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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报告声明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因承做本项目并出具本评级报告，

特此如下声明： 

1、除因本次评级事项中诚信证评与评级委托方构成委托关系外，中诚信证评、评级项目

组成员以及信用评审委员会成员与评级对象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客观、独立、公正的关

联关系。 

2、中诚信证评评级项目组成员认真履行了尽职调查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并有充分理由保

证所出具的评级报告遵循了客观、真实、公正的原则。 

3、本评级报告的评级结论是中诚信证评遵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依据合理的内部信用评级流程和标准做出的独立判断，不存在因评级对象和其他任何组织或

个人的不当影响而改变评级意见的情况。本评级报告所依据的评级方法在公司网站

（www.ccxr.com.cn）公开披露。 

4、本评级报告中引用的企业相关资料主要由发行主体或/及评级对象相关参与方提供，

其它信息由中诚信证评从其认为可靠、准确的渠道获得。因为可能存在人为或机械错误及其

他因素影响，上述信息以提供时现状为准。中诚信证评对本评级报告所依据的相关资料的真

实性、准确度、完整性、及时性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但对其真实性、准确度、完整性、

及时性以及针对任何商业目的的可行性及合适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陈述或担保。 

5、本评级报告所包含信息组成部分中信用级别、财务报告分析观察，如有的话，应该而

且只能解释为一种意见，而不能解释为事实陈述或购买、出售、持有任何证券的建议。 

6、本评级报告所示信用等级自本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至本期债券到期兑付日有效；同时，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中诚信证评将根据《跟踪评级安排》，定期或不定期对评级对象进行

跟踪评级，根据跟踪评级情况决定是否调整信用等级，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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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关注 

2016 年全国用电增速同比提高，服务业用电

量增长突出，电力消费结构不断优化；非化

石能源发电量持续快速增长，火电设备利用

小时数降至 1964 年以来最低 

电力生产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公用事业行

业，其发展与宏观经济走势密切相关，全社会用电

量增速一直被视作经济形势的晴雨表。2016 年全国

全社会用电量 5.92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比上年提高 4.0 个百分点。进入下半年后，实体经

济运行呈现稳中趋好迹象明显，加之夏季持续大范

围高温天气，三、四季度全社会用电量较快增长。 

从电力消费结构看，2016 年，一、二、三产及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分别

为 1.8%、71.1%、13.4%和 13.6%。与上年相比，第

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占比均提高 0.7 个百

分点；第二产业占比降低 1.5 个百分点，其中四大

高耗能行业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降低 1.5 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用电量自 2014 年以来逐年走低。从

用电量增速来看，第一、二、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

活用电量同比增长分别为 5.3%、2.9%、11.2%和

10.8%。第三产业持续保持较高增速，服务业消费

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突出；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

长 2.5%，制造业中的四大高耗能行业合计用电量同

比零增长，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效果继

续显现，电力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虽然近年来我国用电需求增速放缓，但发电设

备装机容量仍保持较快增速，非化石能源装机增长

显著。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16.5 亿千瓦，同比增长 8.2%，其中非化石能源 6.0

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较上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受国家出台的促进煤电有序发展系列政

策影响，煤电投资下降和净增规模减少，当年净增

火电装机 5,338 万千瓦，同比减少 1,983 万千瓦，

其中煤电净增 4,753 万千瓦，同比减少 1,154 万千

瓦。 

从主要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来看，火电设备利

用小时 4,165 小时，同比降低 199 小时，创 1964 年

以来年度新低；水电设备利用小时 3,621 小时，同

比增加 31 小时，为近 20 年来的年度第三高水平；

并网太阳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1,125 小时，同比降

低 99 小时，降幅比上年扩大 88 小时，西北地区部

分省份弃光情况较为突出；核电设备利用小时 7,042

小时、同比降低 361 小时，已连续 3 年下降。 

图 1：2010~2016 年全国 6,000 千瓦 

及以上电力设备利用小时数 

 

 

 

 

 

 

 

 

 

 

 

