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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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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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元（含税）。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61,800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 9,270万元（含税）。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

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本次利润分配不采用股票股利分配方式，亦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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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新能 60369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军 仲亚琼 

办公地址 南京市长江路88号22楼 南京市长江路88号22楼 

电话 025-84736307 025-84736307 

电子信箱 jqzj@sina.com jsnezqb@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及建设运营，目前主要包括风能发电、生物质能发



电和光伏发电三个板块。截至 2020 年末，公司控股装机容量 120.6 万千瓦，其中，风电项目装机

容量 99.9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项目装机容量 11.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装机容量 9.2 万千瓦；另

外，公司在建海上风电项目 35 万千瓦。 

公司主要通过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等流程，将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新能源

进行开发并转换为电力后销售，取得收入。另外，公司部分生物质项目为热电联产项目，除发电

外，同时向当地其他生产企业销售蒸汽和热水。 

公司项目投资运营主要包括三个阶段：项目开发阶段，由公司或下属项目公司负责特定区域

的项目开发，项目考察评估后立项，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项目投资申请，取得项目核准或备案；

项目建设阶段，公司按采购招标程序组织设备和工程施工的采购和招标，工程建设完成、验收调

试合格后，项目并网运行；项目运营阶段，由下属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运行、维护和检修，公司

对各项目运营情况进行监控，并对各下属公司实行经营目标考核。 

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装机容量、风力资源和光照资源、上网电价、资金成本、

生物质燃料成本等。 

（二）报告期内行业情况 

1、行业政策环境 

（1）国家提出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新能源行业迎来巨大发展机遇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20 月 12 月 12 日，在气候雄心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宣布：到 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

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 年增加 60 亿立方

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风电装机 2.81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2.53 亿千瓦。对照习总书记提出

的“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的目标，未来十年我国风电、

太阳能发电至少还需实现 6.66 亿千瓦的增长。可以预见，我国能源电力转型将进一步提速，新能

源迎来更大规模发展机遇。 

（2）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工作进一步推进 

随着我国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造价成本显著下降，

经济性方面已逐渐具备和传统能源竞争的基础。2019 年，国家正式启动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

价上网工作，当年公布了第一批共计 2076 万千瓦新能源平价上网项目名单。2020 年 8 月，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公布 2020 年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的通

知》，共计约 4445 万千瓦新能源平价上网项目纳入 2020 年名单，其中平价风电项目约 1140 万千

瓦、平价光伏发电项目约 3305 万千瓦，2020 年平价上网项目装机规模明显扩大。 

根据国家发改委 2019 年 5 月《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2021 年起，我国新核准

的陆上风电项目将全面实现平价上网。光伏发电方面，2020 年竞价项目平均度电补贴强度约为

0.033 元/千瓦时，业内人士预计，“十四五”初期将进入全面平价阶段。 

（3）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机制有所调整 

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实行基于固定电价下的补贴政策，

补贴资金来源是随电价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但随着行业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收入远不能满足可再生能源发电需要，补贴资金缺口持续增加。为解决补贴拖欠问题，实现可再

生能源向平价上网的平稳过渡，2020 年 2 月，《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先后对外发布。政策明确：新增补贴项目规模由新增补

贴收入决定，做到新增项目不新欠；新增海上风电和光热发电项目不再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

已核准（备案）并于 2021 年底前全部机组并网的存量海上风力发电和光热发电项目，按相应价格

政策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已并网的存量项目，国家不再发布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补助目录，

符合条件的项目经审核确认后均纳入补助清单，按合理利用小时数核定中央财政补贴额度。 

2020 年 10 月，《关于<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事项的补充通

知》发布，明确了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的数值和补贴的计算方式。

在未超过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时，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当年实际发电量给予补贴；

所发电量超过全生命周期补贴电量部分，或者风电、光伏发电项目自并网之日起满 20 年后，生物

质发电项目自并网之日起满 15 年后，不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核发绿证准许参与绿证交易。 

（4）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开始考核 

2019 年 5 月，《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印发，决定对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按年度确定电力消费中可再生能源应达到的最低比重指标，要求电力销售

企业和电力用户共同履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2020 年起全面进行监测评价和正式考核。

2020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各省级行政区域 202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责任权重的通知》，按通知中的消纳责任权重测算，2020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占比目标为

28.2%、非水电消费占比目标为 10.8%，分别比 2019 年增长 0.3 和 0.7 个百分点。 

（5）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开始施行 



自 2011 年，我国批准 7 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开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已进

行了多年准备。2017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

业）》，在发电行业率先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2020 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后，全国碳

市场建设进一步加速，2020 年底，《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印发，自 2021 年 2 月 1 日

起施行；《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公布，全

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2225 家发电企业将分到碳排放配额。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指出，生态环境部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要求，综合

考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等因素，制定碳排放配

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据此向本行政区域内的重点排放单位分配年度碳

排放配额。碳排放权通过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进行交易。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国家核证

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抵销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 5%。 

（6）国家计划实施配额制下的绿证交易 

2017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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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为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企业（不含分布式光伏发电）所

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发放绿色电力证书，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开展绿证自愿认购工作。

自愿认购阶段，绿证交易量很小。 

2019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

有关工作的通知》，鼓励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通过绿证交易获得合理收益补偿。国家通过

