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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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裴红卫 因公出差 李书升 

 

4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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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以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公司股本总额 4,155,56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现金分红，每 10股分配现金 0.44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 182,844,640 元，占公司 2017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399,028,698.53元的 45.82%。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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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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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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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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由于前任董事会秘书辞职，报告期结束时尚未聘任董事会秘书，依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由

法定代表人李书升先生代行董秘职责。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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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

绿色电力，源源不断地输入电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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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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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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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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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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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种方式

确定： 

 第一种是依照国家定价。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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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费结算，回笼货币资金。国家定价结算方式是公司电量销售结算

的主要方式。 

 第二种是近两年逐渐形成的多边协商定价，简称电力多边交易。为缓解弃风限电对风电企业

的影响，由地方政府推动，电网公司根据“特定用电侧”需求，提出交易电量和电价的指导意见，

组织“发电侧”企业就此部分交易电量和电价进行磋商，确定各发电企业所承担的电量和上网基础

电价。多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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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交易结算方式是公司电量销售结算的补充方式。 

 为引导全社会绿色消费，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进一步完善风电、光伏发电的补贴机制，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发布《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

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要求根据《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规则》（试行）建立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体系。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可再生能源绿

色电力证书（简称绿证）核发和自愿认购，每 1000kW/h 的绿色电力核发一张绿证，绿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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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于国家新能源补贴电价。在目前的自愿认购阶段，没有售出的绿证仍由国家补贴，所以，在

自愿认购阶段，无论绿证是否售出，对公司绿色电力的销售没有任何影响。 

 （三）报告期内行业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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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保持着世界增长最快的能源地位。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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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00MW 增至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539,581MW。 

 

全球风电装机累计容量（2001 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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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底，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5.40 亿千瓦，

遍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十二五”时期，全球风电装机新增 2.38 亿千瓦，年均增长 17%，是装

机容量增幅最大的新能源发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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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风电在丹麦、西班牙和德国用电量中

的占比分别达到 42%、19%和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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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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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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开发利用的经济性显著提升。随着全球范围内风电开发利用技术不断进步及应用规

模持续扩大，风电开发利用成本在过去五年下降了约 30%。巴西、南非、埃及等国家的风电招标

电价已低于当地传统化石能源上网电价，美国风电长期协议价格已下降到化石能源电价同等水平，

风电开始逐步显现出较强的经济性。 

 （4）风力发电向海上进军。从全球风电的发展情况来看，由于陆地风电场可开发的地方逐渐

减少，而海上风能资源丰富稳定，且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电网容量大，风电接入条件好，风电场

开发已呈现由陆上向近海发展的趋势。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发布的《全球风电市场年度统计报告》，

2017 年，海上风电装机实现了创纪录突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18,814MW,同比增长

29.90%。从区域来看，2017 年，欧洲依然是最大的海上风电市场，中国位居世界第三位，北美和

台湾地区等新兴海上风电市场也正在开放。根据《全球海上风电市场报告》预计，2018 年全球共

计将新增 3.9 吉瓦海上风电并网容量，中国海上风电项目的施工速度加快、欧洲市场进一步的成

熟发展将成为主要推动力。2017～2026 年间，全球海上风电产业将稳健发展，复合平均增长率将

达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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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 900 多个气象站将陆地上离地 10m

高度资料进行估算，全国平均风功率密度为 100W/m2，风能资源总储量约 32.26 亿 kW，可开发

和利用的陆地上风能储量有 2.53 亿 kW，近海可开发和利用的风能储量有 7.5 亿 kW，共计约 10

亿 kW。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西北和东北的草原、戈壁滩以及东部、东南部的

沿海地带和岛屿上。这些地区缺少煤炭及其他常规能源，并且冬春季节风速高，雨水少；夏季风

速小，降雨多，风能和水能具有非常好的季节补偿。另外在中国内陆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

有些地区具有丰富的风能资源，适合发展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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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国风电产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我国风电场建设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其后的十余年中，经历了初期示范阶段和产业化建

立阶段，装机容量平稳、缓慢增长。自 2003 年起，随着国家发改委首期风电特许权项目的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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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建设进入规模化及国产化阶段，装机容量增长迅速。特别是 2006 年开始，连续四年装机容

量翻番，形成了爆发式的增长。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的统计，2013 年至 2017 年，我国风电新增装

机容量，连续五年保持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第一位。我国累计风电装机容量 2009 年跃居世界第一位，

直至 2017 年一直保持全球第一位。截至 2017 年底，我国仍保持全球最大的风能市场地位不变，

装机容量占全球 34.9%的份额。 

2001 年至 2017 年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及年增长率如下表所示： 

 

年份 
截至当年 12 月 31 日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年增长率 
（MW） 

2001 年 404 - 

2002 年 470 16.34% 

2003 年 568 20.85% 

2004 年 765 34.68% 

2005 年 1,272 66.27% 

2006 年 2,559 101.18% 

2007 年 5,871 129.43% 

2008 年 12,024 104.80% 

2009 年 25,805 114.61% 

2010 年 44,733 73.35% 

2011 年 62,733 40.24% 

2012 年 75,324 20.07% 

2013 年 91,424 21.37% 

2014 年 114,609 25.36% 

2015 年 145,362 26.83% 

2016 年 168,690 16.05% 

2017 年 188,232 11.58% 

资料来源：全球风能理事会《全球风电装机数据》、《Annual Markets Update》、《全球风电市场发展报告 2012》、

《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3》、《GLOBAL WIND REPORT 2014》、《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5》《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6》《GLOBAL WIND STATISTICS 2017》 

 

 

 （3）我国风电行业发展模式 

 自 2005 年开始，我国风电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过去十年，风电行业主要是依靠集约式发展，