资料来源：中电联，中诚信证评整理 

总体来看，2016 年实体经济运行逐渐企稳，全

社会用电需求增速有所回升，电力消费结构进一步

优化，但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持续走低。短期来看，

火力发电在电力供应中的主导地位并不会发生改

变；但长期来看，在环保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下，新

能源装机比重正在不断增加，火电产能过剩的局面

将进一步显现，未来火力发电小时数将继续下降。 

下半年煤炭价格快速上涨，我国火电企业盈

利有所下降但总体仍保持较高水平，而 2013

年以来多次煤电机组上网电价的下调、2016

年光伏电价的下调以及新电改方案对煤电企

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值得关注 

煤炭为火电行业的主要原料，占火电企业生产

成本 50%左右，价格变动对火电行业成本影响较

大。2014 年和 2015 年，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环

保治理力度加大、煤炭产能增加以及进口煤炭冲击

等因素影响，我国煤炭需求直线下滑，煤炭供应商

的议价能力处于较弱水平，煤价持续低迷。进入

2016 年，去库存效果明显，三、四季度煤价快速上

涨，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秦皇岛 5,500 大卡动力

煤平仓价上涨至 595.00 元 /吨，较上年末增长

62.57%。近年来，随着我国火电技术水平提升，高

参数、大容量、高效机组比例不断提高，供电煤耗

持续下降。2015 年，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火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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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供电标准煤耗较上年同期下降 4%至 315 克/千瓦

时；2016 年该指标下降 3 克/千瓦时至 312 克/千瓦

时。 

图 2：2014.4~2017.2 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走势 

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聚源数据，中诚信证评整理 

2015 年 4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适当下调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和工商业用电价格，以降低企业成本、稳定市场预

期、促进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经会议研究决

定，按照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下调全国燃煤发电上

网电价，平均降幅为 0.02 元/千瓦时；同时，为减

轻企业电费负担，将全国工商业用电价格平均下调

0.018 元/千瓦时，降价空间将被用来补贴脱销、除

尘、超低排放等环保措施来促进节能减排和大气污

染防治。此外，将继续对高耗能产业采取差别电价，

加大惩罚性电价执行力度。 

2015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出台《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有关事项的通

知》，明确煤电联动周期及测算方法。同月，国家

发改委下发《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

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根据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有

关规定，决定下调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

商业用电价格，全国平均降幅为每千瓦时人民币

0.03 元。2016 年末，国家发改委按照煤价变化周期

测算电价调整水平不足以启动联动机制，经报批

后，决定 2017 年 1 月 1 日暂不启动联动机制。 

光伏电价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

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

价格[2013]1638 号）明确全国分三类资源区实行不

同的光伏标杆上网电价政策。2016 年，国家发改委

下发了《关于调整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2729 号），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一类至三类资源区新建光伏电站的标杆

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 0.6 元、0.75 元、0.85

元，分别比 2016 年每千瓦时下调 0.15 元、0.13 元、

0.13 元，并将根据成本变化情况每年调整一次。 

总体来看，2016 年实体经济回暖，全国用电需

求增速回升，但受制于环保和节能减排政策，火电

设备利用小时数同比大幅减少。2016 年下半年煤价

的快速上涨压缩了煤电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根

据煤电联动政策，2015 年 12 月煤电企业上网电价

的再次下调对煤电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造成一定

影响。 

业务运营 

2016年，公司当年实现营业收入1,138.42亿元，

同比下降 11.71%，当年，受公司发电量和上网电价

同时下降的影响，公司全年境内共实现营业收入

1,044.75 亿元，同比下降 11.55%；同期，公司境外

实现营业收入 86.63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77%，

主要是由于新加坡电力市场和天然气市场继续供

过于求，并伴随着市场新进入者凯发（Hyflux 

Energy Pte Ltd.）一台新机组的正式投产，市场电价

较为低迷，加之当年新加坡能源管理局（EMA）规

定的 2016 年固定合同比例低于 2015 年同期。受公

司营业收入下降及成本上升影响，公司全年实现净

利润 107.86 亿元，同比下降 38.54%，盈利水平有

所减弱。 

公司电力资产规模继续增长，发电能力持续

提升，2016 年国内全年发电量居国内同业第

一；受制于环保和节能减排政策，公司火力

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继续减少 

近几年，公司通过新建和收购等方式保持电力

资产规模的增长。2016 年公司电源项目新增投产江

苏南京化工园热电（2*5 万千瓦）、湖北应城热电 1

号机（5 万千瓦）、河南渑池热电（2*35 万千瓦）、

江苏铜山风电一期（5 万千瓦）、安徽怀宁石境风电

（5 万千瓦）、湖北界山风电二期（7.2 万千瓦）、河

南驻马店郭集风电（3.2 万千瓦）、江苏六合风电一

期（5 万千瓦）、江西湖沙咀风电（2.6 万千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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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富源胜境风电（0.47 万千瓦）、辽宁丹东光伏（1

