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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碳中和背景下，云南水电价值有望重估 
 

本周专题： 

近年云南大量引入水电铝、硅等高耗能产业，有力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和用电
量提升。碳中和背景下，云南水电对高耗能产业的吸引力有望提升，未来云
南省电力供需格局如何？市场电价如何预期？本专题对此进行详细梳理。 

核心观点： 

高耗能产业引入与外送电增长持续提升电力需求 

云南省能源消费量快速增长，一次电消费比重显著上升，占比从 2010 年的
23.98%上升至 2019 年的 44.55%，已成为云南省能源消费的主力。近年随着
水电铝材、水电硅等高耗能产业引入，2017-2020 年用电增速分别达到 9.0%、
9.2%、7.9%和 11.8%，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预计到 2023 年，云南省将形
成 15 万吨多晶硅、60 万吨单晶硅拉制、110 吉瓦晶硅切片、30 吉瓦电池片
及光伏组件、120 万吨有机硅等生产能力。此外，云南省也正加快形成“中
国铝谷”，先后引进中铝等一批龙头企业，已建成电解铝产能 337 万吨，全
部项目建成后产能接近 800 万吨，占全国电解铝总产能近五分之一。 

外送电方面，广东省作为用电大省，用电缺口长期保持 30%以上，且依赖来
自云南等西部地区的外送电。根据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数据，2021 年云南省
云电送粤计划电量 1300 亿千瓦时，有望缓解广东省用电缺口压力。 

供给相对平稳，近几年水电装机增量有限 

云南省电力供给以水电为主，2010-2019 年水电发电量从 814.1 亿千瓦时增
至 2855.8 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也由 59.64%增至 82.40%。据云南电
力交易中心预测，2021 年云南省新增装机容量 574 万千瓦，包括水电 451
万千万、风电 64 万千瓦、光伏 40 万千瓦与余热及其他 19 万千瓦，水电仍
是云南省发电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是，目前我国的水电开发已经接近尾
声，在乌东德水电站和白鹤滩水电站投产后，云南省在建的仅有装机容量
140 万千瓦的托巴水电站，预计未来云南省的水电装机增量有限，云南省整
体的电源供给将保持相对平稳。 

供需格局偏紧背景下，云南省电价有望提升 

近年高耗能产业逐步落地云南后，对用电需求构成有力支撑，2017-2019
年用电量复合增速 13.4%，高于发电量复合增速 8.25%，扭转了长期以来供
大于求的格局。展望未来，需求方面，碳中和背景下，我们预计云南省水电
资源对高耗能产业的吸引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将对未来省内用电需求形成有
力拉动；此外，外送电需求的持续增长也有望助力省内电力的消纳。供给方
面，未来几年预计云南省整体电力供给增量相对有限，总装机容量有望保持
相对平稳。因此，在云南省未来几年总体电力需求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但
电力供给相对平稳的背景下，云南省电力供需格局或保持偏紧状态，市场
交易电价有望提升。 

投资建议：电价上行趋势下，云南水电龙头有望受益 

据测算，按照 2019 年财务数据，在云南省市场交易电价增长 5%/10%/15%，
营业成本、费用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华能水电的业绩将增长
3.6%/7.2%/10.8%。云南市场交易电价增长将为华能水电带来一定的业绩弹
性，建议重点关注。  

风险提示：水电硅材、铝材一体化项目建设不及预期、广东省用电量需求不
及预期、经济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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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电力供需格局持续改善，市场电价有望提升 

1.1. 高耗能产业引入与外送电增长持续提升电力需求 

1.1.1. 云南省能源消费持续增长，用电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云南省能源消费量快速增长，一次电消费比重持续上升。2010-2019 年，云南省能源消费
总量由 0.8 亿吨标准煤上升至 1.2 亿吨标准煤，年复合增长率 3.80%。结构方面，随着云南
省对清洁能源开发的增长，化石能源消费比例逐渐降低，一次电消费占比从 23.98%上升至
44.55%，已成为云南省能源消费的主体。 

