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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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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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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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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总额5,013,160,0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现金分红，每

10股分配现金0.55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275,723,802.15元（含税），占公司2021年度合并报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67,537,808.67元的35.92%，该现金分红比例符合《公司章程》和分红

规划中现金分红政策的有关规定。 

如在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

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情形，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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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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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3052221 010-8305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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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全球风电行业发展情况 

风能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在过去的30多年里，风电发展不断超越其预期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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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能源之一。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统计数据，全球风电累计总装机容量

从截至2001年12月31日的24GW增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743GW。 

全球风电装机累计容量（2001 年-2020 年） 

 
资料来源：全球风能理事会 

 

全球风电行业发展呈现如下特征与趋势： 

（1）风电已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规模化应用。风电作为应用最广泛和发展最快的新能源发电

技术，已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大规模开发应用。到2020年底，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743GW，遍

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过去十年间，全球风力发电市场规模几乎翻了

一番，成为全球最具成本竞争力和最具韧性的电力来源之一。2020年，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最

大风能市场的发电设施安装量激增，推动了创纪录的增长，两国安装的新风力发电设施占全球总

量的75%，风能发电容量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 

（2）风电已成为部分国家新增电力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以来风电占欧洲新增装机

的30%，2007年以来风电占美国新增装机的33%。随着全球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共识不断增强，风电

在未来能源电力系统中将发挥更加重要作用。美国提出到2030年20%的用电量由风电供应，丹麦

把开发风电作为实现2050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核心措施。 

（3）风电发展进入平稳期。虽然风电产业面临全球市场紧缩、大部件市场供过于求导致价

格面临下行压力；在紧缩驱动的经济格局下，可再生能源补贴机制的波动；在价格上面临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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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石燃料与核电站竞争的挑战，但是风电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仍然存在，并且全球都需要干净清

洁、价格实惠、当地开发、安全可靠，安装迅速的能源供应。这些驱动力将成为促进风电发展的

长效动力，也成为突破挑战的主要动力。 

（4）海上风电加速发展。相比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具备风电机组发电量高、单机装机容量大、

机组运行稳定以及不占用土地，不消耗水资源，适合大规模开发等优势，同时，海上风电一般靠

近传统电力负荷中心，便于电网消纳，免去长距离输电的问题，因而全球风电场建设已出现从陆

地向近海发展的趋势。经过近二十余年的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海上风电技术日益成熟，过去

制约其快速发展的技术壁垒高、建设难度大、维护成本高、整机防腐要求强等弊端正得到逐步改

善。近十年来，海上风电成本下降了29%，其度电成本也从2010年的178美元/兆瓦时降低到了2019

年的约115美元/兆瓦时（参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19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发布的最新数据，2020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超过6吉瓦，

增长量仅次于2019年；中国连续三年领跑全球，新增容量超过3吉瓦，占全球新增装机的50.45%；

海上风电总容超过德国，仅次于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海上风电市场。 

作为能源系统去碳化和实现零排放的最关键技术之一，海上风电的地位日趋重要。目前，全

球海上风电总容量超过35吉瓦，海上风电的发电量已经帮助我们减少了6250万吨的碳排放——相

当于2000多万辆汽车启动的排放。随着各国制定绿色经济复苏战略，海上风电的社会经济效益也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值得重视，处于寿命期内的海上风电项目相关建设和运营也已为全球提供了约

70万个工作岗位。 

GWECDE的报告中提到：世界银行集团报告显示，以目前的技术，全球还有超过7.1万吉瓦的

海上风电潜力，开发这一资源将是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以下的关键，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

效益。要充分开发这一潜力，稳定的政策将为行业发展提供长期保障，企业与政府的合作将成为

关键。此外，在未来十年加快海上浮动式风能的商业化进程，对于挖掘新的海上风电的增长潜力、

尽可能多地开发风能资源来说至关重要。 

2. 我国风电行业发展情况 

（1）我国风能资源概况 

中国幅员辽阔、海岸线长，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2020 年《中国风能太阳能资源年景公报》

统计分析了 2020 年我国陆地 10m 高度的风速特征，显示全国陆地 70 米高度层平均风速均值约为

5.4 米/秒。其中，平均风速大于 6 米/秒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北西部和东北部、华北平原北部、内

蒙古大部、宁夏中南部的部分地区、陕西北部、甘肃西部、新疆东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青藏高



5 
 

原大部、川西高原大部、云贵高原中东部、广西、广东沿海以及福建沿海地区。2020 年，全国陆

地 70 米高度层年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184.5 瓦/平方米，青海、山东、浙江、江苏、甘肃、上海、

宁夏、河南、新疆、河北、安徽、湖北、陕西、北京风能资源偏小；福建、吉林、黑龙江、云南、

广西偏大；其他地区接近常年。 

我国风能资源地理分布与现有电力负荷不匹配。沿海地区电力负荷大，但是风能资源丰富的

陆地面积小；“三北”地区风能资源很丰富，电力负荷却较小，给风电的经济开发带来困难。由于

大多数风能资源丰富区，远离电力负荷中心，电网建设薄弱，大规模开发需要电网延伸的支撑。 

（3）我国风电行业定价机制 

到 2021 年，我国风电上网电价已经历了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完全上网竞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1998 年）。这一阶段处于风电发展的初期,