国家鼓励在“三北”（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新建大型风电基地，通过超高压长距离输电线路将

绿色电能输送到经济发达地区使用。但由于电源建设速度快于输变电线路的建设速度，导致了“弃

风限电”现象的发生。进入“十三五”时期，国家推进“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发展战略，根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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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按照“统筹规划、集散并举、陆海齐进、有效利用”的原则，严格开

发建设与市场消纳相统筹，着力推进风电的就地开发和高效利用，积极支持中东部分散风能资源

的开发，在消纳市场、送出条件有保障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大型风电基地建设，积极稳妥开展海

上风电开发建设，完善产业服务体系。到 2020 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确保达到 2.1 亿千瓦以上。 

 （4）我国风电行业定价机制 

 根据《可再生能源法》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

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根据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特点和不同地区的情况，按照有利于促进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确定，并根据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和

公布。 

 根据国家发改委颁布并于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

办法》（发改价格[2006]7 号），2005 年 12 月 31 日后获得国家发改委或者省级发改委核准的风电

项目的上网电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电价标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招标形成的价格确定；可

再生能源发电价格高于当地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差额部分，在全国省级及以上电网销售

电量中分摊。 

 2009 年至今，随着我国风电规模不断扩大，为使投资明确，国家发改委数次下调风电上网标

杆电价。如下表： 

 

我国历年风电分资源区标杆电价 

资源区 

2009年 8月

至 2015 年

（元/kWh） 

2015年 1月

1 日后核准

（元/kWh） 

2016年 1月

1 日后核准

（元/kWh） 

地区 

Ⅰ类资源区 0.51 0.49 0.47 

内蒙古自治区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

呼伦贝尔市以外其他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

玛依市、石河子市 

Ⅱ类资源区 0.54 0.52 0.50 

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甘肃

省嘉峪关市、酒泉市 

Ⅲ类资源区 0.58 0.56 0.54 

吉林省白城市、松原市；黑龙江省鸡西市、

双鸭山市、七台河市、绥化市、伊春市，大

兴安岭地区；甘肃省除嘉峪关市、酒泉市以

外其他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除乌鲁木齐

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

河子市以外其他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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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类资源区 0.61 0.61 0.60 除Ⅰ类、Ⅱ类、Ⅲ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2016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调整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

对 2018 年及以后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上网电价实施新的电价，调整后的上网电价政策为： 

资源区 

2018 年新建陆

上风电标杆上

网电价 

（元/kWh） 

各资源区所包括的地区 

Ⅰ类资源区 0.40 

内蒙古自治区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以

外其他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

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 

Ⅱ类资源区 0.45 
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通辽市、

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甘肃省嘉峪关市、酒泉市；云南省 

Ⅲ类资源区 0.49 

吉林省白城市、松原市；黑龙江省鸡西市、双鸭山市、七

台河市、绥化市、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甘肃省除嘉峪

关市、酒泉市以外其他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除乌鲁木

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以外

其他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Ⅳ类资源区 0.57 除Ⅰ类、Ⅱ类、Ⅲ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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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9,952,376,556.59 17,942,287,601.25 11.20 17,817,028,227.54 

营业收入 1,871,449,197.96 1,415,192,368.08 32.24 1,359,369,893.5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9,028,698.53 188,596,846.22 111.58 203,361,221.0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3,976,296.10 144,664,269.03 158.51 131,038,492.9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683,815,030.07 6,352,481,667.85 5.22 6,260,180,785.0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03,308,494.31 1,138,448,280.77 5.70 1,349,002,179.48 

基本每股收益 0.096 0.045 113.33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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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15 3.00 

增加3.15个百

分点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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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682,802.14 497,555,415.40 403,028,273.92 539,182,70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9,532,258.16 130,126,368.00 54,375,604.41 114,994,46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95,327,902.03 123,795,388.53 49,521,042.14 105,331,96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9,644,005.50 295,683,992.75 242,407,723.81 455,572,7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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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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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    
948,148,000 1,896,296,000 45.63 0 无 0 

国 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 
191,382,533 507,431,866 12.21 0 无 0 国家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

司 
149,024,700 304,049,400 7.32 0 无 0 

国 有

法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40,599,800 85,499,800 2.06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40,001,100 80,001,100 1.93 0 无 0 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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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法人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策略投资产品 
7,770,800 34,000,000 0.82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15,000,000 30,000,000 0.72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二户 
11,852,000 23,704,000 0.57 0 无 0 国家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消费活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303,800 14,607,600 0.35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

组合 
7,291,800 7,291,800 0.18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及股东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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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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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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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9月 7

日 

2022年

9月 7

日 

300,000,000.00 4.83% 

采用单

利按年

计息，

不计复

利。每

年付息

一次，

最后一

期利息

随本金

的兑付

一起支

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资信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出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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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报告》（大公报 CY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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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号），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5.3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2.93 60.59 2.3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3 0.12 7.09 

利息保障倍数 2.00 1.65 20.97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7年末，公司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233.85 万千瓦，全年实现上网电量 47.36亿千瓦时，

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2059小时，高于全国平均 111小时。其中，公司在河北、蒙西、甘肃、新疆地

区的平均可利用小时数分别为 2247小时、2533小时、1807小时、1958小时。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7,144.92万元，同比增长 32.24%；利润总额 53,439.57万元，

同比增长 58.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9,902.87万元，同比增长 111.58%。 

 报告期内，公司的上网电量为 47.36 亿千瓦时，其中直接售电电量为 33.25 亿千瓦时；参与

电力多边交易的电量为 14.11亿千瓦时。 

 

2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公司对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详见公司 2017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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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7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30 户，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

公司 2017年度报告中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