全省用电量回升，近三年增速超全国平均。由于 2015-2016 年云南省第二产业用电量出现
负增长，全省用电量回落，增速低于全国平均。近几年随着水电铝材、水电硅材制造等产
业引入，云南省工业用电量重新开始增长，总用电量从 2016 年的 1410.5 亿千瓦时增长至
2020 年的 2025.66 亿千瓦时，2017-2020 年的年增速分别达到 9.0%、9.2%、7.9%和 11.8%，
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图 1：云南省能源消费总量及增速  图 2：云南省能源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云南统计年鉴，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云南统计年鉴，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云南省用电量及增速 

  

图 4：云南省用电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1.1.2. 水电硅、铝等高耗能产业引入，带动全省用电量增长 

全力打造“绿色能源牌”，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云南“重工靠资源、轻工靠烟草”
的产业短板长期以来突出，丰富的水电资源未能与产业发展结合，导致水电弃水损失。近
年来，云南大力引入能源产业链，将清洁能源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优势，
使全省用电量逐步增长。 

“绿色能源牌”的关键是水电硅材、铝材一体化产业发展。硅材、铝材工业的特点是电力
消耗高，如多晶硅生产中的高纯石英还原、铝合金生产中铝棒加热等步骤都需要高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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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力保障提出的要求高。2017 年，云南省发改委着手水电硅材、铝材一体化产业引入后，
云南省省内的用电量显著上升。随着硅铝项目持续引入，全省电量消费将进一步增长。 

表 1：云南省水电硅材、水电铝材一体化工程行动内容 

 2018 2019 2020 

持续推进各州市 
硅产业优化调整， 
进一步优化产业 
项目布局 

由云南省“水电硅材加工一 体
化”产业推进工作领导小 组统筹
协调，优化各州市硅 产业布局，
促进工业硅产业 优化调整。 

全面淘汰工艺技术装备落 后产
能，以州、市优势企业 为龙头，
组建区域性工业硅 产业集团 

优化各州市硅产业项目布 局，在
保山、曲靖形成具备 一定竞争力
的区域硅产业 集群，打造云南省
水电硅材 加工一体化产业示范
基地 

打造水电硅材加 
工产业体系，着力 
推动一批重点项 
目建设 

2018年内启动怒江10万吨一期
3 万吨多晶硅、昭通 10 万吨一期
2 万吨多晶硅项目建设，力争
2018 年启动曲靖二期 1.5 万吨
多晶硅项目建设，加快西安隆基
楚雄 10GW 单晶硅片、保山
5GW、丽江 5GW 单晶硅棒及切
片加工项目建设推进 

围绕西安隆基、中电电气、 协鑫
集团等企业为主体，加 快发展太
阳能级多晶硅、单 晶硅及“切片
加工—电池组 装—太阳能发电”
硅光伏产 业链，通过以商招商、
定向 招商、专题招商等方式引进 
配套项目，完善产业体系 

加快推进西安隆基楚雄 10GW 
单晶硅片、保山 
5GW、丽江 5GW 单晶硅棒 及
切片加工项目，力争 2020 年全
面建成投产 

做大水电铝产能规
模，为实施绿色发
展国家战略提供示
范和引领 

以项目建设为重点，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新增 80 万吨水电铝产
能 

立足壮大优势产业抓招商，推动
绿色水电铝产业层次和规模体量
再上新台阶，新增 125 万吨水电
铝产能 

打造国内绿色水电铝产业应用示
范基地，以绿色引领资源配置，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创新投融资政策保
障，加大对铝精深
加工重点项目的支
持力度 

重点跟进红河州铝箔项目、大理
客车制造项目、汽车零部件加工
项目等铝精深加工产业项目实施
进度 

引进在轨道交通、建筑、汽车、
航空航天、消费电子、建筑等领
域的全国铝精深加工企业，培育
和引进 3 家超 10 亿元骨干企业 

加大铝产业精深加工招商引资力
度，培育和引进 5 家超 10 亿元
骨干企业 

聚焦产链延展，大
力发展铝精深加工
产品 

有针对性的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
产经营及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 

