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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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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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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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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朱大旗 因其他公务 汪昌云 

独立董事 张一弛 因其他公务 穆林娟 

董事 王照虎 因其他公务 张伟 

董事 焦安山 因其他公务 耿养谋 

董事 于福国 因其他公务 关杰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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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分配、不转增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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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昊华能源 60110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关杰 赫春江 

办公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电话 01069839412 01069839412 

电子信箱 zb@bjhhny.com bjhhnyzqb@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仍为煤炭生产与销售。2016 年 9 月，随着国泰化工 40 万吨煤制甲醇项目



的正式投入运营，公司主营业务中增加了甲醇的生产与销售。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20,232,436,591.90 19,810,712,221.64 2.13 14,254,345,653.53 

营业收入 5,103,229,046.58 6,571,831,838.63 -22.35 6,859,845,79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54,910.07 57,600,434.28 -114.5 182,826,79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143,681.83 -45,263,337.97 20.15 105,619,73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37,744,878.90 6,549,680,449.09 1.34 6,767,372,811.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0,410,744.82 -128,938,803.64 891.39 171,434,97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120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120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3 0.85 减少0.98个百分点 2.7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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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37,394.94 843,047,114.89 1,093,834,134.44 2,102,710,40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176,450.83 -41,653,813.67 27,075,408.47 107,399,94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03,064,436.37 -39,674,824.02 22,749,709.72 83,845,868.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34,061.68 134,522,723.65 479,088,857.76 386,165,101.7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7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77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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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747,564,711 62.30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29,587,284 2.47 0 未知  其他 



首钢总公司 0 22,319,545 1.86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0 22,314,258 1.86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20,876,800 1.74 0 未知  其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 10,145,069 0.85 0 未知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4,729,300 0.39 0 未知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4,729,300 0.39 0 未知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4,729,300 0.39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4,729,300 0.39 0 未知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4,729,300 0.39 0 未知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4,729,300 0.39 0 未知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4,729,300 0.39 0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 4,729,300 0.39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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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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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债券情况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2014 年北京昊 14 122365 2015 年 3 2022 年 3 1,500,000,000 5.5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 上海证券



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

券（第一期） 

昊华 

01 

月 26 日 月 26 日 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交易所 

2014 年北京昊

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

券（第二期） 

14 

昊华 

02 

136110 
2016 年 1

月 22 日 

2023 年 1

月 22 日 
1,500,000,000 5.85%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6 年 3 月 28 日，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14 昊华 01”的 2016 年度付息工作。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16 年 6 月 21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

项 2016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评级结果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AA+，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14

昊华 01”、“14 昊华 02”的信用等级维持 AA+。 

根据上交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于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披露

之日起两个月内披露 2016 年度债券信用跟踪评级报告。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6 年 2015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5.94% 45.49% 0.45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6 0.06 0.00 

利息保障倍数 1.52 1.37 11.19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和决议执行情况 

2016 年，共召开股东大会 4 次，审议通过 23 项议案；召开 10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46 项议案。

议案涵盖了工作报告、定期报告、利润分配、关联交易、董监事更换、京西煤矿退出、融资、出售资产、

重大资产重组等方面内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得到有效落实，决议执行情况如下：公司全年共披露

定期报告 10 项，临时公告和其他文件 122 项；完成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工作；完成董监事更换和章程修

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交易所信息修改；长沟峪煤矿顺利完成闭井工作；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股东大

会批准的金额；出售诚和国贸股权工作全部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由于条件不具备因而终止，等等。 

2、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2016 年，公司煤炭产量完成 839.42 万吨，其中：京西矿区 317.64 万吨，高家梁煤矿 521.78 万吨；

甲醇产量完成 18.67 万吨；实现煤炭销量 1,460.92 万吨，甲醇销量 14.94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51.03 亿元，

实现利润总额 1.06 亿元。 

3、控重点，全面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公司坚持多年形成的安全管理思路和长效机制，持续深化“红线”意识，不断强化底线思维，践行