万千瓦）、辽宁营口热电光伏（1 万千瓦）、河北康

保西滩光伏（2 万千瓦）、海南东方光伏（1.2 万千

瓦）、广东汕头电厂光伏（1.7 万千瓦）和浙江长兴

洪桥光伏（3 万千瓦）16 个项目，当年已投产项目

增加 127.7 万千瓦装机容量。截至 2016 年末，可控

装机容量达到 8,387.8 万千瓦，较上年末增长

1.88%；权益装机容量达到 7,661.8 万千瓦，较上年

增长 2.98%。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与华能集团

签署转让协议，公司受让华能集团持有的华能山东

发电有限公司 80%的权益、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

100%的权益、华能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 100%的权

益、华能河南中原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90%的权益。

该交易已于 2017 年 1 月完成交割，公司增加可控

发电装机容量 1,593.7 万千瓦，权益发电装机容量

1,338.9 万千瓦，在建装机容量 366.6 万千瓦。截至

2017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可控装机容量和权益装机

容量分别增至 10,111.65 万千瓦和 8,954.55 万千瓦。 

表 1：截至 2016 年末公司运营电厂发电资产分布 

单位：万千瓦 

省份 权益容量 可控容量 

辽宁 480.29 480.29 

内蒙 9.9 9.9 

河北 262.95 262.95 

甘肃 276.98 364.65 

北京 72.51 176.84 

天津 112.3 166.3 

山西 229.58 280.5 

山东 713 796 

河南 386.48 610.2 

江苏 530.85 733.01 

上海 397.9 499 

浙江 579.55 581.84 

重庆 251.9 357.5 

湖南 170.28 283.9 

湖北 149.83 156.16 

江西 401.4 401.4 

安徽 81 129 

福建 272 272 

广东 494.7 536.1 

云南 373.6 373.6 

贵州 2.4 2.4 

海南 239.8 261.4 

新加坡 260.94 260.94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此外，公司仍计划新建一批项目，整体电力资

产规模还将持续提升。2017 年，公司已获核准的计

划投产项目主要包括辽宁营口仙人岛热电、福建罗

源电厂、江苏灌云热电、广西桂林分布式能源、江

苏苏州燃机热电、北京热电三期、河北涿鹿一期大

堡风电场、安徽怀宁龙池风电、江苏如东海上风电、

江苏铜山风电二期、江苏仪征风电一期、湖北钟祥

胡家湾风电、江西灵华山风电、福建龙岩茫荡洋风

电、贵州盘县大爬山风电、贵州盘县轿子顶风电和

云南富源光梁子风电。据公司统计，2017~2019 年

公司的资本支出将分别达到 227.07 亿元、272.41 亿

元和 237.43 亿元，其中火电投资分别为 58.74 亿元、

105.01 亿元和 69.75 亿元，风电每年投资 103 亿元，

光伏每年投资 13.50 亿元。受国家环保政策影响，

公司未来三年火电项目投资有所收缩，风电和光伏

项目投资较往年明显增加，较大规模的资本支出将

对公司构成一定的资金压力。 

表 2：2017 年公司主要计划投产电力项目 

单位：万千瓦、亿元 

项目名称 

预计

装机

容量 

项目 

进展 

预计投产 

时间 

总投

资 

投资 

比例 

辽宁营口仙人 

岛热电 
2*5 

投产 

一台 
2017年3季度 13.88 100% 

福建罗源电厂 2*66 已核准 
2017年3、4 

季度 
61.82 100% 

江苏灌云热电 2*2.5 已核准 2017年4季度 10.42 100% 

广西桂林分布 

式能源 
21 已核准 2017年2季度 12.14 100% 

江苏苏州燃机 

热电 
2*25.5 已核准 2017年2季度 15.3 100% 

北京热电三期 2*49.9 已核准 2017年3季度 30.93 41% 

河北涿鹿一期 

大堡风电场 
4.8 已核准 2017年2季度 3.98 100% 

安徽怀宁龙池 

风电 
10 已核准 2017年4季度 8.56 100% 

江苏如东海上 

风电 
30 已核准 2017年3季度 53.29 75% 

江苏铜山风电 

二期 
4.8 已核准 2017年2季度 3.88 - 

江苏仪征风电 

一期 
6 已核准 2017年3季度 5.28 100% 

湖北钟祥胡家 

湾风电 
15 已核准 2017年4季度 13.09 100% 

江西灵华山风 

电 
10 已核准 2017年2季度 4.36 100% 

福建龙岩茫荡 

洋风电 
4.4 已核准 2017年4季度 4.29 100% 

贵州盘县大爬 2.4 已核准 2017年2季度 4.4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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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电 

贵州盘县轿子 

顶风电 
4.8 已核准 2017年2季度 4.65 100% 

云南富源光梁 

子风电 
4.8 已核准 2017年3季度 4.51 100%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电源结构方面，公司电源结构以火电机组为