成立铝精深加工产业发展专项基
金，引导社会资金向铝精深加工
产业投入 

强化政策保障，制定对口资金、
政策扶持方案，及时出台相关配
套措施，加大对铝精深加工重点
项目的支持力度 

资料来源：云南省发改委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2018 年云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推动水电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后，一批
行业领军企业陆续布局云南，绿色硅材加工一体化产业快速发展，云南省绿色能源资源优
势正逐步转化为其经济优势。预计到 2023 年，云南省将形成 15 万吨多晶硅、60 万吨单
晶硅拉制、110 吉瓦晶硅切片、30 吉瓦电池片及光伏组件、120 万吨有机硅等生产能力。
此外，云南省也正加快形成“中国铝谷”，先后引进中铝等一批龙头企业，已建成电解铝
产能 337 万吨，全部项目建成后产能接近 800 万吨，占全国电解铝总产能近五分之一，
一批批深加工及产业链配套项目正加速聚集，云南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铝材生产制
造基地之一。  

 

1.1.3.广东较高用电缺口带动云南外送电增长 

“西电东送”大背景下，云南省外送电持续增长。2010-2020 年，云南省外送电量从 349.8

亿千瓦时增至 1663.8 千瓦时，高于发电增速和用电增速。而广东省则是云南省外送电的主
要消纳地。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强省，省内的发电方式仍以煤电为主，发电量低于用电量，
用电缺口长期保持在 30%以上，2019 年用电缺口为 32.57%，会持续依赖来自云南等西部地
区的外送电。根据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数据，2021 年云南省云电送粤计划电量 1300 亿千瓦
时，进一步缓解广东省的用电缺口。 

图 5：云南省外送电量及增速  图 6：广东省用电量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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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目前，云南省在“西电东送”的整体布局下已构建九条直流通道，输电能力持续提升。云
南省规划建设支流通道包括楚穗直流、普侨直流、滇西北直流、昆柳龙直流四条±800 千
伏特高压直流工程与五条±500 千伏直流超高压电网，其中大部分输电线途径广西达到广
东省，广东省强大的消纳能力在输电线建设保障下，将带动云南省外送电需求的增长。 

表 1：云南省已建成输送通道 

特高压项目 起点 终点 
线路全长 

（千米） 
投产时间 

输电能力 

（万千瓦） 

±800 千伏楚穗直流工程 楚雄州禄丰县 广州市 1400 2010 年 500 

±800 千伏普侨直流工程 普洱市思茅区 广东省江门市 1450 2013 年 500 

±500 千伏同塔双回直流 
昭通市盐津县牛

寨换流站 
广州从化区从西换流站 2×1223 2014 年 6 月 640 

±500 千伏金中直流 
云南丽江金官换

流站 
广西柳州柳南换流站 1105 2016 年 320 

±500 千伏永富直流 
楚雄州永仁县永

仁换流站 
文山州富宁县富宁换流站 566 2016 年 300 

±500 千伏鲁西背靠背直流 罗平县 罗平县 - 2017 年 6 月 300 

±800 千伏新东直流工程 大理州剑川县 深圳市宝安区 2000 2018 年 5 月 500 

±800 昆柳龙直流工程 
昆明禄劝县的昆

北换流站 
广东龙门换流站 1500 2020 年 800 

资料来源：云南省能源发展规划、北极星电力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供给相对平稳，近几年水电装机增量有限 

1.2.1. 云南水电重要性逐年提升，占比超八成 

云南省电源供给水电为主，占比逐渐提升。2010-2019 年，云南省发电量呈持续增长趋势，
从 1365.0 亿千瓦时增至 3465.6 亿千瓦时。水电发电量的增长是云南省发电量增长的主要
动力，从 814.1 亿千瓦时增至 2855.8 亿千瓦时，年复合增速达 14.96%，占比也由 59.64%

