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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金融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理念目
前已逐步渗透到风电企业发展过程中，我
国风能企业积极践行 ESG， 主动披露相关
信息。 业内人士认为，ESG 切中时代脉搏，
有效的 ESG 信息披露与评价能够缓解金
融机构与风电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成
为风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国风电企业的 ESG 信息披露整体
质量有待提升， 当前缺乏科学的方法论和
明确的指导政策， 亟需尽快建立符合行业
发展的 ESG 评级标准。

■■ ESG 本质是沟通

在业内人士看来， 风电企业通过完善
的 ESG 信息披露工作， 加强与投资人、资
本市场的沟通。 部分风电企业披露 ESG 信
息时，选择性地披露有利的信息，导致信息
披露不完整，而评价指标的口径、单位不一
致，同样会使 ESG 信息质量参差不齐。

“ESG 本质是沟通。 ESG 议题越来越
多， 意味着企业与金融机构等社会更多相
关方沟通内容愈发多元。 ”北京鉴衡认证中
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事业部副部长任
义东认为，ESG 信息披露不是简单的一纸
报告。 ESG 报告编制并非要把框架内容填
满，而是深入理解后，呈现风能企业的核心
战略与价值观。 ESG 报告不是被动的信息

披露，而是主动沟通。ESG 报告不是迎合标
准与现有的框架。

任义东提醒，风能企业在编制 ESG 报
告时， 要注意部分使用话语的一致性。 以
“双碳”为例，编写 ESG 报告，“双碳”翻译
到国外很难被理解。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可持续发展官韩国震也认
为，口径或单位一致性至关重要。ESG 数据
定义和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不一致， 表述也
存在差异。比如，既能以百万营收的温室气
体排放强度计算， 也能以每名员工的温室
气体排放强度计算。 “再比如，循环使用多
少吨包装，一个重量单位，改动起来不仅牵
扯到数据源头， 连合作伙伴关系管理都要
做修正，牵一发而动全身。 ”

■■ 受西方掣肘严重

业内人士认为，ESG 是企业可持续发
展的具象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
径，绿色、共享、可持续发展等核心思想与
风电企业高质量发展要求高度契合。 由于
我国 ESG 起步时间较晚， 风能产业推进
ESG 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在北京 ESG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
城市副中心绿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春山看来，风能行业 ESG 主要存在两
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缺乏系统完整的科
学方法论与指导，当下我国主要参与 ESG
的有企业、金融机构、第三方评级机构、咨
询机构等， 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始终浮于表面。 部分企业照搬套用西方已
有的 ESG 标准体系，而西方标准要求和评
价并不适用中国风能企业。 因此，形成一
套科学的理论方法， 指导我国风能企业

ESG 相关工作开展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 ， 符合中国特色的
ESG 披露标准和 ESG 评级尚未建立。

李春山认为：“风能企业 ESG 信息披
露标准受西方掣肘非常严重， 企业进行
ESG 信息披露时，主要采用国际标准文件，
而国际组织在设立伊始， 为西方国家的企
业服务，立场价值观不同，其标准对于我国
的议题判断存在较大差异。 在 ESG 评级方
面， 海外 ESG 评级机构占国际主导地位，
对我国风能企业 ESG 评级缺乏客观性和
公允性。 ESG 受到评级机构的价值观和价
值倾向影响非常大， 话语权掌握在西方主
流评级机构手中， 阻碍我国风能企业 ESG
评级。 ”

韩国震表示，ESG 作为由资本市场首
先提出的一个概念，量化、全面、连续是一
贯要求，需要有大量数据作为支撑。 “作为
风电零部件企业，我们进行 ESG 管理时发

现没有 ESG 数据供给。 手动数据导致工作
量大，不停合并、调整数据的过程中，有可
能犯错，降低报告可信度，影响业务部门和
ESG 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 ”

■■ 完善 ESG 生态

业内人士认为， 我国亟待建立符合中
国特色的 ESG 披露标准。 围绕风能企业和
投资者关注的内容， 推动优质的资源向
ESG 的榜样风能企业流转， 可进一步加快
我国风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市场参
与主体和监管机构利用 ESG 工具推动风
能行业高质量发展时，要立足中国国情，共
同探讨 ESG 助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
场”的有机结合。