主，近年来高参数、大容量、高效机组比例逐步增

加，行业内技术优势明显。截至 2016 年末，公司

火电机组中超过 50%是 60 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机组，

包括 12 台已投产的世界最先进的百万千瓦等级的

超超临界机组，投产国内最高参数的 66 万千瓦高

效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和国内首座超超临界二次再

热燃煤发电机组，公司超低排放机组数量达到 102

台，容量达到 4,578.8 万千瓦。同期，公司天然气

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790 万千瓦，陆上风电装机容量

超过 240 万千瓦，海上风电开工建设，清洁能源发

电装机比例不断提高。截至 2016 年末，公司清洁

能源的可控装机容量占比为 13.01%，较上年提高

0.28 个百分点。 

表 3：截至 2016 年末公司装机结构 

单位：万千瓦 

指标 装机容量 占比 

权益装机容量 7,661.8 - 

可控装机容量 8,387.8 100% 

其中：燃煤电厂 7,236.85 86.28% 

燃油电厂 60.00 0.72% 

燃气电厂 797.83 9.51% 

风电厂 249.05 2.97% 

水电厂 33.21 0.40% 

太阳能发电 10.89 0.13%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发电量方面，因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增速低于发

电装机容量增速，公司火电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

减少，2016 年公司中国境内各运行电厂按合并报表

口径累计完成发电量 3,137 亿千瓦时，较上年减少

2.13%。其中，煤机发电量同比减少 3.20%，燃机发

电量同比增加 10.44%，风电发电量同比增加

36.87%，水电发电量同比增加 23.12%，光伏发电量

同比增加 759%。同期累计完成上网电量 2,958 亿千

瓦时，较上年减少 2.05%。海外业务方面，受到市

场新进入者凯发一台新机组投产的影响，新加坡大

士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士能源”）2016 年发

电量在新加坡的市场占有率由 2015 年的 21.7%下

降 0.2 个百分点至 21.5%。同时，新加坡电力市场

和天然气市场继续呈现供过于求状况，市场电价较

为低迷。此外，当年新加坡能源管理局规定的固定

合同比例（25%）低于 2015 年同期（上半年为 30%，

下半年为 25%），公司全资拥有的大士能源经营业

绩下滑。2016 年大士能源完成发电量 107.90 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 2.06%；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87.59

亿元，同比下降 13.65%；实现税前利润-2.39 亿元，

同比减少 1.80 亿元。 

表 4：2014～2016 年公司主要业务数据 

 2014 2015 2016 

境内发电量（亿千瓦时） 2,944 3,205 3,137 

境内售电量（亿千瓦时） 2,775 3,020 2,958 

境内平均含税上网电价 

（元/千瓦时） 
0.456 0.443 0.397 

公司境内发电机组平均利用

小时 
4,572 4,147 3,921 

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4,286 3,980 3,785 

公司境内平均供电煤耗 

（克/千瓦时） 
309.42 308.56 307.69 

数据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发电机组运行水平方面，2014~2016 年公司发

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分别为 4,572 小时、4,147 小

时和 3,921 小时。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用

电需求低速增长，电力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公司近

几年机组利用小时数呈下降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整体来看，公司电力资产规模持续增长，目前

发电量、售电量及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保持在行业

较高水平，行业龙头地位稳固；但受全国用电需求

增速趋缓和新能源装机容量增加的影响，公司售电

量面临下行压力。中诚信证评将持续关注国内社会

用电需求变化、新加坡市场竞争及未来资本支出压

力对公司业务运营的影响。 

2016 年下半年煤炭价格上涨，公司煤炭采购

成本增加挤压盈利空间，电价下调进一步拉

低盈利水平 

煤炭采购方面，2013 年电煤价格并轨后，公司

自主与煤炭企业签订了长期协议，以保证煤炭供

应。2016 年公司共采购原煤 13,160 万吨，与上年

基本持平，其中长期协议采购量为 5,140 万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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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 6,312 万吨相比减少 1,172 万吨；市场煤

