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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减值损失超 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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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资产计提减值 前三季度预亏超 40亿元

启迪环境业绩“大变脸”
■■本报记者 李玲

中国沼气学会日前发布的《中国沼气行业“双碳”发展报告》建议：

应将沼气和生物天然气纳入碳交易体系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启迪环境”）近日发布《2021 年前三季
度业绩预告》。 根据公告，今年第三季度，
启迪环境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亏损 1 亿—3 亿元，相较于上年同

期 的 盈 利 4791.14 万 元 ， 同 比 下 降
308.72%-726.16%。叠加上半年的亏损，启
迪环境今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40 亿—42 亿元，相较
于上年同期的盈利 2.28 亿元， 同比下降
1850.62%-1938.16%。

作为在深交所上市的环保企业，启迪环
境是首批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
深耕环保领域近 30 年， 业务覆盖固废收集
处置全产业链及水务生态综合治理全领域。
但自 2020 年出现了超 15 亿元的亏损以来，
启迪环境业绩似乎一直在走“下坡路”。启迪
环境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此次业绩预告中，启迪环境对业绩
出现大幅亏损的原因也给出了解释：“主
要是受公司整体投资战略进行调整及公
司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城发
环境”） 推进吸收合并暨重大重组方案的
影响。 ”

根据披露，启迪环境对已停建项目、拟
退出项目计提资产减值； 对资产运营效率
较低、 不能持续运营和公司整体战略涵盖
不到的项目进行退出、转让处置；并对部分
款项回收存在实质性障碍的应收账款、其
他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及应收票据计提信
用减值损失， 计提减值准备共计约 34.43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启迪环境计提的超 34
亿元的减值损失中，对无形资产计提的减值
损失就达 26.32 亿元，占比达 76%。

启迪环境指出，根据相关准则，对于社
会资本方将相关 PPP 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

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确认为无形资产的
部分，在相关建造期间确认的合同资产应当
在资产负债表“无形资产”项目中列报。

而启迪环境此次计提减值的无形资产，
均是其手中的 PPP 项目， 涉及垃圾处理场
项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生态环保产业园
项目、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城市固体废弃
物综合处理项目等。

“经对相关项目进行综合评估， 公司
拟对 5 个项目已有资产进行评估，结果表
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启迪环境表示。
此外，启迪环境还称，基于公司未来整体
战略调整和业务方向、技术升级以及公司
正在推进与城发环境的吸收合并暨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等方面综合考虑，双方将对
现有资产、项目进行全面梳理盘点，对现
有资产调整经营建设方案，对部分项目战
略性退出。

当前“窘境”下，启迪环境也面临
着信用评级被下调的问题。

9 月 24 日，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
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诚信国际”）发
布信用评级公告， 调降了启迪环境主
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 这也是启迪
环境今年下半年以来第二次被下调信
用评级。

具体看来， 中诚信国际此次将启
迪环境的主体信用等级由 AA 调降至
A+，评级展望维持负面；将“16 桑德
MTN003”“17 桑德 MTN001” 和“19
启迪 G2” 三个债项的信用等级由 AA

调降至 A+。 而在两个月前，中诚信国
际才刚刚将启迪环境的主体信用等级
和上述债项信用等级由 AA+调降至
AA，并撤出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中诚信国际指出， 根据启迪环境
近期相关信息， 受计提大额资产及信
用减值损失影响，该公司 2021 年上半
年净利润为-39.56 亿元， 较上年同期
大幅亏损。 同时，截至今年 6 月末，公
司短期债务余额为 72.57 亿元，其中 5
亿元永续中票将于 2021 年 11 月 14
日面临行权或兑付，短期偿债压力大；
此外，截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公司尚

存在部分未完成展期或续贷的债务，
同时部分金融机构就金融债务纠纷提
起诉讼， 考虑到公司账面可动用货币
资金较少且融资环境趋紧， 公司流动
性紧张。

中诚信国际认为， 启迪环境 2021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较上年同期出现严
重恶化， 其当前可用货币资金紧张且
仍存在债务逾期情况， 外部融资环境
无明显改善，流动性紧张；同时，公司
与城发环境的换股吸收合并事项存在
不确定性， 且目前出售资产回款对公
司流动性的缓解力度有限。

频售资产缓解资金压力

信用评级半年内 2次被下调

企业

业绩大幅亏损的同时， 启迪环境
资金压力倍增。

半年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启迪环境资产总额为 384.79
亿元，负债总计 260.22 亿元，其中短
期借款 55.48 亿元， 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为 60.26 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5.33 亿元，而账面货币资金
为 17.41 亿元。

启迪环境也坦承， 目前公司融
资环境持续处于不利状态。 上半年
公司部分金融债务到期亟待偿付 ，

融资业务推进陷入停滞， 公司面临
流动性困境。

在此背景下， 启迪环境也试图通
过资产出售的方式缓解资金压力。

7 月 15 日，启迪环境发布公告称，
拟与控股子公司将共同持有的讷河桑
迪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讷河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相关资产
转让， 其中股权转让价款 2650 万元，
其他转让价款 5850 万元。

启迪环境称：“本次公司出售资产
有利于公司盘活现有资产， 符合公司

战略规划。 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
的流动资金。 ”

而在此前的 6 月 15 日， 启迪环
境已发布类似公告称，子公司武汉启
迪拟将其持有的湖北迪晟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等 5 家子公司部分股权转
让予城发零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转
让价格合计约 2.8 亿元。

启迪环境拟进行的资产转让远不
止于此。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 6 月
以来， 启迪环境公告的拟转让子公司
或孙公司超过 10 家。