“监管机构应充分发挥 ESG 引导者的

职责，打造完善的 ESG 生态，为风能企业
ESG 实践与资本 ESG 投资提供良好的基
础。 ”李春山表示，如给予相应的税收、信
贷等方面的财政金融支持， 政府在采购、
投资时，把 ESG 作为准入门槛，将 ESG 评
级机构纳入投资或召采的可行性框架中，
将政府投资向社会贡献度高的风能企业
倾斜。

李春山建议，“有为政府” 政策支持与
引导各类金融机构要素向优质风电企业流
动， 制定更为规范的 ESG 信息披露标准，
建立健全绿色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为
金融机构树立 ESG 投资风向标，促使金融
机构前瞻性的发现市场的风险和机遇，推
动市场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 效率最
优化，实现“有效政府”与“有为政府”的有
机结合。

10 月最后一周， 国内主要风
电制造企业陆续发布 2023 年三
季度报告。 从报告业绩情况来看，
国内风电装机量的持续上涨虽持
续支撑起制造板块公司营收，但
风电产业链各环节盈利水平却出
现严重分化。 受市场环境影响，国
内主要风电整机企业净利润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零部件供
应商毛利率也有所下降。 业界普
遍呼吁， 除了寻求新的盈利增长
点外，更需要推动产品创新，促进
行业技术进步。

■主要整机商盈利下降

近期，金风科技、明阳智能、
运达股份、三一重能、电气风电五
家风电整机上市公司陆续公布了
2023 年三季度业绩， 虽然风电大
型化不断推进，新产品层出不穷，
整机制造商营收大多实现增长，
但盈利水平仍在走低。

金风科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93.19亿元，同比增长 12.06%，但前
三季度净利润总计 12.61 亿元，同
比下滑 46.69%。 其中，第三季度营
业收入 103.18 亿元， 同比增长
8.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为 943.5万元，同比下滑 97.88%。

同期内， 运达股份、 明阳智
能、 三一重能营业收入也基本维
持上涨态势， 但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海上风机头部企业电气风电出现
亏损。 数据显示，电气风电前三季
度公司营业收入 59.24 亿元，同比
下降 1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6.52 亿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大降 6110.27%。 在业绩说明中，电气风
电表示，净利润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本
期产品销售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
下降”， 同时表示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导
致毛利总额有所下降。

从各大整机商公布的销售数据来看，在
售的各类机组中 4 兆瓦及以上机组销售量
成为绝对主流。 今年前三季度，金风科技在
售的各类型机组中 ，4—6 兆瓦机组占比
62.74% ，6 兆瓦及以上机组销售容量为
3252.15 兆瓦，占比 36.54%，与往年相比风机
大型化趋势明显。

■利润水平各有不同

最新公布的业绩数据正是当前风电市场
环境的写照。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
财经公布的数据，2022 年金风科技、 明阳智
能、 运达股份和三一重能都进入了全球新增
吊装容量排名的前十位。在业界看来，全球各
国提出的气候目标和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大
幅提振了风电市场，但风机大型化趋势、风电
补贴退坡、 原材料成本降本不及预期等因素
却带来了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

从 2020 年至今，国内风电整机招标价格
就进入下行通道， 陆上风机招标每千瓦价格

从 3000 元/千瓦以上降至 1500 元/
千瓦左右，而海上风机招标每千瓦
价格从 8000 元/千瓦骤降至 3500
元/千瓦左右。 风机销售价格的下
行，直接挤压了风电整机的利润。

除了风电整机以外，主要风电
零部件供应商也披露了最新业绩
报告，整体上看，风电产业链零部
件供应商营收同样因市场需求增
长而呈现上涨态势，但毛利率普遍
有所下滑。

塔筒供应商海力风电数据显
示，2023 年前三季度公司毛利率
为 12.42%， 同比下降 1.7 个百分
点，净利率为 4.36%，同比下滑 16.6
个百分点。 同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为 15.55 亿元， 同比增长 32.85%。
公司说明称，报告期内收入规模虽
然有所上升，但因公司资产折旧增
加、产能利用率不饱和、行业竞争
较为激烈等因素综合影响，毛利率
水平整体低于去年同期，利润规模
整体较低。