采购量为 8,020 万吨，较上年增加 1,276 万吨。价

格方面，继 2015 年煤炭价格回落，2016 年上半年

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继续凸显，煤价低位运

行，三、四季度受政府煤炭去产能、减量化生产政

策及需求增加的叠加影响，煤炭价格快速上涨，临

近年底时，政府加速释放产量来保证迎峰度冬时期

的供需平衡，煤价高位回落。公司长期协议煤炭全

年采购均价 416.23 元/吨，较上年同期上升 3.57%；

市场采购均价亦上升 3.02%至 427.61 元/吨。 

电价方面，2013 年以来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多次

下调，2015 年 12 月，根据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有关

规定，发改委决定再次下调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平均降幅为 0.03 元/千瓦

时。综合上述原因，2016 年公司整体上网电价有所

下降。 

总体来看，公司在国内火电行业中技术优势突

出，清洁能源装机比例近年来持续提高。虽受近年

来用电需求减少影响，发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有所下

降，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中诚信证评将持

续关注煤炭价格走势及煤电联动政策对公司盈利

能力的影响。 

财务分析 

以下财务分析主要基于公司提供的经毕马威

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 2014~2016 年审计报告。公司财务

报表均按新会计准则编制，均为合并口径数据。 

资本结构 

得益于大股东注入优质资产和公司新建项目，

公司资产规模持续增加，截至 2016 年末，公司资

产总额 3,094.18 亿元，同比提高 3.23%；负债总额

2,126.52 亿元，同比上升 4.35%；所有者权益方面，

截至 2016 年末，公司所有者权益 967.66 亿元，与

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图 3：2014～2016 年末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数据来源：公司定期报告，中诚信证评整理 

从资产结构看，公司资产主要由非流动资产构

成，截至 2016 年末，公司非流动资产 2,724.51 亿

元，占资产总额的 88.05%，较上年末降低 1.31 个

百分点。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和在建工

程构成，截至 2016 年末，上述两项在非流动资产

中的占比分别为 71.57%和 8.96%，分别较上年同期

下降 1.41 个百分点和上升了 1.42 个百分点，其中

固定资产主要为运营中的发电设施；在建工程系公

司未完工的电力建设项目和煤矿工程。公司流动资

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和应收账款，截至 2016 年末，

上述两项在流动资产中的占比分别为 21.32%和

37.77%，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2.32 和 7.39 个百

分点，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境内和境外电网公

司的电费款，从账龄结构上看，账期集中在一年以

内，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可控。 

从负债结构看，公司负债主要由流动负债构

成，截至 2016 年末，公司流动负债 1,301.96 亿元，

占负债总额的 61.23%，较上年末增加了 2.09 个百

分点。公司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其他流动负

债和其他应付款构成。其中，短期借款主要为信用

借款，其在流动负债中占比 44.29%，较上年末增加

了 2.90 个百分点；其他流动负债主要为应偿还的

2016 年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和超短期融资券，在流动

负债中的占比为 21.26%，较上年末增加了 4.92 个

百分点；其他应付款主要系应付工程及设备款，在

流动负债中的占比为 11.40%，较上年末减少了 1.12

个百分点。公司非流动负债主要为长期借款，截至

2016 年末，其在非流动负债中的占比为 78.82%，

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0.47 个百分点。 

从财务杠杆来看，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自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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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力持续提升，公司财务杠杆水平较为稳定，截

至 2016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和总资本化比率分

别为 68.73%和 64.80%，较上年分别上升 0.74 个百

分点和 0.39 个百分点。从债务结构来看，截至 2016

年末，公司短期债务 1,009.98 亿元，同比增加

5.83%，长期债务 776.94 亿元，同比减少 0.64%，

公司长短期债务比（短期债务/长期债务）为 1.30，

同比增加 0.08 倍。  

整体看，随着公司电力资产的扩大，2016 年公

司资产、负债规模均有所上升，公司所有者权益基

本稳定，资本实力依然非常雄厚，公司财务杠杆保

持稳定。 

盈利能力 

营业收入方面，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38.14 亿元，同比下降 11.71%，主要是受电价下

调和下半年动力煤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同期，公

司境内共实现营业收入 1,044.75 亿元，同比下降

11.55%；因新加坡电力市场继续呈现供过于求的状

态，当年境外实现营业收入 86.63 亿元，同比下降

13.77%。 

营业毛利率方面，2016 年公司营业毛利率由上

年的 29.00%下降至 21.46%，主要是由公司成本上

升及电价下调所致。 

表 5：公司 2015~2016 年分板块收入和毛利率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2015 2016 

