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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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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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静 因另有公务 沈军民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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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总额6,473,713,8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现金分红，每

10股分配现金0.74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479,054,824.01元（含税），占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330,054,444.79元的3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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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维持分

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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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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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芹  

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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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10-83052204  

电子信箱 cecwpc@cecwpc.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全球风电行业发展情况 

（1）全球风能增长的态势 

全球风电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尽管宏观经济环境动荡，但风电行业正在进入一个加速增长

的新时代。风电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受到各国政府重视，在迪拜举行的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COP28）上，近 200 个政府同意了到 2030 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再增加两倍的历

史性目标。根据《全球风能报告 2024》中的统计数据，2023 年全球累计风电装机容量突破了第一

个 TW 里程碑，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装机容量达到 1021GW，同比增长 13%。2023 年，全

球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达到创纪录的 117GW，较 2022 年同比增长 50%，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

也是有记录以来陆上风电装机容量最高的一年，单年装机首次超过 100GW，达到 106GW，同比

增长 54%。中国和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两个陆上风电新增市场，其次是巴西、德国和印度，这

5 大市场新增装机容量占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 82%，比 2022 年高 9%。尽管如此，风电行业仍须

将其年新增装机从 2023 年的 117GW 提高到 2030 年的至少 320GW，才能实现 COP28 和温升 1.5

摄氏度的目标。《全球风能报告 2024》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路线图。GWEC 呼吁政策制定者、

投资者和社区在投资、供应链、系统基础设施和公众共识等关键领域共同努力，为风能增长创造

条件，直到 2030 年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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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发布的《全球风能报告 2024》 

（2）海上风电有望实现真正的全球增长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发布的《2024 全球海上风电报告》中指出，在 2023 年实现历史第二

高的年度装机容量以及关键政策突破之后，海上风电有望实现真正的全球增长，并为该行业在未

来十年的加速扩张奠定了基础。2023 年，尽管在一些关键市场面临宏观经济挑战，但风电行业仍

然实现新增海上风电装机 10.8GW，全球累计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75.2GW。2023 年新增装机容

量比上一年增长了 24%，如果目前的政策趋势得以保持，全球风能理事会预计这一增长速度将持

续到 2030 年。GWEC 预测，未来十年（2024-2033 年）全球将新增 410GW 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使海上风电部署符合全球海上风电联盟（Global Offshore Wind Alliance）设定的 2030 年 380GW 的

目标。这种快速发展必须建立在行业和政府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以及构建简洁高效的政策和监管

框架的基础上。 

（3）中国保持在风能发展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2023 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 75GW，创下新纪录，占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近 65%，中

国的增长支撑了亚太地区创纪录的一年，同比增长 106%。截至 2023 年底，中国累计风电装机容

量达到 440GW，占全球风电装机总量的 43%。同时，中国连续第六年成为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增速

最快的国家，在实现海上风电平价的同时，拉动全球海上风电市场高速增长。2023 年，中国新增

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6.3GW，占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的 58%。 

（4）全球风电行业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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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发布的《全球风能报告 2024》预测，未来五年（2024-2028 年），

陆上风电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将保持 6.6%，预计累计新增装机容量为 653GW，预计年平均

新增装机容量为 130GW，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增长仍将是全球陆上风电发展的支柱，预计将占未

来新增容量的 80%以上。海上风电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将保持 28%，预计累计新增装机容

量为 138GW，预计年平均新增装机容量为 27.6GW，2024-2025 年，中国和欧洲将继续占主导地位，

从 2026 年起，美国和亚太新兴市场份额逐步增加。GWEC 认为，增长势头在 2028 年后将继续保

持，与 2023 年《全球风能报告》中发布的 2030 年全球展望相比，对 2024-2030 年间累计风电装

机容量的预测增加了 107GW（同比增长 10%），主要受中国和欧洲的发展预期提高的影响。根据

预测，全球很有可能提前一年于 2029 年年底实现第二个 TW 的里程碑，但是实现《巴黎协定》目

标仍存在一系列的挑战。 

（二）我国风电行业发展情况 

（1）我国风能资源评估情况 

《2024 年中国风能太阳能资源年景公报》显示，2024 年全国风能资源为正常年景，与近 10

年（2014-2023 年）相比，10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偏大 0.27%，地区差异性较大。70 米高度年平均

风速约 5.4 米/秒，黑龙江西部和东部、吉林西部、辽宁中西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山西

北部、新疆东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山脊地区等地风能资源较好，70 米高

度风功率密度超过 300 瓦/平方米，有利于风力发电。100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为 5.8 米/秒，内蒙