同期，日月股份、天顺风能、中
天科技、 时代新材等零部件头部
企业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也都出现
了可观的增长， 但利润水平各有
不同。

■盈利能力有望回升

面对风电市场的持续竞争，近
期多位风电整机商高管都公开表
示，应理性维护行业健康发展。 某
风电整机企业的高管公开表示，
风电供应链对行业发展带来的最
核心支撑仍是产品创新、 科技创
新和技术进步。

与此同时，业界对于风电市场
未来潜力仍有积极预期。从国家能

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2023 年前三季
度， 全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3348 万千瓦，其
中陆上风电 3205 万千瓦，海上风电 143 万千
瓦。截至 9 月底，全国风电累计装机突破 4 亿
千瓦，同比增长 15%，其中陆上风电 3.68 亿
千瓦，海上风电 3189 万千瓦。

行业研究机构信达证券分析师指出，从
装机情况来看，我国陆上风电维持景气，海上
风电近期发展情况向好，根据“十四五”规划
目标和已实现的装机量，2023-2025 年海上
风电有望累计新增 27.9 吉瓦装机量，重回高
增长时期。 随着今年前三季度风电整机价格
出现止跌，产业链盈利能力有望回升。

除了发力国内市场外，风电制造业出口
也有望成为未来方向。 当前，欧盟、英国、美
国陆续上调了风电装机目标，新兴市场风电
装机需求也持续增长，但全球风能理事会指
出，从供给上看，多国本土制造产能很可能存
在瓶颈，产能相对富足的中国风电产业或迎
来前所未有的出海机遇。

“与国际制造商相比，中国风电产品成本
更低是不争的事实， 出口有很大的价格优
势。”一位风电整机企业人士告诉记者，“虽然
中国风电产业走向国际市场还有诸多不确定
性，但如果能做好本地化、突破贸易壁垒，未
来市场潜力十分值得期待。 ”

10 月底至 11 月初， 五大油气跨
国公司 bp、壳牌、道达尔能源、埃克森
美孚和雪佛龙相继发布今年第三季
度财报， 由于原油价格下跌以及成
本上升抑制炼油和化工利润， 整体
盈利但增长势头明显趋保守。 以历
史标准衡量， 五大油气跨国公司第
三季度业绩仍处高位水平， 主要受益
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推动能源价格
高涨所致。

整体来看， 五大油气跨国公司第
三季度业绩虽然远不及去年同期的创
纪录水平，但较第二季度有所改善，加
之丰沛现金流入账， 促使他们重申股
票回购和股息分红计划， 甚至发起大
规模兼并购交易。 过去 1 个月，埃克森
美孚和雪佛龙接连官宣各自迄今最大
一笔收购交易， 两笔收购案潜在价值
超过 1000 亿美元。

保守盈利———
同比下降、环比增长

bp 第三季度利润从去年同期的
81.5 亿美元降至 32.93 亿美元，同比下

降 59.6%，较第二季度的 25.9 亿美元有
所增长。第三季度实现营收 540.2 亿美
元，同比降低 6.6%。 bp 石油交易部门
第三季度表现强劲， 天然气交易和营
销开局后出现疲弱。 同时，炼油利润率
在第三季度出现同比下降， 预计第四
季度或将进一步走弱。

壳牌第三季度调整后利润 62.2 亿
美元， 较去年同期 94.54 亿美元下降
34.2%， 但比今年第二季度有所增长。
第三季度营业现金流 123.3 亿美元，营
运资金流入 4 亿美元。

道达尔能源第三季度调整后净利
润 64.5 亿美元， 同比下降 35%； 营收
590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5%。与今年第
二季度相比， 道达尔能源第三季度收
入增幅最大的是勘探和生产部门以及
炼油和化工部门。 道达尔能源首席执
行官潘彦磊表示：“第三季度表现再次
证明我们利用有利价格环境的能力。 ”

埃克森美孚第三季度盈利 90.7 亿
美元， 较去年同期 196.6 亿美元锐减
53.8%； 营收从 1120.7 亿美元下滑至
907.6 亿美元。 埃克森美孚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伍德伦表示：“第三季度继续
维持强劲运营业绩、收益和现金流，每
天增加近 8 万桶石油当量产量， 为保
证全球供应贡献力量。 ”