近年来，随着节能减排的深入推进，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一些工业企业的厂房屋顶和停车场车棚上逐渐装上光伏发电板。 清洁
电力源源不断输出，既解决了本企业用电，还可并网销售，经济效益可观，在推动节能减排的同时，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双赢。

图为 10月 17日泗洪县一企业屋顶的光伏电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人民图片

江江苏苏泗泗洪洪：：光光伏伏屋屋顶顶 节节能能减减排排

本报讯 实习记者杨梓报道：日前，中国沼气
学会发布《中国沼气行业“双碳”发展报告》（下称
《报告》），分析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城市污
泥、垃圾填埋气、餐厨及厨余垃圾、工业废水等
有机废弃物对沼气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与生产潜
力的影响，并建议将沼气和生物天然气纳入碳交
易体系。

推广沼气工程是实现绿色能源利用和减缓气
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推动社会经济绿色循
环发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无废城市建设和工
业减污降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报告》显
示， 当前可用于沼气生产的农业农村有机废弃
物、城市有机废弃物、工业废水资源量分别约为
42.7 亿吨、3.6 亿吨、65.4 亿吨。 如果将上述资源
全部用于沼气高效生产，可产生沼气的最大潜力
超过 5000 亿立方米， 可实现温室减排潜力 9.6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潜力巨大。 但是，目前
用于生产沼气的有机废弃物占比不足 10%左右，
资源沼气化利用率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报告》预测，到 2030 年可获得沼气生产潜力
约 1690 亿立方米，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量为 3.0 亿
吨二氧化碳当量。到 2060 年，可获得沼气生产潜力
3710 亿立方米，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量为 6.6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 相当于可以替代 2020 年全国 68%的
天然气消费量， 或 2020 年天然气进口量的 1.5 倍
以上；如果全部用于发电，可形成 7420 亿千瓦时发
电量，相当于 2020 年全国用电量的近 10%；若折算
成能源， 则相当于 2020 年全国近 6%的能源消费
量。 这不仅可以为我国有机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
用、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还可以为我国能源安
全提供充分保障。

《报告》建议，明确沼气及生物天然气的环境

保护、循环利用和能源替代的“三重功能”定位，
以及与环境综合整治、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
固碳减排的“三个结合”，确定牵头组织单位，并
协调发展改革、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能源等有关
部门，共同做好顶层设计和中长期规划，明确发
展思路和目标，逐步整体推进；同时，建议对电网
企业和燃气管网企业提出明确的绿色电力、绿色
燃气配额指标，在沼气发电上网和生物天然气入
网时要享受全额保障性收购政策。在国家碳交易
体系中，尽快将沼气和生物天然气纳入其中。 对
于沼气和生物天然气生产企业，应落实其在用地
和用电方面享受农业设施用地和农业生产用电
优惠政策。此外，建议明确所有出台的政策，有效
实施时间至少保持 15 年， 以确保沼气和生物天
然气生产企业可稳定获得投资回报，形成健康持
续发展能力。

建筑领域将实施
碳达峰碳中和行动

本报讯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下
称《意见》），提出城乡建设是推动绿色发展、建设
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住房水平显著提高，但同时仍
存在整体性缺乏、系统性不足、宜居性不高、包容
性不够等问题，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
建设方式尚未根本扭转。 为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
展，《意见》提出多项措施，并明确实施建筑领域碳
达峰、碳中和行动。

《意见》提出转变城乡建设发展方式，实施建
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建设高品质绿色建
筑，规范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管理，鼓励建
设绿色农房。 推进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鼓励与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抗震加固等同
步实施。 开展绿色建筑、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
绿色医院创建行动。 加强财政、金融、规划、建设
等政策支持，推动高质量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大
力推广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发展零碳建筑。
实施绿色建筑统一标识制度。建立城市建筑用水、
用电、用气、用热等数据共享机制，提升建筑能耗
监测能力。 推动区域建筑能效提升，推广合同能
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服务模式，降低建筑运行能
耗、水耗，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鼓励智能光
伏与绿色建筑融合创新发展。 （宗和）

山西部署秋冬季错峰生产
本报讯 山西省工信厅和生态环境厅日前联

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1-2022 年秋冬季错峰生产
的通知》（下称《通知》），以改善秋冬季环境空气质
量为目标， 确定 2021 年 11 月 1 日-2022 年 3 月
31 日为错峰生产季，并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
段为 2021 年 1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第
二阶段为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3 月 31 日。

《通知》明确对钢铁、焦化、有色（电解铝、氧
化铝）、铸造、化工（煤制氮肥、炭黑）、建材（砖瓦、
耐火、陶瓷、石灰、水泥熟料及粉磨站）等重点涉气
行业企业实施秋冬季错峰生产。 其中，被评定为
D 级的企业或未按期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实施错
峰停产；被评定为 B 级、B-级、C 级、非引领性的
企业实施错峰生产；被评定为 A 级和引领性的企
业、工信部认定的绿色工厂以及焦化、水泥企业全
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评估监测并备案公示的企业
可豁免错峰生产，鼓励秋冬季期间各市采取协商
自主减排。

《通知》同时提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要求充分考虑民生保障，对城市供热、供
气的企业，根据供热、供气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
错峰生产措施。 按照发改经贸 〔2021〕1351 号文
件，允许 A、B 级化肥生产企业在秋冬季重污染天
气期间自主减排。 对满足环保排放要求且污染物
排放总量小，对稳增长、稳就业、稳外贸等影响大
的生产企业，可适度减少错峰。 （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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