收入 毛利率 收入 毛利率 

中国境内 1,181.19 31.31 1,044.75 22.93 

中国境外 100.46 -0.004 86.63 1.67 

数据来源：公司定期报告，中诚信证评整理 

公司期间费用主要集中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

用两方面，2016 年公司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分别为

33.36 亿元和 69.21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16.52%和

11.38%，三费合计 102.73 亿元，同比下降 13.02%。

管理费用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 2016 年统一了薪

酬的成本费用分摊；财务费用下降主要是利息支出

减少所致，2016 年利息支出为 68.18 亿元，同比下

降 14.20%。公司 2016 年三费收入占比为 9.03%，

同比下降 0.13 个百分点，公司期间费用控制能力有

所增强。 

表 6：2014～2016 年公司期间费用分析 

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2014 2015 2016 

销售费用 0.04 0.04 0.16 

管理费用 40.17 39.97 33.36 

财务费用 84.15 78.09 69.21 

三费合计 124.37 118.10 102.73 

营业总收入 1,400.27 1,289.05 1,138.14 

三费收入占比 8.88% 9.16% 9.03% 

资料来源：公司定期报告，中诚信证评整理 

利润总额方面，2016 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143.66 亿元，同比下降 38.57%。公司利润总额主要

由经营性业务利润、投资收益和资产减值损失构

成。2016 年由于营业收入下降，公司实现经营性业

务利润 129.74 亿元，同比下降 46.86%。同期，公

司实现投资收益 23.83 亿元，同比上升 40.42%。2016

年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2.05 亿元，其中固定资

产减值 10.55 亿元，其中云南省滇东雨汪、甘肃省

平凉电厂和海南省戈枕水电分别计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5.56 亿元、4.03 亿元和 0.96 亿元。随着全

社会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的降低和电力市场竞争

的加剧，公司未来仍存在资产持续减值的可能。 

总体来看，虽受国内动力煤价格上涨和电价整

体下调的影响，2016 年公司收入和利润水平有所下

降，但公司收入和利润仍然保持很高水平。同期，

公司三费占比有所下降，期间费用控制能力有所增

强。 

偿债能力 

截至 2016 年末，公司总债务为 1,786.91 亿元，

同比上升 2.92%，其中短、长期债务分别为 1,009.98

亿元和 776.94 亿元。 

公司 EBITDA 主要由利润总额、固定资产折旧

和利息支出构成，2016 年 EBITDA 各项组成部分金

额变化不大，当年 EBITDA 为 360.02 亿元，同比减

少 21.14%，主要由电价下调和动力煤上涨引发利润

总额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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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14～2016 年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指标 2014 2015 2016 

总债务（亿元） 1,770.56 1,736.23 1,786.91 

EBITDA（亿元） 433.41  456.54  360.02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亿元） 373.67  423.63  315.11 

资产负债率（%） 69.93  67.99  68.73 

总资本化比率（%） 66.18 64.41  64.87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利息支出

（X） 
4.01 4.86 4.34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总债务（X） 0.21 0.24 0.18 

EBITDA 利息倍数（X） 4.65 5.24 4.95 

总债务/EBITDA（X） 4.09 3.80 4.96 

数据来源：公司定期报告，中诚信证评整理 

从偿债能力指标来看，2016 年公司总债务

/EBITDA 为 4.96 倍，较上年上升 1.16 倍；EBITDA

利息倍数为 4.95 倍，较上年下降 0.29 倍。经营活

动净现金流/总债务和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利息支出

分别为 0.18 倍和 4.34 倍。公司 EBITDA、经营活动

净现金对债务本息的保障仍然较强。 

或有事项方面，截至 2016 年末，公司无对外

担保。未决诉讼方面，2015 年 4 月，公司子公司的

工程施工方由于对工程结算款的争议提起仲裁申

请，要求该子公司补偿工程款及相关利息约人民币

8,346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由于该仲裁

仍在进行之中，该未决仲裁可能产生的财务影响尚

无法合理预计，因此未计提预计负债。 

授信方面，公司拥有较为畅通的资本市场及银

行融资渠道。截至 2016 年末，公司在各家银行授

信总额为 3,537 亿元，尚未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2,628

亿元，备用流动性极为充足。 

总体来看，受煤炭价格上涨及上网电价下调的

影响，2016 年公司盈利水平有所下降，但公司作为

国内规模最大的电力上市公司，2016 年电力资产规

模继续增加，收入和利润规模在行业内保持很高水

平，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和偿债能力仍然极强，整体

信用水平保持稳定。 

担保实力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开发”）

为“2008 年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第一期）”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华能开发 

华能开发是 1985 年 6 月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注册资本为 1 亿美元。1996 年公司通过了增资扩股

方案，注册资本由 1 亿美元增至 4.5 亿美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华能开发注册资本为 4.5 亿美

