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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随着国家能源集团旗下
国电电力发布 2021 年年度报告， 五大
发电集团主力上市公司 2021 年业绩已
全部公布完毕。 记者梳理发现，多家公
司新增一项收益———大唐发电、华能国
际、华电国际的碳排放权交易收入分别
达到约 3.02 亿元 、2.69 亿元和 1.4 亿
元，国电电力碳排放配额本期发生额接
近 1.17 亿元。

这里的“碳”是指碳排放权，简单说
就是在碳市场体系中，控排企业持有温
室气体可排放量的配额。 对于企业而
言，减碳往往是一件花钱的事。 但只要
管理得好， 碳配额也可以作为一笔资
产， 除了拿来买卖， 还能用于发债、托
管、碳基金等。那么，碳资产保值增值是
如何实现的？

碳管理业务重要性突显

“相比早期被动减排，企业越来越
关注碳的价值， 迫切希望做好碳资产
管理。 ”北京和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于仲波表示， 以率先纳入全国
碳市场的电力企业为例， 在主管部门
统一下发初始配额的基础上， 企业通
过各种手段减少排放， 盈余的碳配额
用好了即可产生价值。 “尤其是大型发
电集团， 很早便着手推进节能降碳工
作，对减排政策、交易规则等要求比较
熟悉，管理更为规范，大多还有自己的
碳资产管理公司。 ”

如其所言，收益背后离不开专业化。
中国大唐集团绿色低碳发展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低碳公司可提供低
碳履约、碳资产开发及营销、绿色体系咨
询等服务。 除了统筹开展碳资产管理与
低碳服务外， 公司还协助集团完成相关
建章立制、 体系构建、 信息化建设等工
作。全国碳市场启动上线交易当日，该公
司协助集团所属企业完成首日交易，去
年 12 月 14 日提前完成了大唐集团全部
重点排放单位履约清缴工作。

“充分发挥碳资产绿色资产属性价
值，我们协助大唐七台河电厂，先后完成
国内首单在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

系统参与下的碳排放权担保业务， 以及
采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排放权交易所
系统‘双质押登记’的质押贷款业务，打
通控排企业利用碳资产融资新渠道。”该
负责人举例说。

“卖碳”有多火，从管理公司的表现
也能看出一二。 国网英大披露，其全资子
公司英大碳资产公司去年完成营业收入
2577.67 万元、同比增长 18.41 倍，净利润
达 217.68万元，成立以来首次实现经营性
盈利。“碳管理业务的重要性逐步显现，越
来越多大型能源央企开始布局碳管理业
务，传统民营碳公司也纷纷入局。 ”

实现碳资产价值最大化

有了专业的管理者，碳怎么“卖”出
去？ 企业又如何获取收益？

上述负责人表示， 碳资产管理的核
心内涵在于，确立企业生产周期中的“碳
引领”作用，将碳资产从惰性配额履约工
作中激活，进而融入企业投资、营销、生
产、财管、社会责任等各个环节，再分别
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帮助电力企业开
展碳资产管理， 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与
基础管理，也就是构建制度体系、打牢数
据基础。在此基础上，着重关注现代营销
观下的配额资产交易与减排量开发利
用， 有条件的企业可进一步基于财务管
理实施金融领域创新。 ”

一家大型能源集团旗下碳资产公
司负责人魏某进一步称， 碳资产公司
具有专业化的交易团队， 完备的碳交
易管理体系和风险控制措施， 以及科
学的市场分析手段， 可为托管企业适
时制定置换交易等灵活多变的交易策
略，还能联合其他金融机构，利用融资
工具发挥碳资产的最大价值。 “在盘活
企业碳资产、实现低成本履约的同时，
为企业建立风险管理制度和碳资产管
理体系，可以优化组织决策流程，定制
交易优化策略和风险对冲管理策略，
实现碳资产保值增值。 ”