古、辽宁、吉林等 3 个省（自治区）年平均风功率密度超过 300 瓦/平方米。 

从空间分布看，2024 年内蒙古中部及东部、新疆东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甘肃西部、青藏高

原大部等地风能资源较好，70 米高度平均风速达到 7.0 米/秒，有利于风力发电。2024 年，各省

（区、市）70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在 3.9 米/秒至 6.4 米/秒之间，其中，内蒙古、辽宁年平均风速超

过 6.0 米/秒。 

（2）我国风电行业定价机制 

至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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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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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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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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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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 2022 年新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延续平价上网政策的函》

通知中提出，2021 年，我国新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全面实现平价上网，行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为促进风电、光伏发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22 年，对新建项目延续平价上网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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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体现新能

源的绿色电力价值。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支持风电、光伏发电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4 年，国家发改委公布《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文件明确，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包括保障性收购电量和市场交易电量。保障性收购电量是指按照国家可

再生能源消纳保障机制、比重目标等相关规定，应由电力市场相关成员承担收购义务的电量。市

场交易电量是指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价格的电量，由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等电力市场相关成员共

同承担收购责任。 

2025 年 2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

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 号）。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在

市场外建立差价结算的机制，纳入机制的新能源电价水平、电量规模、执行期限等由省级价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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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会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电力运行主管部门等明确。推动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全部进入电

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化交易形成，同时以 2025 年 6 月 1 日为节点，区分存量和增量项目分

类施策。 

（3）2024 年我国风电行业运行情况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4-2025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及国家能源局

发布数据，2024 年，全国电力供应安全稳定，电力消费平稳较快增长，电力供需总体平衡，电力

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2024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9.85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8%，增速比

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2024 年，包括第一、二、三产在内的全国全行业用电量比 2020 年增长了

29.5%，“十四五”以来年均增长 6.7%。国民经济运行总体稳定以及电气化水平提升，拉动近年来

全行业用电量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电力生产供应方面，截至 2024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33.5 亿千瓦，同比增长 14.6%。

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在内的新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14.5 亿千瓦，首次超过火电装机规

模。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达到 14.1 亿千瓦，提前 6 年完成我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承诺的“到

2030 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目标。其中，陆上风电 4.8 亿千瓦、

海上风电 4,127 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共 5.2 亿千瓦，同比增长 18.0%；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8.9 亿千瓦，同比增长 45.2%。 

2024 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4.3 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多投产 6,255 万千瓦；国

家大力推进荒漠化防治与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建设，加快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实施“千乡万

村驭风行动”，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全年合计新增装机 3.6 亿千瓦，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的比重达

到 82.6%。2024 年，全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7,982 万千瓦，同比增长 6%，其中陆上风电 7,579 万

千瓦，海上风电 404 万千瓦。从新增装机分布看，“三北”地区占全国新增装机的 75%。 

2024 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厂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11.1%和 28.2%。受资源等因

素影响，2024 年水电和风电月度间增速波动较大，煤电充分发挥了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作用。

2024 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3.46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19%，约占全部发电量的 35%；其

中，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合计达 1.8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与同期第三产业用电量（18,348

亿千瓦时）基本持平，远超同期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4,942 亿千瓦时）。2024 年全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5,419 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新增用电量的 86%。 

2024 年，全国风电发电量 9,91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全国风电平均利用率 95.9%。2024

年，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3,442 小时，同比降低 157 小时。并网风电 2,127

小时，同比降低 107 小时。并网太阳能发电 1,211 小时，同比降低 81 小时。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设

备利用小时同比下降，一方面是资源方面原因，2024 年全国平均风速、全国水平面辐照量均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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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另一方面是部分地区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利用率同比下降。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现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6,177.66MW，权益装机容量

5,943.36M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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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6,177.66 1.19% 117.55 1.19% 

2023 年 5,666.76 1.28% 117.31 1.45% 

2022 年 5,325.26 1.44% 114.68 1.51%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及公司数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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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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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开发模式 

公司风电场项目开发模式与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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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购模式 

公司遵循集约化管理、专业化运营原则，在采购管理信息平台统一实施采购，采购方式以招

标采购为主，实行集中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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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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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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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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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电费，回笼货币资金。 

第二种是电力市场化交易。电力市场化是指对电力行业通过市场机制对电力资源进行优化配

置，引入竞争，建立竞争、开放、规范、有序的电力市场，利用电价机制达到供需平衡的一种市

场状态，从而提高效率、降低电价、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电力市场改革全面推进，发电侧可以通