元，持有华能国际 33.33%的股份，是华能国际的控

股股东。 

华能开发主要从事投资、建设、经营电厂及有

关工程，包括筹集国内外资金，进口成套、配套设

施、机具等，以及为电厂建设运行提供配件、材料、

燃料等业务，华能国际是其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

源。 

财务分析 

随着下属电力项目、煤矿以及港口建设的持续

推进，华能开发资产规模逐步扩大，截至 2016 年

末，其总资产达 3,454.73 亿元，同比增加 3.93%。

同期，华能开发负债规模较上年有所上升，截至

2016 年末，总负债为 2,358.14 亿元，同比上升

5.16%；资产负债率为 68.26%，同比上升 0.80 个百

分点；总资本化比率 60.47%，同比下降 0.40 个百

分点。 

债务结构方面，截至 2016 年末，华能开发总

债务为 1,677.34 亿元，长短期债务比（短期债务/

长期债务）为 0.85，同比下降 0.04 个百分点。中诚

信证评认为，长期债务比重的上升符合华能开发的

业务特点，有利于其业务的长期稳定发展。 

盈利能力方面，受当年电价下调的影响，华能

开发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76.84 亿元，同比下

降 11.03%。此外，因当年动力煤价格上涨挤压盈利

空间，华能开发 2016 年营业毛利率为 21.41%，同

比下降 7.67 个百分比，盈利水平有所下降。从期间

费用来看，2016 年三费收入占比 9.39%，同比下降

0.05 个百分点。从利润总额构成来看，主要是经营

性业务利润的大幅下滑导致了利润总额的减少，

2016 年华能开发实现利润总额为 147.59 亿元，同

比下降 38.28%。 

获现能力方面，2016 年华能开发经营活动净现

金流为 323.00 亿元，同比下降 25.74%，虽有所下

降，但依然保持极强的获现能力。同期，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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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现金流/总债务为 0.19 倍，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利

息支出为 4.29 倍，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对债务本息的

保障能力极强。 

表 8：2014～2016 年华能开发部分财务指标 

指标 2014 2015 2016 

长期债务（亿元） 1,037.20 889.23 907.50 

总债务（亿元） 1,710.33 1,682.95 1,677.34 

营业毛利率（%） 25.58 29.08 21.41 

资产负债率（%） 69.74 67.46 68.26 

总资本化比率（%） 63.21 60.87 60.47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

（亿元） 
386.48 434.97 323.00 

经营活动净现金/总债务

（X） 
0.23 0.26 0.19 

数据来源：华能开发定期报告，中诚信证评整理 

结  论 

综上，中诚信证评维持华能国际主体信用等级

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2008 年华能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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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注：华能集团通过其全资附属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而尚华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华能开发 25%的股权，因此，华能集团间接持有华能开发 25%的权益。 

**注：华能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10.23%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3.11%的

权益，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0.49%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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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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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数据及主要指标 

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4 2015 2016 

货币资金 1,358,087.81 753,781.26 788,162.99 

应收账款净额 1,559,072.06 1,439,961.12 1,396,120.71 

存货净额 740,968.14 542,273.20 687,914.26 

流动资产 3,997,977.62 3,188,659.07 3,696,661.56 

长期投资 2,194,200.14 2,468,953.58 2,297,600.53 

固定资产合计 21,350,464.25 21,869,692.99 22,235,470.11 

总资产 30,088,085.67 29,972,972.26 30,941,762.85 

短期债务 8,233,523.13 9,543,053.90 10,099,763.61 

长期债务 9,472,094.84 7,819,261.11 7,769,353.32 

总债务（短期债务＋长期债务） 17,705,617.97 17,362,315.02 17,869,116.92 

总负债 21,041,933.26 20,378,986.56 21,265,159.82 

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 9,046,152.41 9,593,985.70 9,676,603.02 

营业总收入 14,002,669.04 12,890,487.25 11,381,423.60 

三费前利润 3,444,637.89 3,622,584.83 2,324,646.92 

投资收益 142,944.64 169,719.60 238,314.28 

净利润 1,535,952.91 1,754,967.71 1,078,622.48 

息税折旧摊销前盈余 EBITDA 4,334,097.75 4,565,400.10 3,600,164.85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 3,736,677.16 4,236,270.70 3,151,082.43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 -2,377,798.05 -3,379,806.03 -1,764,964.59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 -1,066,081.07 -1,414,065.87 -1,360,185.0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86,960.14 -554,316.62 332,251.48 

财务指标 2014 2015 2016 

营业毛利率（%） 25.35 29.00 21.46 

所有者权益收益率（%） 16.98 18.29 11.15 

EBITDA/营业总收入（%） 30.95 35.42 31.63 

速动比率（X） 0.29 0.22 0.23 

经营活动净现金/总债务（X） 0.21 0.24 0.18 

经营活动净现金/短期债务（X） 0.45 0.44 0.31 

经营活动净现金/利息支出（X） 4.01 4.86 4.34 

EBITDA 利息倍数（X） 4.65 5.24 4.95 

总债务/EBITDA（X） 4.09 3.80 4.96 

资产负债率（%） 69.93 67.99 68.73 

总资本化比率（%） 66.18 64.41 64.87 

长期资本化比率（%） 51.15 44.90 44.53 

注：所有者权益包含少数股东权益，净利润包含少数股东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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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4 2015 2016 