增至 82.40%。 

图 7：云南省发电量  图 8：云南省发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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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1.2.2. 未来水电增量有限，供给或将趋于平稳 

云南省新增装机有限，且以水电为主。根据云南省《能源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水
电发展的规划，目前金沙江在建的项目仅有乌东德水电站和白鹤滩水电站。澜沧江方面，
得到审批并开始投入的仅有装机容量 140 万千瓦的托巴水电站，预计云南省的水电供应在
未来将趋于平稳。 

根据云南电力交易中心预测，2021 年云南省新增装机容量 574 万千瓦，包括水电 451 万
千万、风电 64 万千瓦、光伏 40 万千瓦与余热及其他 19 万千瓦，水电仍是云南省发电量
增长的主要增长动力，但整体来看，云南省未来新增装机容量十分有限，发电增速相对需
求而言较为平缓。 

 
表 3：云南省未来水电装机增长情况 

项目名称 装机容量 建设年限 建设单位 总投资 投产时间 

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 

装机 1020 万千

瓦，云南侧 510 万

千瓦 

2015-2022 年 
三峡金沙云川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 
502.0 亿元 预计 2021 年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 

装机 1600 万千

瓦，云南侧 510 万

千瓦 

2017-2022 年 
三峡金沙云川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 
1778.9 亿元 预计 2022 年 

金沙江旭龙水电站 装机 222 万千瓦 —— 

国电金沙江旭龙

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 

289.9 亿元 —— 

澜沧江古水水电站 装机 180 万千瓦 —— 华能澜沧江公司 —— —— 

澜沧江托巴水电站 装机 140 万千瓦 2019- 华能澜沧江公司 200.29 亿元 —— 

资料来源：云南省能源发展规划、各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1.3. 供需格局偏紧背景下，云南省电价有望提升 

云南省电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减缓，需求增长有望带动电价回升。以较长期限看，云南省电
力有供大于求的特点，2010-2019 年，发电量年复合增速为 12.8%，用电量复合增速却只
有 8.2%；但近三年的趋势则相反，2017-2019 年的用电量年复合增速为 13.4%，高于发电
量年复合增速 8.25%，需求增速高于供给带动电价上涨。进入 2021 年后，云南省的用电需
求激增，2021 年 1 月、2 月省内用电量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33.85%和 34.23%。 

云南省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排头兵，市场电占比 63%。云南在 2014 年就开始探索电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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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交易，2016 年开放大工业用户全电量参与市场化交易。2016-2020 年，昆明电力交易
中心的市场交易电量从 590.0 增至 1278.3 亿千瓦时，年复合增速达 21.5%，高于全省用电
量增速，市场化程度快速提升，2020 年市场电占比 63%，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图 9：云南省市场交易电量增长  图 10：云南省近期用电需求激增 

 

 

 

资料来源：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1：云南省市场交易电量逐年攀升  图 12：云南省电力市场化比例逐年上升 

 

 

 

资料来源：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昆明电力交易中心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3：云南省电力市场主要交易品种  

 

资料来源：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天风证券研究所 

 

电价呈现增长趋势，开工率提升有望带动需求进一步增长。云南省市场交易电价自 2016

年 3 月起呈上升趋势，2020 年 1-5 月，11-12 月电价均高于 2017-2019 年同期；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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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交易电价水平进一步提升，1-3 月电价分别同比增长 4.2%、3.4%和 4.6%。从近期的开工
率可以看出，云南省开工率在 2020 年初疫情后逐渐恢复，2021 年 1-2 月开工率高于 2020

年同期，使用电量需求增速高于 30%。随着年后开工率的持续提高，带动云南省用电量需
求增长，电价有望持续提升，包括华能水电在内的云南省水电企业将从中受益。 

图 14：云南省开工率  图 15：云南省市场交易电价走势（单位：元/千瓦时） 

 

 

 

资料来源：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天风证券研究所 

 