记者还了解到， 碳资产公司对排
放及配额量的核算过程、 数据链条更
加专业， 对政策及行业动态的跟进也

更及时， 由此可帮助企业避免因认识
不到位、 技术处理不当造成的损失。
“碳价实时波动，手握配额什么时候卖
出最合适？ 市场允许一部分国家核证
自愿减排量 （CCER）抵消超额排量 ，
怎么使用最合适？ 有些企业履约数据
质量差， 有可能面临被使用高限值排
放因子计算排放量的窘境， 非但没有
收益，反过来还要多花钱买配额，如何
避免？ 这些难题都可以交由管理公司
解决。 ”于仲波举例。

警惕“炒热度”“挣快钱”

碳圈火爆， 吸引更多参与者想来分
一杯羹。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提
醒，要警惕“炒热度”“挣快钱”等倾向。

“有些所谓的管理公司，过度渲染碳
资产未来价值，开展低水平教培服务，收
取高额培训费。有的企业缺乏市场认知、
管理经验及资金基础， 贸然开展碳资产
管理服务业务。最为严重的是，部分咨询
机构利用控排单位侥幸心理， 进行数据
造假以谋取利益， 严重影响了碳市场的
数据真实性与市场公信力。”上述负责人
坦言。

魏某认为，短期内，大量新成立的碳
资产管理公司涌现。从多年经验来看，低
碳行业需要深厚底蕴， 从业者既要具备
所处细分行业的知识背景， 也需要专业
的交易能力、突出的研发实力，短期速成
难以掌握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本领。“对
此，建议建立碳资产公司准入制度，设置
企业资本、从业能力、从业人员、专业背
景、历史业绩等指标条件，对合规准入的
碳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备案。 或者实行业
务许可制，进行积分评级管理，相关企业
达到一定评级标准后方可开展某类碳资
产管理业务。 ”

在上述负责人看来， 真正挖掘资产
的价值还需形成多方合力。“控排企业要
提升低碳发展意识、碳市场参与意识，严
格遵守碳市场法律法规， 积极主动开展
碳资产管理，用活用好碳资产。各类咨询
服务机构要树立提供优质服务的意识，
建立行业自律体系，提升服务能力水平。
从资产角度来看， 需进一步研究开展碳
的资产属性发掘工作， 提升市场各方对
其作为资产的接受度和认知程度。 在打
好数据质量的基础上， 开展碳资产管理
运作工作， 让碳资产真正成为绿色投融
资的引导媒介。 ”

为为实实现现碳碳资资产产价价值值最最大大化化，，大大型型能能源源企企业业纷纷纷纷成成立立专专业业化化碳碳管管理理公公司司——————

减减排排不不白白干干 ““卖卖碳碳””有有钱钱赚赚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头部煤企一季度
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朱妍报道：
国家统计局于 4 月 27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 今年 1-3 月，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营业收
入 9446.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0.8%；实现利润总额 2357 亿
元，增长 189%。 能源保供措施
有效推进，煤炭等能源产品生
产较快增长，叠加国际地缘政
治冲突等因素导致大宗商品
价格大幅上涨，共同带动相关
行业利润快速增加。 一季度，
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长 1.48 倍，
其中煤炭采选业 3 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 53.9%， 带动
一季度行业利润增长 1.89 倍，
采矿业有力拉动工业企业利
润增长。 近日，部分龙头上市
煤企也已发布 2022 年度一季
报，再次印证全行业“开门红”
的良好态势。

