际半年报显示，随着中国及全
球有关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相关政
策的提出， 未来大量新能源项目规划及
投产将对传统火电业务造成直接冲击。
同时， 当前我国容量回收成本机制不健
全、 辅助服务市场不完善以及单边降价
的电力市场导向， 制约了发电成本的有
效疏导，加大了火电业务经营风险。

华能国际进一步指出， 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已启动，碳排放水平较高机
组将增加碳交易履约成本，碳排放水平
较低的机组可获得减排收益。 “但 2021
年及后续年度配额分配方案尚未出
台，不排除未来配额发放逐渐收紧，造
成发电成本增加的风险。 ”

燃料方面，华电国际认为，煤炭需求
随经济复苏反弹，而供应受安全环保和
进口政策制约， 市场价格保持高位运
行， 对燃煤机组盈利能力造成较大冲
击。 另外，下半年煤炭产能释放幅度有
限，产量增加将受影响。 国际煤炭资源
整体偏紧，加上原油价格大幅上涨，海
运费用高企，内外贸价差明显收窄，对
进口煤供应影响较大。

市场风险方面，大唐发电披露，《电力
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取消了准入用户电
压等级的限制，原则上全部放开经营性电
力用户的发用电计划， 电力用户和市场
交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中长期交易分
时段签约已经起步， 市场交易复杂程度
前所未有，电价面临较大降价风险。 国电
电力认为， 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将很快在
全国铺开，现货模式下，价格信号倒逼机
组运行进行宽负荷调节， 机组启停次数
增多，参数优化调整难度加大，对机组的
安全能力、适网能力、运行成本以及企
业的计划体系、计量体系、生产调度体
系、绩效考核体系等带来更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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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紫原

长江电力、华能水电、桂冠电力、国投
电力、三峡水利等国内主要水电上市公司
近期陆续发布了 2021 年半年报 （以下简
称“半年报”）。 半年报显示，除国投电力净
利润下滑外，其余四家均实现正增长。

中电联近日发布的 《2021 年 1-7 月
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显示，截至目前，全
国全口径水电装机容量 3.8 亿千瓦， 同比
增长 4.8%；水电发电量 6247 亿千瓦时，同
比下降 0.1％； 水电平均设备利用小时
1933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69 小时。

有分析指出，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以
长江电力为龙头，华能水电、国投电力、国
电电力、桂冠电力四家大型水电上市公司
为第二梯队的行业头部格局。 同时，随着
乌东德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相继投产，
水电将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发挥更积
极的作用。

■■ 业绩整体稳健

作为 A 股市值最多、全球最大的水电
上市公司，长江电力管理运行三峡、葛洲
坝、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等 6
座巨型水电站。 半年报显示，上半年该公
司实现营收、归母净利润 199.01 亿、85.82
亿元，分别同比减少 0.06%、增加 8.6%。

国金研究公用与环保李蓉团队分析
称， 上半年乌东德电站已实现全部投产，
白鹤滩电站首批机组已投产发电，预计明
年 7 月实现全部投产。 届时，长江电力装
机容量将增至 6360 万千瓦， 预计将增超
1000 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带来年逾 250
亿元的营收。 此外，长江电力控股子公司
三峡水利上半年分别实现营收、归母净利
润 45.67 亿 元 、4.3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30.73%、111.51%。

水电“靠天吃饭”属性明显，量价齐升
拉升了华能水电业绩。 上半年，澜沧江流
域梯级水电站蓄能同比增加，同时云南省
内新增绿色铝硅项目持续投产，华能水电
发电量同比增加 22.18%， 最终实现营收、
归母净利润 98.58 亿、26.94 亿元， 同比增
加 22.14%、94.11%。

桂冠电力利用在红水河流域的装机规
模化优势，叠加水电平均上网电价增加，今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归母净利润 43.3 亿
元、12.36亿元，同比增加 3.49%、24.34%。

作为雅砻江流域唯一水电开发主体，
国投电力上半年水电发电量 342 亿千瓦
时，同比降低 9.5%；水电电价 0.276 元/千
瓦时，同比增加 11.5%。电价抬升弱化了来
水偏枯影响，1—6 月该公司实现营收、归
母净利润 192.89 亿元、23.37 亿元，同比增

长 10.41%、下降 24.02%。

■■ 拓展新兴业务

近年来，各水电上市公司依托主业优
势，大力布局新兴业务。

报告期末，长江电力及子公司合计增
持国投电力至 17.69%、 增持川投能源至
14.04%、增持桂冠电力至 10.46%，增持申
能股份至 11.72%。 长江电力称，将沿长江
经济带加快推进智慧综合能源业务发展，
在湖南岳阳等地推进城市绿色综合能源
管家模式，设立湖北省智慧综合能源产业
技术研究院。

三峡水利也“瞄准”了综合能源服务。
上半年，该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并与九江
市就九江市低碳智慧示范园区、增量配电
网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及绿色交通等
领域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随着该项目启
动，公司将正式打开综合能源服务市场。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上半年发布
《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
补发展的指导意见》， 其中澜沧江云南段
“水风光储” 一体化多能互补基地已列入
云南省“十四五”规划。 华能水电指出，未
来将以澜沧江云南段水电项目为依托，发
展流域风光资源。

桂冠电力称，将发展龙滩“水风光”一
体化项目，持续推进红水河千万千瓦“水
风光” 一体化能源基地纳入国家规划；推
进海上风电开发， 建成两座海上测风塔，
并抢抓屋顶光伏政策机遇试点。