近年高耗能产业逐步落地云南，对用电需求构成有力支撑，2017-2019 年用电量复合增速
13.4%，高于发电量复合增速 8.25%，扭转了长期以来供大于求的格局。展望未来，需求方
面，碳中和背景下，我们预计云南省水电资源对高耗能产业的吸引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将
对未来省内用电需求形成有力拉动；此外，外送电需求的持续增长也有望助力省内电力的
消纳。供给方面，未来几年预计云南省整体电力供给增量相对有限，总装机容量有望保持
相对平稳。因此，在云南省未来几年总体需求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但电力供给相对平稳的
背景下，云南省电力供需格局或保持偏紧状态，市场交易电价有望提升。 

投资建议：电价上行趋势下，云南水电龙头有望受益。据测算，按照 2019 年财务数据，
在云南省市场交易电价增长 5%/10%/15%，营业成本、费用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华能
水电的业绩将增长 3.6%/7.2%/10.8%。云南市场交易电价增长将为华能水电带来一定的业绩
弹性。  

表 4：上网电价增长对华能水电归母净利润的影响 

假设 

电价不变 

电价+5% 

电价+10% 

电价+15% 

业绩弹性（%） 

- 

3.6% 

7.2% 

10.8%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 环保公用投资组合 

表 5：环保公用投资组合（截至 3月 26 日收盘） 

代码 股票简称 
30 日 

涨跌幅 
总市值 EPS（元） PE 投资要点 

最新收

盘价 

  （%） （亿元） 2020E 2021E 2020E 2021E  （元） 

600323.SH 瀚蓝环境 2.45 195 1.38 1.76 18 14 聚焦大固废领域，业绩有望稳步增 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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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000875.SZ 吉电股份 10.60 103 0.19 0.25 25 19 
新能源方向明确，致力成为国内一

流清洁能源运营商 

4.80 

600025.SH 华能水电 21.41 990 0.31 0.36 18 15 
全国第二大水电公司，五大拐点已

至 

5.50 

000967.SZ 盈峰环境 -3.93 263 0.50 0.60 17 14 
环卫装备行业龙头，环卫服务后来

居上 

8.31 

300680.SZ 隆盛科技 10.18 44 0.38 1.07 79 28 
新能源＋国六东风已至，EGR 龙头

借势启航 

30.19 

688021.SH 奥福环保 19.43 45 1.10 1.75 53 34 
国产蜂窝陶瓷领军者，受益于国六

排放标准升级 

58.75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均采用天风预测数据 

 

3. 重点公司外资持股变化 

截至 3 月 26 日，剔除限售股解禁影响后，长江电力、华能水电、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外
资持股比例分别为 5.40%、0.30%、2.44%和 3.04%。较年初（1 月 2 日）分别变化-0.05、-0.05、
+0.26 和-0.23 个百分点，较上周分别变化-0.04、+0.02、-0.10 和-0.27 个百分点。 

图 16：长江电力外资持股情况  图 17：华能水电外资持股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8：国投电力外资持股情况  图 19：川投能源外资持股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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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煤价方面，截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秦皇岛港动力末煤（5500K）平仓价为 689 元/吨，
较去年同期增加 146 元/吨，同比变化+26.9%，较 2020 年 11 月 30 日 630 元/吨环比变化
+9.4%。 

库存方面，截至 3 月 26 日，秦皇岛港煤炭库存总量为 496 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146 万
吨，同比变化-22.7%，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505 元/吨环比变化-1.9%。 

图 20：秦皇岛 Q5500动力煤价格（元）  图 21：秦皇岛港煤炭库存（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5. 行业历史估值 

图 22：电力行业历史估值  图 23：燃气行业历史估值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4：环保行业历史估值  图 25：水务行业历史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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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6. 上周行情回顾 