以千亿市值巨头中煤能
源为例，一季度，该公司营业
收入达 617.3 亿元，同比增长
33.5%； 归母净利润为 67.93
亿元，同比增长 93.1%。 “主要
是煤炭市场价格高位运行 ，
公司全力增产增销保障能源
供给， 自产商品煤产销量增
加， 以及确认参股企业投资
收益增加等。 ” 中煤能源将
“大赚 ” 的主要原因归结于
此。 数据显示，中煤能源一季
度煤炭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536.12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
长 39.3%。 其中，自产商品煤
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53.2%，主要是销售价格同比
上涨 218 元/吨 ， 增加收入
67.22 亿元；自产商品煤销量
同比增加 210 万吨， 增加收
入 10.61 亿元。 自产商品煤产
销规模扩大、市场售价大涨，
带 动 煤 炭 业 务 实 现 毛 利
129.92 亿元， 比上年同期暴
涨 95%。

另一行业巨头陕西煤业
在 2021 年营收、 净利连续 6
年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
表现仍然亮眼， 营业收入、归
母净利润分别达到 395.69 亿
元和 56.94 亿元， 同比分别增
长 13.5%和 68.79%。 “公司实
现煤炭产量 3435.53 万吨，煤
炭销量 5487.11 万吨， 同比下
降 1.8%、24.83%。 销量下降主
要由于贸易煤量减少，但由于
贸易煤毛利低，对整体业绩影
响很小。 ”信达证券认为，陕西
煤业煤炭销量虽有微降，但一
季度煤炭销售价格为 634 元/
吨，同比增加 57.7%，价格高涨
带动业绩大幅提升。 此外，该
公司煤炭具有低硫低灰高卡
特点， 平均发热量在 5700 大
卡—6200 大卡之间，优质的煤
炭资源也对价格形成有力支
撑，助推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在 4 月 28 日发布的一季
报中，中国神华还分析了行业
环境：“国内煤炭行业运行平
稳，原煤生产较快增长。 一季
度， 全国原煤产量达 10.8 亿
吨，同比增长 10.3%。累计进口
煤炭 5181 万吨 ， 同比下降
24.2%。 全国规模以上电厂火
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3.1%，3 月
底环渤海动力煤 （5500 大卡）
价格指数为 738 元/吨， 与上
年末基本持平；一季度平均价
格为 742 元/吨，同比上涨 147
元/吨， 较上年四季度环比下
降 44 元/吨。 ”

报告期内， 中国神华实
现量价齐升———营业收入高
达 839.02 亿元 ， 同比增长
24.1%；归母净利润为 189.57
亿元，同比增长 63.3%。 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84.36 亿元，同比增长 45%；
基本每股收益为 0.954 元/
股，同比增长 63.3%。 煤炭平
均销售价格增长是其营收增
长的主因之一， 一季度通过
销售集团销售的煤炭价格增
长 31.4%， 带动煤炭业务营
业收入增加 20.5%；此外，坑
口直接销售的煤炭平均售价
为 624 元/吨 ， 同 比 上 升
31.4%。 “2022 年经济增长将
支持煤炭消费量小幅增长 。
自 2021 年四季度实施保供
应措施，增加有效产能后，煤
炭供应能力同比提升。 在监
管指引下， 煤炭供需将逐步
摆脱偏紧格局， 走向基本平
衡。 预计煤炭价格将在合理
区间内波动。 ”

22002211 年年年年报报和和今今年年一一季季度度报报显显示示：：

三三峡峡能能源源经经营营业业绩绩与与装装机机规规模模双双增增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4 月 28 日，三峡能源披露 2021 年年报，以及 2022 年一
季度报。 年报显示，去年三峡能源净利润为 56.42 亿元，同比
增长 56.26%。 一季度报显示，三峡能源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 57.89 亿元，同比增长 51.84%；净利润 22.64 亿元，同比
增长 51.45%

近年来，三峡能源围绕“风光三峡”和“海上风电引领者”
目标，坚持规模和效益并重，实施差异化发展和成本领先战
略，通过积极发展陆上风电、光伏发电、海上风电，开拓发展
抽水蓄能、新型储能、氢能等新兴业务，推动三峡能源实现
跨越式发展。