“零理念”、落实“三个一切”和“三个坚决”，确保京西煤矿退出期间安全生产持续保持稳定。 

一是继续开展形势教育和主题警示教育活动。公司开展了贯穿全年的“转观念、理思路、求生存、

渡难关”主题教育活动，促使广大员工认清形势、厘清思路，进一步增强了践行“零理念”的自觉性与

主动性。 

二是持续强化安全监察长效机制落实，开展专项监察和整顿。公司对重点工作面、系统实行当周覆

盖，对一般采掘工作面每季度覆盖检查，对矿井生产系统和岗点每季度覆盖检查；实行专项研讨监察机

制，对典型较大风险实行专项研讨监察，确保不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对“安全办公会”、“安全分析

会”等制度执行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监察，促进了责任落实；开展了采掘机电运输管理工作专项整顿，补

短板、进一步巩固安全基础。 

三是进一步加强冲击地压防治。公司从制度建设、组织保障、资金投入、技术措施等方面全方位开

展工作，并与院校科研机构合作，持续对应力集中防治进行科研攻关，形成了冲击危险性预测、监测预

警，防范治理、效果检验、安全防护的综合防治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四是落实外埠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通过在外埠企业中持续推进五精管理，规范、完善和统一了各项

安全管理工作流程。同时，加强制度落实的督查检查，进一步强化了安全监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实现

安全监管全覆盖，提升了全员安全意识。 

2016 年共发生工伤 21 起，其中：工亡事故 2 起，工亡 2 人；重伤 1 起，伤 1 人；轻伤事故 18 起，

伤 18 人。 

4、细化工作、明确任务，实现长沟峪煤矿平稳有序退出 

京西煤矿逐步退出是公司主动适应和积极落实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举措，也是北京城市功能定

位的必然要求，是大势所趋。长沟峪煤矿作为退出的第一个矿井，在经验上、技术上、管理上都具有重

要意义。 

一是成立组织机构，明确责任分工。按照京西“有序退出、分步实施”的原则，公司成立了由公司

董事长和总经理任组长的长沟峪煤矿停产领导小组，并下设相关专业组，加强长沟峪煤矿安全、生产、

保卫、维稳、闭坑、人员安置、资产处置、验收等相关工作，分阶段具体研判长沟峪煤矿的各项工作。 

二是划分工作节点，细化工作任务。按照“安全、环保、平稳、有序”和“生产安全、回收安全、



财产安全”的要求，完成了安全生产、矿井回收、封堵井口、资产处置、库存清除、物资调剂、闭坑验

收等工作。 

三是多路径设计，稳妥安置员工。公司本着“公开透明、依法办事、依规办事”的原则，从保证员

工利益出发，重视鼓励引导、尊重个人意愿，有针对性地宣传转移和安置政策，逐个征询员工意向、讲

解政策、疏解困惑，做好沟通保证矛盾不激化。 

截止目前，长沟峪煤矿闭井工作已顺利通过了国家及北京市的验收。退出过程中，未发生一起因劳

动纠纷造成的上访或仲裁，为京西其他各矿平稳有序退出积累了宝贵经验。 

5、开源节流、挖潜提效，确保实现经营目标 

一是明确目标、立约考核，实行政策激励。经理层根据公司年初总体部署和各项经营管理目标的要

求，与所属各经营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经营目标立约书，包括安全、生产、商品煤结构、人力资源总量、