多种措施引导绿证市场化交易。2019 年 5 月，《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

知》提出，绿证作为市场主体完成消纳责任权重的补充方式。2020 年 2 月，《关于促进非水可再

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配额制下的绿色电力证书交

易，同时研究将燃煤发电企业优先发电权、优先保障企业煤炭进口等与绿证挂钩，持续扩大绿证

市场交易规模，并通过多种市场化方式推广绿证交易。企业通过绿证交易获得收入相应替代财政

补贴。从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预计，随着绿证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尤其是与配额制相结合后，

未来绿证交易市场将逐步扩大。 

2、报告期内新能源行业数据 

2020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布局不断优化，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稳步扩大，发电量持

续增长，利用率水平保持在高位。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9.34 亿千瓦，

同比增长约 17.5%；其中，水电装机 3.7 亿千瓦、风电装机 2.81 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2.53 亿千



瓦、生物质发电装机 2952 万千瓦。2020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2148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约 8.4%。其中，水电 13552 亿千瓦时；风电 4665 亿千瓦时；光伏发电 2605 亿千瓦时；生物质

发电 1326 亿千瓦时。 

（1）全国风电建设和运行情况 

2020 年，全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 7167 万千瓦，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机 6861 万千瓦、海上风

电新增装机 306 万千瓦。2020 年新增并网风电装机超过此前三年新增装机量之和，创历史新高。

到 2020 年底，全国风电累计装机 2.81 亿千瓦，其中陆上风电累计装机 2.71 亿千瓦、海上风电累

计装机约 900 万千瓦。2020 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2097 小时；全国平均弃风率 3%，较去

年同比下降 1 个百分点。 

（2）全国光伏发电并网运行情况 

2020 年，全国光伏新增装机 4820 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 3268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 1552

万千瓦。2020 年光伏发电量 260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1%。从新增装机布局看，中东部和南方

地区占比约 36%，“三北”地区占 64%。2020 年，全国光伏平均利用小时数 1160 小时；全国平均

弃光率 2%，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3）全国生物质发电建设和运行情况 

2020 年，全国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 543 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 2952 万千瓦，同比增长 22.6%；

2020 年生物质发电量 132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4%，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累计装机排名前

五位的省份是山东、广东、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为 365.5 万千瓦、282.4 万千瓦、242.0 万千

瓦、240.1 万千瓦和 213.8 万千瓦。 

（4）江苏省新能源行业数据 

截至 2020 年底，江苏省发电装机容量 14146 万千瓦，其中风电 1547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 1684

万千瓦，垃圾发电 154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 80 万千瓦，分别占总装机容量的 10.94%、11.90%、

1.09%、0.57%；新能源装机容量共计 3465 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 24.49%； 

2020 年江苏省新增发电能力 992 万千瓦，其中风电新增 506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 200 万

千瓦；垃圾发电新增 24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 21 万千瓦。 

2020 年江苏省发电量 5074 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发电量 519 亿千瓦时，占全省发电量的

10.24%。在新能源发电量中，风电发电量 2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54%；太阳能发电量 167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8.28%；垃圾发电量 8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57%；生物质发电量 37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6.34%。 



报告期末，公司风电装机容量占江苏省风电装机 6.46%，生物质装机容量占江苏省生物质装

机的 14.38%，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占江苏省太阳能发电装机的 0.55%。 

（以上全国行业数据来源于：国家能源局 2021 年一季度网上新闻发布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2020-2021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江苏省行业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电力行业

协会《2020 年 1-12 月份新能源行业数据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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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1,214,134,348.09 8,342,125,519.19 34.43 8,198,025,594.33 

营业收入 1,546,722,242.92 1,484,404,012.94 4.20 1,472,814,118.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3,717,843.88 253,953,179.50 -39.47 314,641,509.6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6,902,380.75 246,063,963.39 -40.30 312,283,632.5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652,752,509.11 4,592,788,646.32 1.31 4,462,027,987.8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10,795,432.63 517,439,515.13 56.69 857,668,331.6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5 0.41 -39.02 0.5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33 5.61 减少2.28个百

分点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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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014,214.92 424,181,513.18 327,407,578.85 356,118,93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7,321,253.42 114,711,057.31 48,722,174.01 -197,036,64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84,215,100.19 113,114,503.62 47,841,567.62 -198,268,790.68 



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2,387,997.86 116,851,605.81 198,529,905.74 313,025,9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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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1,57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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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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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

公司 

0 325,000,000 52.59 325,000,000 无 0 国有

法人 

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0 75,000,000 12.14 75,000,000 无 0 国有

法人 

盐城市国能投资有限

公司 

0 75,000,000 12.14 0 无 0 国有

法人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 

0 25,000,000 4.05 25,000,000 无 0 国有

法人 

陈涛 966,600 966,600 0.16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朱元君 734,500 734,500 0.12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於鸿 644,400 644,400 0.10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吴熙强 486,800 596,074 0.10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章胜 510,300 510,300 0.08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陈妙 -320,276 501,800 0.08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江苏省人民政府。除

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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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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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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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公司控股新能源发电项目累计上网电量 25.0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48%；全年营

业收入 15.47亿元，同比增长 4.20%；营业成本 9.29 亿元，同比增长 2.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4亿元，同比减少 39.47%；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1亿元，同比增

加 56.69%。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12.14亿元，较年初增加 34.43%；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46.53 亿元，较年初增加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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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详见年度报告附注“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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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受控制的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详见年度报告附注九之“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合并

范围的变化情况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