表 6：上周个股涨跌幅排名 

排名 
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跌幅 总市值 EPS（元） PE 

涨幅前 10 个股 （%） （亿元） 2020E 2021E 2020E 2021E 

1 002658.SZ 雪迪龙 43.24 56 0.20 0.23 42 37 

2 600917.SH 重庆燃气 38.44 139 - - - - 

3 603603.SH 博天环境 32.67 32 - - - - 

4 000027.SZ 深圳能源 31.82 477 - - - - 

5 000966.SZ 长源电力 27.10 85 - - - - 

6 000883.SZ 湖北能源 17.01 326 - - - - 

7 002911.SZ 佛燃能源 15.46 98 - - - - 

8 000037.SZ 深南电 A 15.21 44 - - - - 

9 002893.SZ 华通热力 14.90 21 - - - - 

10 600903.SH 贵州燃气 13.43 118 - - - - 

 跌幅前 5 个股        

1 300203.SZ 聚光科技 -15.03 57 1.12 0.92 14 17 

2 600505.SH 西昌电力 -10.22 26 - - - - 

3 600452.SH 涪陵电力 -7.58 86 0.96 1.09 21 19 

4 300483.SZ 沃施股份 -7.32 46 - - - - 

5 000767.SZ 晋控电力 -6.73 114 - - - -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均采用 Wind 一致预期 

 
图 26：上周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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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7：上周电力、环保、燃气、水务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7. 上周行业动态一览 

表 7：上周行业动态一览 

公用事业 

国家电网：加快抽水蓄能开发建设 

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约占能源行业的 41%，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关键是加快发展新能源。2030 年我国新能源装机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抽水蓄能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服务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北

极星电力网】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清洁能源消纳情况综合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根据《2021 年能源监管重点任务清单》（国能发监管〔2021〕5 号）安排，研究制定了《清洁能源消纳情况综合监管工作方案》。

【国家能源局】 

河北斥资 405 亿打造 85 个氢能项目 

河北省发改委发布《河北省 2021 年氢能产业重点谋划推进项目清单（第二批)》，涉及 85 个项目，涵盖制氢、装备、加氢站、

燃料电池、整车/专用车、应用示范、技术研发七个方面。【北极星电力网】 

浙江海宁率先出台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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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宁市发展改革局出台《关于推动源网荷储协调发展 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的指导意见》，从有序推进清洁能源开发利

用、推广“清洁能源+储能”发电方式、开展“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 3 方面进行了明确，指出要提升能源数字化建设水平，加

快形成源网荷储协调发展、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的新格局。【北极星电力网】 

湖南省“十四五”规划发布 

规划指出，要优化布局能源输配通道，构建“十纵八横六通道”的综合能源大受端；优化完善电网主网架，实现 500 千伏电网

市州全覆盖和 220 千伏电网县级全覆盖。【北极星输配电网】 

环保 

哈尔滨：发布《哈尔滨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体系，积极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

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逐步建立、完善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北极星环保网】 

生态环境部：“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 瞄准京津冀和汾渭平原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在该部近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将指导东北、西北等地方，把重污染应急减

排清单完善好。【生态环境部】 

吉林省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分配方案发布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共计 1.34 亿元，共到 19 个单位或地区。【北极星

环保网】 

生态环境部：“十四五”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时期 

近日在第五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强调，“十四五”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时期。中方将落

实强有力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加大对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的控制力度，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运行，持续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北极星环保网】 