雪佛龙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
41.89%， 从去年同期 112 亿美元降至
65.26 亿美元；实现营收 540.8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8.85%。 具体到部门，第三季
度上游业务利润同比下降 38%至 57.6
亿美元， 其中美国上游业务利润下降
39%至 20.7 亿美元，国际上游业务利润
下降 38%至 36.8 亿美元。 第三季度下
游业务利润同比下降 33%至 16.8 亿美
元，其中美国下游业务利润增长 7%至
13.7 亿美元， 国际下游业务利润下降
75%至 3.07 亿美元。

现金丰沛———
净债减少、开支严谨

对于第三季度表现，bp 临时首席

执行官、首席财务官默里·奥金克洛斯
表示：“受到强劲潜在运营业绩支持，
我们又走过了一个坚实的季度。 ”bp 第
三季度资本支出 36.03 亿美元，较第二
季度的 43.14 亿美元有所下降，但经营
现金流却出现同比增长，达到 87.47 亿
美元。 同时，bp 债务继续下降，截至第
三季度，净债务已降至 223 亿美元。

截至第三季度，壳牌净债务约 405
亿美元，负债率 17.3%。 壳牌表示，未来
将继续简化投资组合， 并以更少的排
放创造更多的价值。

道达尔能源确定今年净投资在
160-170 亿美元区间。由于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增加， 该公司第三季度电力业
务调整后营业利润和现金流均首次超
过 5 亿美元。

相较于欧洲同业竞争者， 埃克森
美孚和雪佛龙的现金流则更为丰沛，
这也是他们近期相继做出各自迄今最

大收购案的原因。 埃克森美孚第三季
度运营现金流达到 160 亿美元，比第二
季度增加 66 亿美元； 自由现金流较第
二季度增长超一倍至 117 亿美元。

雪佛龙年内相继宣布收购美页岩油
气生产商 PDC Energy、储氢公司 ACES
Delta 和美油气生产商赫斯， 这对其现
金流带来一定程度影响，但第三季度仍
然实现了 50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

与此同时，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分
别在第三季度创造了新的产量纪录，其
中埃克森美孚第三季度全球炼油产量
达到创纪录的 420 万桶/日， 雪佛龙第
三季度油气产量约 310 万桶/日石油当
量，美本土净产量同比增长 20%，创造
了其新的季度纪录。

加强分红———
回购股票、调涨股息

基于新季度业绩表现，五大油气跨
国公司不约而同继续加强分红力度。
bp 重申第四季度业绩公布前进行 15
亿美元股票回购交易，表示今年资本支
出将达到 160 亿美元，预计每年能进行
约 40 亿美元股票回购，这是其 140 亿
至 180 亿美元资本支出范围的低端，而
且有能力每年增加约 4%的每股普通股
股息分红。

壳牌第三季度股息 0.331 美元 /
股，较去年同期增长 32%，未来将进一
步增加分红规模， 预计 2023 年股息
分红将达到约 230 亿美元。 同时，将
在第四季度启动 35 亿美元的股票回
购， 今年下半年完成 65 亿美元股票
回购规模。

道达尔能源也继续推进股票回购
计划，确认全年回购 90 亿美元股票，并
维持今年第三次中期股息 0.74 欧元/
股的分红水平。

雪佛龙维持 1.51 美元/股的季度
分红水平， 但将 2024 年股息提高 8%，
同时将年度股票回购规模提高 14%至
200 亿美元。

埃克森美孚第三季度股息从每股
0.91 美元上调至每股 0.95 美元， 该公
司首席财务官 Kathy Mikells 表示，埃
克森美孚在疫情期间对化石燃料的投
资，加上节流降成本等举措，使得手中
拥有丰沛现金流，可以更加稳定地回购
股票、提高分红。

在提前 3 个月实现削减 90 亿美元
成本目标后，埃克森美孚计划进一步推
进结构性成本削减。 过去 4 年，埃克森
美孚裁员 1.3 万人，占其全球员工总数
的 17%，加上出售部分业务、转移公司
总部等举措， 约每年减少 90 亿美元成
本， 足以支付其一半以上股息支出。
“我们将继续推进结构性成本节约，第
四季度开始将会有更多类似目标。 ”
Kathy Mikells 强调。

五大油气跨国公司保守盈利
■本报记者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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