过深调改造、配置储能、优化运行等方面的探索创新，提供更多的发电侧灵活性；而负荷侧生产

工艺改造与优化运行、综合能源系统发展、分布式与自备电源投资，也将得到激发，负荷集成商

与虚拟电厂等新的商业模式也会不断出现，推动负荷侧可调资源与发电侧实现源荷互动。电力现

货市场形成价格，中长期交易发现价格，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能源企业将从满足安全运行为核

心，转变成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经营单位。 

2025 年 2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文件主要内容与前期《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

导意见》(118 号文)《能源法》《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等政策文件一脉相承，此政策的出台，

标志着新能源“固定电价”时代的结束，全面进入电价市场化的发展周期。政策使用了差价合约

的机制来衔接原有的保障化收购，用于稳定电价的预期。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在市场外

建立差价结算机制，对纳入机制的电量，当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机制电价时差价补偿，高于机制电

价时扣除差价，实行“多退少补”差价结算，机制电价由地方主导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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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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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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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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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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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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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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2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4,065,669,065.06 42,255,476,403.57 42,086,510,528.17 4.28 43,954,994,311.22 43,770,461,242.5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543,141,297.01 16,939,221,750.60 16,775,510,872.30 3.57 15,963,387,369.40 15,800,359,678.65 

营业收入 5,026,977,588.10 5,115,905,990.58 5,115,905,990.58 -1.74 5,240,192,876.32 5,240,192,876.3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30,054,444.79 1,511,697,876.40 1,511,014,688.85 -12.02 1,645,696,375.88 1,630,230,664.7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05,098,098.20 1,480,721,844.38 1,480,642,350.59 -11.86 1,634,934,874.23 1,634,769,468.3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53,999,828.09 3,309,650,644.43 3,312,443,228.13 1.34 4,550,071,706.92 4,544,281,468.3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71 9.18 9.26 

减少

1.47个

百分点 

13.51 13.5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06 0.234 0.234 -11.97 0.322 0.31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9 0.224 0.224 -11.16 0.296 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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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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092,372.82 1,317,935,554.05 1,167,502,172.19 1,216,447,48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32,440,300.96 441,175,550.17 306,564,617.14 149,873,97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29,089,166.32 427,549,217.24 296,977,657.44 151,482,057.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71,388,009.15 780,034,131.20 1,000,196,524.68 802,381,163.0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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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8,13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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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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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284,215 48.25 506,230,319 无 0 国有法人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598,770 101,811,782 1.57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2,334,417 78,824,206 1.22 0 无 0 其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27,969 73,065,584 1.13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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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21,854 54,579,949 0.8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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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玮 26,480,900 26,480,900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信金利趋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9,000,000 19,000,000 0.2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刘亚兴 -2,592,900 10,800,746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许婧 -790,000 10,000,000 0.1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3,600 9,783,920 0.1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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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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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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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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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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碳中和绿色公司债券

（第一期） 

GC风电 01 137801 2027-09-14 5 2.65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碳中和绿色科技创新

公司债券（第一期） 

GC风电 K1 115102 2028-03-23 15 3.18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支持西部大开发)(第一期)

（品种一） 

风电 WK01 242007 2028-11-21 5 2.17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支持西部大开发)(第一期)

（品种二） 

风电 WK02 242008 2029-11-21 5 2.2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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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碳中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

期） 

2024 年 9 月 10 日支付自 2023 年 9 月 14 日至 2024 年 9 月 13 日期间债

券利息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碳中和绿色科技创新公司债

券（第一期） 

2024 年 3 月 20 日支付自 2023 年 3 月 23 日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期间债

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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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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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评对象 评级机构名称 
评级调

整时间 
评级级别变化 评级展望变化 

评级结果变化

的原因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碳中和绿色

公司债券（第一期） 

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主体信用 AA+；

债项信用 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未变化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碳中和绿色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

期） 

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主体信用 AA+；

债项信用 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未变化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支持西部大开

发)(第一期)（品种一） 

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主体信用 AA+；

无债项评级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未变化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支持西部大开

发)(第一期)（品种二） 

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主体信用 AA+；

无债项评级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未变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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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202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8.41 58.00 0.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305,098,098.20 1,480,721,844.38 -11.86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7 0.18 -5.56 

利息保障倍数 3.21 3.19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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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0.27 亿元，同比减少 1.74%；利润总额 16.14 亿元，同比减少

10.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30 亿元，同比减少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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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运营装机容量达到 604.266 万千瓦，实现上网电量 117.55

亿千瓦时，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2,163 小时。 

报告期内，公司上网电量 117.55 亿千瓦时，其中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电量为 63.91 亿千瓦

时，基数电量为 53.64 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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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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