广州市 2021 年重点项目计划发布 

2021 年广州市重点建设正式项目共 666 个，年度计划投资 3417 亿元。同时强化重大项目储备，重点建设预备项目共 111 个，

年度投资计划 186 亿元。其中生态环保项目 33 个，涉及垃圾处理、水环境整治等项目。【北极星环保网】 

资料来源：北极星电力网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8. 上周重点公司公告 

表 8：上周重点公司公告 

公告类型 公司名称 时间 公告内容 

财务报告 

新奥股份 2021/3/22 
2020 年实现营收 880.99 亿元，同比减少 0.62%；归母净利 21.07 亿元，同比减少

27.49%。 

上海环境 2021/3/23 2020 年实现营收 45.1 亿，同比增长 23.72%，归母净利 6.3 亿，同比增长 1.48%。 

黔源电力 2021/3/25 2020 年实现营收 26.51 亿，同比增长 21.90%，归母净利 4.44 亿，同比增长 52.87%。 

三峡水利 2021/3/25 2020年实现营收 52.56亿，同比增长 302.17%，归母净利 6.20亿，同比增长 223.43%。 

皖能电力 2021/3/25 2020 年实现营收 167.52 亿，同比增长 4.10%，归母净利 10.14 亿，同比增长 30.97%。 

新天然气 2021/3/26 2020 年实现营收 21.12 亿元，同比减少 8.01%，归母净利 3.59 亿，同比减少 15.02% 

龙蟠科技 2021/3/26 2020 年实现营收 19.15 亿元，同比增加 11.77%，归母净利 2.03 亿，同比增加 59.20% 

奥福环保 2021/3/26 2020年实现营收 3.14 亿元，同比增加 17.18%，归母净利 0.80亿元，同比增加 55.01% 

中原环保 2021/3/26 2020年实现营收 21.50 亿元，同比增加 23.57%，归母净利 4.96亿元，同比增加 6.78% 

大唐发电 2021/3/26 
2020 年实现营收 956.14 亿元，同比增加 0.17%，归母净利 30.40 亿元，同比增加

185.25%。 

业绩快报 新奥能源 2021/3/22 2020年实现营收716.17亿元，同比增长2.0%；归母净利62.78亿元，同比增加10.7%。 

中标 长青集团 2021/3/26 
公司子公司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中标“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

地污水处理运营服务”项目，中标金额 0.64 亿元。 

公司债券 瀚蓝环境 2021/3/23 公司完成发行 2021 年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利率 2.90%。 

对外投资 
启迪环境 2021/3/22 拟出资 11.58 亿元成立全资子公司“郑州启迪环卫”。 

深圳能源 2021/3/22 拟投资建设和胜风电 A 段项目，总投资为 0.4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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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源电力 2021/3/24 拟购买湖北电力 100%股权，交易价格 61.2 亿。 

龙蟠科技 2021/3/26 
（1）拟与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及科创基地项目，投资金额 5

亿元；（2）拟以 0.23 亿元购买四川锂源 19.09%股权。 

股票增减持 
博世科 2021/3/22 拟向“广州环投集团”发行不超过 1.22 亿股，发行价格为 7.68 元/股。 

中国广核 2021/3/26 控股股东中广核增持 0.1 亿股 H 股股份，占公司 H 股股本 0.09%。 

股份回购 
京能电力 2021/3/23 公司完成回购 0.69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 1.02%，回购价 2.77-3.12 元/股。 

龙马环卫 2021/3/24 公司累计回购 418.8 万股，占总股本 1.01%。 

股权激励 

德林海 2021/3/24 向激励对象授予 19.00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总股本的 0.32%。 

新奥股份 2021/3/26 
向 4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834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总股本 0.64%，首次授予价 7.03

元/股。 

其他 

启迪环境 2021/3/22 李星文因个人原因辞去总经理职务，聘任黄新民为新任总经理。 

城发环境 2021/3/22 拟向启迪环境提供不超过 2.9 亿元的财务资助。 

新奥股份 2021/3/22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股派发现金分红 0.19 元（含税）。 

隆盛科技 2021/3/23 股东倪茂生已减持 233.2 万股，占总股本的 1.62%，并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蓝焰控股 2021/3/24 与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签订《山西省煤层气探矿权出让合同》，总投入 1.2 亿 

威派格 2021/3/25 公司自 2020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1 年 3 月 25 日，累计收到政府补助 0.12 亿元。 

龙蟠科技 2021/3/25 公司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为 1.7 万股，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为 142.1 股。 

龙蟠科技 2021/3/26 公司将于 4 月 2 日解除限售股份 142.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0.41%。 

百川能源 2021/3/26 公司将减少注册资本至 13.63 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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