国投电力半年报中透露，将打造雅砻
江流域“风光水”互补清洁可再生能源示
范基地，其中“风光”装机规模分别约为
1200 万和 1800 万千瓦。 雅砻江中游两河
口、杨房沟两大水电站首批机组有望年内
投产，增厚国投电力业绩。

■■ 发力电力交易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水电上
市公司全面参与改革。

华能水电创新发布年度、月度发电侧
带曲线邀请报价方式，交易电价同比提高
1.7 分， 签订绿色铝硅电价同比提高 1.5
分。 此外，其资本价值创造能力持续提升，
市值已突破千亿元。

得益于四网融合， 三峡水利营收、净
利均实现三位数增长。 券商分析称，三峡
水利重组后，电力业务范围覆盖拓展变为
涪陵区、黔江区、秀山县、酉阳县和两江新
区，年供电量、服务人口、大工业用户数大
幅提升。 数据显示，上半年该公司完成发
电量 12.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7%，售电
量 64.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3.1%，电力
业务收入 27.4 亿元，同比增长 264.9%。

同时，三峡水利上半年成立的上海售
电公司实现签约电量 3055 万千瓦时，由
此开启在重庆以外地区售电业务新局面，
后续若能取得全国范围电力交易市场资
质，2025 年有望实现售电量超过 1000 亿
千瓦时的规划目标。

另外，桂冠电力成立全资子公司广西
大唐桂冠电力营销有限公司，与广西电网
公司联合组建全国首家厂网合资的售电
公司，参股广西区政府主导的电力交易中
心并获董事席位，为延伸产业链、培育
新的效益增长点搭建了平台。

主要水电上市公司 2021年半年报出炉

业绩持续向好 降碳效应凸显
■■本报记者 赵紫原

本报讯 记者赵紫原报道：核
电上市公司中国核电、 中国广核、
中国核建近日陆续发布的 2021 年
半年报显示，三家公司业绩稳步向
好， 上半年分别实现营收 297.73
亿、368.66 亿、425.44 亿元，同比增
长 24.64%、17.01%、29.11%；分别实
现归母净利润 44.74 亿、54.98 亿、
5.57 亿元 ， 同比增长 46.23% 、
5.63%、33%。

“十四五”及中长期，我国核能
产业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今年 3 月发布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指出，“积极有序推进沿海三
代核电建设。 推动模块式小型堆、
60 万千瓦级商用高温气冷堆、海
上浮动式核动力平台等先进堆型
示范”“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
7000 万千瓦”。 今年 4 月，国家能
源局印发的 《2021 年能工作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7 月 28 日
发布的 《2021 年 1-6 月全国核电
运行情况》显示，截至 6 月 30 日，
我国运行核电机组共 51 台， 装机
容量 5327.5 万千瓦， 占全国发电
装机容量的 2.36%；运行核电机组
累计发电量 1950.91 亿千瓦时，占
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5.04%，同比上
升 13.76%；核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为
3771.95 小时， 平均机组能力因子
为 90.89%。

在核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上，
中国核电和中国广核体量相当。

半年报显示， 截至 8 月 1 日，
中国核电控股在运核电机组共 24
台，总装机 2250.9 万千瓦，约占全
国商运核电机组的 42.25%；控股在
建核电机组 6 台， 装机容量 625.8
万千瓦； 上半年，该公司核电机组
发电量总计 828.84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23.43%，约占全国运行核电
机组发电量的 42.48%。 核电设备
利用小时数为 3889 小时， 平均机
组能力因子为 92.38%。

上半年， 中国广核管理 24 台
在运核电机组和 7 台在建核电机
组， 装机分别为 2714.2 万千瓦和
821 万千瓦， 占全国在运及在建核
电总装机容量的 52.04%、46.79%，
占全国核电总装机容量的 50.72%。
上半年，中国广核管理的核电站总
上网电量 952.27 亿千瓦时，占全国
核电机组上网电量的 52.02%。

降碳背景下，我国核电及核能
综合利用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和
市场前景。 以核电工程建设为主营
业务的中国核建，随着“华龙一号”
进入批量化建设阶段，上半年新签
合同额 634亿元，同比增长 24%，其
承建在建的国内外核电机组共计
18台，其中国内 17台、国外 1台。

具体到各个项目， 上半年，中
国核电所属福清 5 号机组、田湾 6
号机组实现商运，漳州能源 1、2 号
等在建工程稳步推进； 田湾 7、8
号、徐大堡 3、4 号四台 VVER 核电
机组、海南昌江玲龙一号小堆示范
工程获核准，其中田湾 7号、徐大堡
3 号核电机组和海南昌江小堆已于
今年 5月到 7月间相继开建。

壮大主业的同时，中国核电也
在积极布局新能源。 截至 6 月 30
日， 该公司新能源在运装机容量
603.69 万千瓦， 发电量 43.54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236.67%。 其中“风
光 ” 发电量同比增长 204.94% 、
279.51%。 该公司透露，其现有储备
核电厂址 10 个以上， 满足国家核
电发展规划的厂址需求，同时将大
力开拓风电、光伏、地热等新能源
市场，研究探索新业态。

中国广核则不断适应市场化
发展趋势，半年报显示，该公司市
场化交易电量占总上网电量约
37.90%，同比增加 12.44 个百分点，
主要受宁德核电市场化交易电量
增加以及红沿河核电于今年市场
化交易结算时间较去年同期提前
的因素影响。 中国广核表示，“十
四五”期间将努力实现红沿河 5、
6 号机组，防城港 3、4 号机组，以
及惠州 1 号机组高质量投产，并
争取每年开建 2-3 台新机组。

核电上市公司发布半年报：

核心业务扩围
营收净利双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