2021 年，三峡能源完成首发上市，装机规模突破 2200 万
千瓦，资产总额超过 2100 亿元，其陆上风电项目遍及内蒙古、
新疆、云南等 25 个省区，海上风电项目主要位于广东、福建、
江苏、辽宁等地，光伏发电项目遍及甘肃、青海、河北等 22 个
省区。

在“碳中和”愿景下，“十四五”期间，
三峡能源将持续深化海上风电布局。 聚焦
广东、福建、江苏，拓展山东、辽宁、海南、
上海、浙江、广西等省区，继续加大资源储
备力度，稳步推进项目核准、建设和投产，
力求在规模、技术、标准等方面实现突破。

未来几年， 三峡能源将持续拓展陆上
清洁能源大基地开发。 同时，积极创新“风
光+” 开发模式， 全力推进大基地项目落
地。 此外，通过“大建管”模式，推动建设管

理专业化、集约化，持续优化设计方案，严
控工程造价。

记者了解到 ， 三峡能源将加大外送
通道资源获取力度 ，围绕内蒙古 、青海 、
甘肃等重点区域 ，谋划一批规模化开发
陆上风光项目 。 谋划争取一批 、加快建
设一批 、 建成投产一批重大工程项目 ，
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的关键作
用 ，培育多个利润总额 “十亿元 ”级的标
杆区域 。

2021 年年报显示，三峡能源坚持集中连
片规模化开发海上风电， 报告期末在广东、
江苏、福建、辽宁等地建成投产的海上风电
项目装机容量合计 457.52 万千瓦。业内人士
认为，作为海上风电的龙头企业，三峡能源
2021 年底在该领域的大规模投产有望维持
今年业绩高速增长。

2021年海上风电“抢装潮”期间，面对船机
资源紧缺、设备供货紧张、施工窗口期短等诸
多困难，三峡能源统筹调配各方资源，提高海
上作业效率，努力实现“应并尽并”。 其中，福建
兴化湾二期海上风电项目为“抢装潮”下公司
首个全容量并网发电的海上风电项目，广东阳
江沙扒海上风电项目为国内首个百万千瓦级
海上风电基地，江苏如东海上风电项目为亚洲

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海上风电项目，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二期项目为目前国内离岸
最远的海上风电项目。

三峡能源坚定不移实施“海上风电引
领者 ”战略 ，全力推进广东 、福建 、江苏 、
辽宁、山东等地项目前期工作，不断巩固
海上风电集中连片规模化开发优势 ，打
造多个“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场。

据介绍， 三峡能源海上风电资源储备可
支撑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末投产发电的
海上风电规模占全国海上风电装机总规模的
17.34%， 报告期内新增海上风电规模占全国
新增海上风电规模的 19.15%。 其海上风电已
形成“投产一批、建设一批、核准一批、储备一
批”的滚动开发格局，具备一定先发优势。

2021 年，三峡能源积极应对疫情多点散发、光伏组件价格
上涨等挑战，抢进度、抓质量、控成本，按期高质量完成了重点
项目投产任务：三峡乌兰察布新一代电网友好绿色电站示范项
目实现首期并网；青海锡铁山矿区三期风电项目、河北康保平
价上网示范项目等陆上风光项目按期并网发电； 广东阳江沙
扒、福建兴化湾二期、江苏如东、大丰二期等海上风电项目如期
并网发电；其首个独立储能电站、山东省首批储能示范项目之
一———三峡能源庆云储能电站示范项目首期工程成功并网。

2021 年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 ，三峡能源新增并网装机
容量 729.98 万千瓦 ，其中 ，风电装机 538.87 万千瓦 ，太阳
能发电装机 191.11 万千瓦。 2021 年末， 并网装机容量达
2289.63 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 1426.92 万千瓦，光伏发电
装机 841.19 万千瓦。 风电、 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容量合计
2268.11 万千瓦，超过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如期建成首个
“风光三峡”。

首个“风光三峡”如期建成

持续拓展陆上清洁能源大基地开发

不断深化海上风电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