上网电价很低,其水平基本是参照当地燃煤电厂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的上网价格水平不足 0.3 元。 

第二阶段，审批电价阶段（1998-2003 年）。上网电价由各地价格主管部门批准,报中央政府备

案,这一阶段的风电价格高低不一。 

第三阶段，招标和审批电价并存阶段（2003-2005 年）。这是风电电价的“双轨制”阶段。由于

这一阶段开启了风电项目特许权招标，出现了招标电价和审批电价并存的局面，即国家从 2003

年开始组织大型风电场采用招标的方式确定电价,而在省、市、区级项目审批范围内的项目,仍采用

审批电价的方式。 

第四阶段，招标与核准方式阶段（2006-2009 年）。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风电电价通过招标

方式产生，电价标准根据招标电价的结果来确定。 

第五阶段，固定标杆电价方式阶段（2009-2020 年）。随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风力发

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1906 号）的出台,风电电价按照全国四类风能资源区

制定相应的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第六阶段，竞争电价与平价电价上网阶段（2019-至今）。国家能源局《关于 2019 年风电、光

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9〕49 号）的出台,进一步降低了风电标杆上

网电价，确定了平价上网节奏和日程。2019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风电上

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882 号），明确了 2019、2020 两年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新

核准项目的电价政策，将陆上、海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均改为指导价，规定新核准的集中式陆上

风电项目及海上风电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定上网电价，不得高于项目所在资源区指导价。2021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2021 年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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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以下简称“新建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贴，实行平价上网；2021 年新建

项目上网电价，按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执行；新建项目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成上网电价，

以更好体现风电的绿色电力价值；2021 年起，新核准（备案）海上风电项目上网电价由当地省级

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具备条件的可通过竞争性配置方式形成，上网电价高于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

的，基准价以内的部分由电网企业结算。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现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5,151.96MW，权益装机容量

4,857.66MW。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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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151.96 1.57% 96.37 1.48% 

2020 年 4,005.25 1.43% 65.41 1.40% 

2019 年 3,105.50 1.48% 59.6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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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为风力发电的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 

公司主要产品为所发电力，用途为向电网供电，满足经济社会及国民用电需求。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 

1、主营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的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公司主营业务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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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开发模式 

公司风电场项目开发模式与流程如下： 

项目搜集

项目选址及测风

项目评估

核准附件编制

项目核准

土地预审

环境评估

水土保持评估

地灾压矿评估

安全预评价

文物批复

军事批复

节能评估

接入系统设计及审查

可研报告编制及审查

银行贷款承诺

项目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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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主要是招标采购，公司对采购工作实行统一招标、集中采购、专业管理、分

级负责的管理模式。 

4、生产模式 

公司的主要生产模式是依靠风力发电机组，将风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场内集电线路、变电设

备 ， 将 电 能 输 送 到 电 网 上 。 公 司 风 电 场 生 产 运 营 模 式 图 如 下 ：

风电场生产运行
与维修维护

风电场生产运行（运
行操作、监控与日常

保养）

风电场维修维护
（维护与检修）

升压站运行
（运行值班、操

作与巡视）

风电机组运行
（运行值班、操

作与巡视）

设备检修
（包括故障维修、

消缺）

设备维护
（包括计划维护
和非计划维护）

检测与预防性试
验（按规定周期
和要求进行）

养护与
操作

运行
值班

检查
巡视

运行
值班

运行
巡视

变送电
设备

风机
设备

变送
电设备

风机
设备

变送电
设备

安全
工器具

 

 

5、销售模式 

（1）国内销售模式 

公司依照国家政策和项目核准时的并网承诺，将风电场所发电量并入电网公司指定的并网点，

由电网公司指定的计量装置按月确认上网电量，实现电量交割。上网电能的销售电价截至报告期

内由两种方式确定： 

第一种是依据国家定价。依照区域电网公布风电机组基数保障利用小时数结算。该部分电能

依据风电项目核准时国家能源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区域电价或特许权投标电价与电网公司直接结

算电费，回笼货币资金。 

第二种是电力市场交易，包含电力批发交易和电力零售交易。国内电力批发交易主要涉及发

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大用户等市场主体通过双边协商、集中竞争等方式开展的中长期电量交

易。电力零售交易现阶段主要涉及现货交易、辅助服务，国内零售交易的组织方式是市场化电力

电量平衡机制的补充。市场交易模式下风电场的电费收入由电网公司支付的基础电费和国家新能

源补贴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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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2021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一

政策发布标志着风电正式步入无补贴时代。2021年新建项目上网电价，按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执

行，新建项目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成上网电价，以更好体现光伏发电、风电的绿色电力

价值。 

随着2021年12月21日《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的发布，深化辅助市场建设再进一程。新版“两

个细则”生效后，电力辅助服务领域的顶层规则将迎来重大变化。各类灵活性资源、市场化用户的

参与，为辅助服务市场带来更多商机。 

为健全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市场机制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于2022年1月28日发布《关于加