货币资金 1,632,588.23 1,152,553.70 1,247,448.63 

应收账款净额 1,637,042.77 1,525,836.93 1,526,810.01 

存货净额 749,521.86 554,602.92 707,210.73 

流动资产 4,445,143.80 3,744,522.06 4,504,088.52 

长期投资 2,832,794.12 3,051,489.85 2,850,165.60 

固定资产合计 23,039,809.08 23,949,523.85 21,422,628.28 

总资产 32,899,088.53 33,241,888.99 34,547,284.86 

短期债务 6,731,309.89 7,937,201.77 7,698,370.11 

长期债务 10,371,983.26 8,892,264.29 9,075,006.68 

总债务（短期债务＋长期债务） 17,103,293.15 16,829,466.05 16,773,376.80 

总负债 22,943,602.27 22,424,800.28 23,581,392.39 

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 9,955,486.26 10,817,088.71 10,965,892.46 

营业总收入 14,346,103.78 13,227,452.52 11,768,440.00 

三费前利润 3,559,702.93 3,727,024.93 2,397,832.69 

投资收益 193,171.98 187,879.35 276,929.42 

净利润 1,602,694.89 1,801,684.60 1,104,322.13 

息税折旧摊销前盈余 EBITDA 4,448,802.57 4,439,462.17 3,814,976.51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 3,864,757.18 4,349,727.89 3,230,006.44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 -2,767,449.73 -3,695,033.84 -1,999,457.39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 -758,615.83 -1,088,023.44 -1,147,790.6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2,853.74 -430,044.60 90,050.99 

财务指标 2014 2015 2016 

营业毛利率（%） 25.58 29.08 21.41 

所有者权益收益率（%） 16.10 16.66 10.07 

速动比率（X） 0.31 0.25 0.28 

经营活动净现金/总债务（X） 0.23 0.26 0.19 

经营活动净现金/短期债务（X） 0.57 0.55 0.42 

资产负债率（%） 69.74 67.46 68.26 

总资本化比率（%） 63.21 60.87 60.47 

长期资本化比率（%） 51.02 45.12 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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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基本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 

货币资金等价物＝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 

长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合计＝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固定资产清理+生产性生物资产+油气资产 

短期债务＝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总债务＝长期债务+短期债务 

净债务＝总债务-货币资金 

三费前利润＝营业总收入-营业成本-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退保金-赔付支出净额-提取保险合同准

备金净额-保单红利支出-分保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 

EBIT（息税前盈余）＝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盈余）＝EBIT+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资本支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营业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EBIT 率＝EBIT/营业总收入 

三费收入比＝（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营业总收入 

所有者权益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净额（营业总收入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总资本化比率＝总债务/（总债务+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 

长期资本化比率＝长期债务/（长期债务+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 

EBITDA 利息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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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六：信用等级的符号及定义 

债券信用评级等级符号及定义 

等级符号 含义 

AAA
 债券信用质量极高，信用风险极低 

AA 债券信用质量很高，信用风险很低 

A 债券信用质量较高，信用风险较低 

BBB 债券具有中等信用质量，信用风险一般 

BB 债券信用质量较低，投机成分较大，信用风险较高 

B 债券信用质量低，为投机性债务，信用风险高 

CCC 债券信用质量很低，投机性很强，信用风险很高 

CC 债券信用质量极低，投机性极强，信用风险极高 

C 债券信用质量最低，通常会发生违约，基本不能收回本金及利息 

注：除 AAA 级和 CCC 级以下（不含 CCC 级）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信用质量略高或

略低于本等级。 

主体信用评级等级符号及定义 

等级符号 含义 

AAA 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AA 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 

A 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 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BB 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有较高违约风险 

B 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CCC 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 受评主体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的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C 受评主体不能偿还债务 

注：除 AAA 级和 CCC 级以下（不含 CCC 级）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信用质量略高或

略低于本等级。 

评级展望的含义 

正面 表示评级有上升趋势 

负面 表示评级有下降趋势 

稳定 表示评级大致不会改变 

待决 表示评级的上升或下调仍有待决定 

评级展望是证评发债人的主体信用评级在中至长期的评级趋向。给予评级展望时，中诚信证评会考虑

中至长期内可能发生的经济或商业基本因素的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