单位成本等重点经营指标，明确立约内容和考核标准，按照考核周期，给予兑现。截至去年底，立约目

标 10 项，共完成 8 项。 

二是从严管控，强化成本费用控制。实施费用总额立约管理，合理降低采购成本，避免物质积压和

资金占用，材料成本同比下降了 5,436 万元；长沟峪退出后设备、配件、大型材料等资产实现有效利用，

各生产矿相互调剂物资 197.14 万元，VMI 物资办理退货 953.69 万元；强化预算执行，管理费用持续下

降，较上年同比下降 3,644 万元，其中：四项费用下降 164 万元，车辆费用下降 141 万元；加强与港口

沟通协调，争取优惠政策，节省港口费用近千万元；继续“瘦身”工程，有效压缩人员总量，京西矿区

全年分流安置 2,995 人，人工成本进一步降低，较开始“双压缩”前的 2013 年降低了 6.82 亿元。 

三是有效盘活资金，现金流畅通，资金成本可控。公司创新资金使用手段，通过公司债券、超短融、

信用证、银行贷款、票据池等多种融资方式，确保公司现金流畅通，资金成本可控。其中：利用“票据

池”节约利息支出 820 万元；预判美元升值，以美元划转方式，创收 921.44 万元。 

四是争取和利用政策，降低企业负担。一方面积极争取产能退出奖补资金，2016 年公司共收到中央

和北京市专项奖补资金 9,663 万元，极大减轻了煤矿退出带来的人员安置压力。另一方面，继续利用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和西部大开发政策优惠，降低企业税负。 

6、抓机遇，多渠道扩大销售收入 

一是研判市场变化，适时调整价格。公司抓住下半年市场转好的机遇，通过 6 次调价，通过适时调

价，煤炭收入较上半年大幅增加，回款情况良好，现金回款比例明显提高，应收账款大幅缩减。 

二是积极维护老用户，确保重点用户。公司努力克服京西煤矿退出带来的冶金煤资源量减少的不利

因素，合理安排各矿生产部署，确保煤炭生产和运输，满足了下游用户的生产急需，稳定了重点用户。 

三是持续改善京西洗煤工艺，调整块煤产品结构，满足用户对产品粒级的不同要求，提高产品的适



应性，提升产品竞争力。 

7、强化外埠项目经营和建设，京外煤运化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公司多年来不断强化外埠项目的经营、积极有序地推进项目建设。经过多年努力，内蒙各项目均取

得了实质性成果，京外产业链优势初步形成，为实现公司京西退出期间的有序接替和今后的稳定经营打

下了坚实基础。 

一是昊华精煤在继续保持较高盈利的同时，不断强化各项经营管理，取得实效：全年共实现收入 10.6

亿元，利润总额 1.5 亿元；持续开源节流、降低成本、盘活现金流，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实现

增收 600 万元；通过创新洗选工艺，精煤产率达到 59.09%，再创历史最好水平，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和企业的盈利能力。 

二是国泰化工 40 万吨煤制甲醇项目先后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等，并

于 2016 年 9 月正式投产。2016 年国泰化工项目共实现利润 1,113 万元，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达产、

当年验收、当年盈利的昊华项目建设模式，以及煤化工“安、稳、长、满、优”的目标；并与多家大型

化工企业签订了年度甲醇购销框架协议，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客户关系，构建了内蒙古、陕西为主，

涵盖西北地区的市场布局；余热发电实现并网发电，自发电量己占到总用电量的 62%，有效降低了生产

成本。 

三是东铜铁路本着“量价挂钩、以量为主、一事一议、灵活经营”的思路，采取“联合开发、扩大

服务”的策略，对内严细管理、节支降耗，对外着力做好客户服务、加强与铁路的沟通协调，全年共发

运煤炭 490 万吨，实现收入 8,963 万元，利润 431 万元。 

四是红庆梁煤矿项目有序推进。全力以赴办理采矿证，根据国家化解产能过剩政策，以京西矿区部

分退出产能置换，实现了红庆梁煤矿 600 万吨/年的二次核准。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相关规定：（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

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

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本年调增税金及附



加金额 704 万元，本年调减管理费用金额 704 万元。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

据不予调整。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会计政策进行损益科目间的调整，不影响损益、不影响

净资产，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16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1 户（其中二级子公司 8 户，三级子公司 3 户），详见

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