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2025年，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

成，电力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市场一体化设计、联合运营，跨省跨区资源市场化配置和绿色

电力交易规模显著提高，推进新能源、储能等发展的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初步形成。到2030年，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适应新型电力系统要求，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交易，市场主体

平等竞争、自主选择，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进一步优化配置。同时，积极推进分布式发电

市场化交易，支持分布式发电与同一配电网内的电力用户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就近进行交易。新的

政策环境下，新能源电力市场将逐步放开，形成“基准价+上下浮动”的上网电价。 

（2）澳洲白石风电场销售模式 

依照澳大利亚现行规定，风电场所发电量的销售，就内容而言，分为电力销售和可再生能源

证书销售两部分；就期限而言，分为按照电力和可再生能源证书的即期价格销售及按照与电力购

买方约定的长期合约价格销售两种方式。其中，长期合约价格既可以同时包括电力价格和可再生

能源证书价格，也可以仅含其中一项价格。白石公司现采用按照电力和可再生能源证书的即期价

格进行结算的销售模式。 

①电力销售结算 

白石风电场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依照澳大利亚国家电力法以及白石公司与新南威尔

士州电网公司签订的并网协议，风电场所发电量并入电网公司指定的安装有计量装置的并网点，

在国家电力市场对即期电量按照即期电价进行销售并记录，由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局按周对销

售电量的总金额进行结算。 

②可再生能源证书销售结算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以下简称“配额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用法律的形式，强制性规定

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总发电量中所占比例（即配额），并要求供电公司或电力零售商对其依法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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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能满足配额要求的责任人处以相应惩罚的一种制度，而可再生能源证书是实现配额制的一项

政策工具，其与配额制配套运行，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成为满足配额制要求的一种方式和证明。 

2000 年 12 月 21 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审议通过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案》，发布强制

性可再生能源目标，对相关电力零售商规定了购买一定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法定义务。根据澳

大利亚现行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案》，白石公司作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商，可以根据澳大利亚

能源市场运营局提供的月度结算销售电量，按照每生产 1 兆瓦时电力额外获得 1 个可再生能源证

书，向澳大利亚清洁能源监管局申请可再生能源证书的数额认证，该局对白石公司的申请进行复

核及审计后，授予相应数额的可再生能源证书。可再生能源证书销售价格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决定，

白石公司可以在可再生能源证书市场进行销售和结算。 

 

三、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a)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39,416,074,095.57 33,084,300,229.41 19.14 23,509,708,263.7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660,179,622.26 9,829,874,257.07 8.45 7,353,447,661.62 

营业收入 3,538,902,531.89 2,667,213,251.32 32.68 2,487,370,654.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67,537,808.67 617,883,393.03 24.22 584,107,064.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55,963,507.85 604,829,714.32 24.99 561,084,886.8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01,949,323.15 1,397,175,837.38 50.44 1,574,003,942.7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7.49 7.52 
减少0.03个百

分点 
8.1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54 0.139 10.79 0.1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5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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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84,964,818.38 910,156,820.43 795,920,698.41 947,860,19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98,847,913.68 287,888,206.42 154,606,982.32 26,194,70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95,114,285.62 281,056,909.62 149,225,662.93 30,566,64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11,389,246.07 303,658,726.81 529,071,485.67 757,829,864.6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 股东情况 

a)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6,0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3,815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 
0 2,402,526,319 47.92 506,230,319 无 0 

国有

法人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

公司 
-130,149,501 85,476,620 1.71 0 无 0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 
-150,127,760 81,807,786 1.63 0 无 0 国家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14,605,265 66,961,071 1.34 0 无 0 其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53,631,168 53,631,168 1.07 0 无 0 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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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方红

启东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326,903 37,326,903 0.74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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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7,819 16,411,719 0.33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曹金秋 7,981,200 7,981,200 0.1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一二零七组合 
7,510,400 7,510,400 0.15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黄燕玲 7,000,000 7,000,000 0.1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b)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c)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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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a)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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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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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7月

18日 
680,000,000.00 3.70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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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9月 7日支付自 2020年 9月 7日至 2021年 9月 6日期间债券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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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19 日支付自 2020 年 7 月 18 日至 2021 年 7 月 17 日期间债

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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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债券名称 
信用评级机构

名称 

信用评级

级别 
评级展望变动 信用评级结果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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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 

主体信用

AA+；债项

信用 A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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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 

主体信用

AA+；债项

信用 A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未变化 

 

b)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1.12 68.07 3.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55,963,507.85 604,829,714.32 24.99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0 0.10 - 

利息保障倍数 1.66 1.68 -1.19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3,890.25 万元，同比增长 32.68%；利润总额 90,425.24 万元，同

比增加 17.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6,753.78万元，同比增加 24.22%。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运营装机容量达到 429.42万千瓦，实现上网电量 96.37亿千瓦

时，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2369小时，高出全国行业平均水平约 123小时。 

报告期内，公司上网电量 96.37 亿千瓦时，其中参与电力多边交易的电量为 41.13 亿千瓦时，基

数电量为 55.24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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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