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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澳煤或将重新放开进口，将如何影响我国动力煤市场？ 
 

本周专题： 

根据彭博社消息，国家发改委于 1 月 3 日与部分电力和钢铁企业开会，讨
论恢复澳大利亚煤炭进口一事，计划首先允许宝武、大唐、华能和国能等四
家企业自澳洲进口煤炭，可能最早于 4 月 1 日恢复。本周我们分析若澳煤
放开进口，对我国煤炭市场价格影响几何。 

核心观点： 

澳煤主要出口至亚洲。20 年日本和中国分别是澳煤前两大出口国，出口量
占比分别达到 29.5%和 22.7%。 

澳煤进口禁令后，中澳两国煤炭贸易格局均有较大调整。国内：加大印尼
和俄煤进口，21 年我国印尼和俄罗斯的煤炭进口量分别同比增长 39%和
44%。澳大利亚：主要出口量已经转移至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在内的其他
亚洲国家。2021 年澳大利亚对日本、韩国和印度的出口量占比相较于 2020
年分别提升 3.5、3.8 和 5.8pct。 

澳煤若重新放开进口，对国内动力煤市场影响几何？ 

短期看，澳煤在量价端优势并不明显。量：短期内很难快速增加，对国内
动力煤供应的影响有限。①澳煤对国内炼焦煤的影响要大于动力煤。20 年
澳洲炼焦煤占全国炼焦煤总需求量的 6.3%，而同年出口到中国的动力煤仅占
全国动力煤总需求量的 1.2%。②澳煤出口格局再次调整仍需时间，增量产量
有限。存量方面，在我国禁止澳煤进口后，澳大利亚煤炭已完成出口结构重
塑，即使恢复对华出口，我们认为短期内可转移的存量资源不多。增量方面，
截止 2022 年 6 月，澳大利亚煤炭产量同比增长 3.3%。根据 BP 数据，2021
年全球煤炭进口量同比增速高达 4.4%。在全球煤炭需求强劲的背景下，澳洲
的产量增量相对有限。价：目前澳煤的到港价格优势并不明显，对国内动
力煤价格形成冲击的可能性不大。截止 2023 年 1 月 6 日，广州港澳煤 5500k
库提含税价为 1221.25 元/吨，同期广州港印尼 3800k 库提含税价和秦皇岛
港 5500 混煤平仓含税价分别为 818.6 元/吨和 1185 元/吨，澳煤目前的到港
价格偏高。同时年末国内需求端对于市场煤价支撑力度有限，短期内澳煤价
格相对国内市场价出现优势的概率不大。但是在目前需求端对国内煤价支撑
力度有限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澳煤放开进口带来的供给端潜在的增量或对国
内市场造成一定的情绪冲击。 

长期看，澳煤价格下跌空间可期，沿海电厂有望率先受益。①全球资源品
进入下降通道，或将带动澳煤价格回落。22 年欧洲加大对非俄罗斯的煤炭
出口国的采购，推动国际煤炭价格加速走高。近期由于欧洲供暖需求受到抑
制，TTF 期货价格较 22 年 8 月高点下降 79.7%。我们判断当海外冬季能源刚
需缓和，天然气价格进入下行周期后，全球煤价有望加速回落。②澳洲高卡
优质煤重回中国市场，有望改善国内动力煤结构，助推煤价回归合理区间。
进口煤来源可选择性增加有助于提升下游电厂采购议价权。③22年1-11月，
我国共 8 个省市进口煤炭量超过 1000 万吨，除内蒙古和北京外，其余省份
均为沿海省市。后期澳煤价格若松动下行，沿海电厂采购成本有望率先改善。 

投资建议：澳煤进口或重新放开，短期内虽不具备量价优势，但对市场情绪
有边际影响，同时国际资源品价格下跌有望带动澳煤价格长期回落。此外，
澳洲优质高卡煤进口可缓解国内高卡货源偏紧的现状，沿海电厂有望率先获
益。标的方面，建议关注【宝新能源】【粤电力】【上海电力】【华润电力】
【中国电力】【华能国际】【浙能电力】【国电电力】【华电国际】。 

风险提示：经济修复以及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澳煤价格回落不及预期、疫情
反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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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煤或将放开进口，将如何影响我国动力煤市场？ 

根据彭博社消息，国家发改委于 1 月 3 日与部分电力和钢铁企业开会，讨论恢复澳大利亚
煤炭进口一事，计划首先允许宝武、大唐、华能和国能等四家企业自澳洲进口煤炭，可能
最早于 4 月 1 日恢复。本周我们分析若澳煤放开进口，对我国煤炭市场价格影响几何。 

1.1. 澳大利亚煤炭产量丰富，20 年对华出口占比达 22.7% 

产量方面，据 2022 年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截至 2020 年底澳大利亚煤炭探明储量 1502

亿吨，占全球近 14%，其硬煤资源开发条件优越，主要分布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
2021 年澳大利亚煤炭产量 4.79 亿吨，同比增速 1.8%；出口量方面，煤炭是澳大利亚仅次
于铁矿石的第二大出口产品。根据 BP 数据，澳大利亚煤炭出口量占总产量比例自 2012 年
以来一直维持在 70%以上。2021 年澳洲煤炭出口量共 3.27 亿吨标煤，占世界出口总量的
29%；出口结构方面，澳大利亚煤炭主要出口至亚洲。2020 年日本和中国分别是澳大利亚
煤炭前两大出口国，出口量占比分别达到 29.5%和 22.7%。 

图 1：澳大利亚煤炭产量及出口量（单位：艾焦耳）  图 2：2020 年澳大利亚煤炭主要出口国或地区出口比例（%） 

 

 

 

资料来源：BP 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P 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澳煤进口禁令后，中澳两国煤炭贸易格局均有较大调整 

2020 年 10 月中国开始了限制澳煤进口的针对反击措施。根据煤炭市场网数据，2021 年澳
煤进口量从 2020 年的 7808 万吨锐减至 1171 万吨。2022 年 1-11 月我国的澳煤进口量仅
为 286 万吨。近两年来中国对澳洲煤炭进口量的大幅减少分别对中国和澳洲的煤炭贸易格
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2.1. 国内：调整进口来源结构，加大印尼和俄罗斯煤进口 

进口总量上，虽然 2021 年澳大利亚进口煤的缺口达到 6637 万吨，但是得益于进口来源结
构的调整，2021 年全年我国煤炭进口量仍然同比增长 6.6%，达到 32322 万吨，其中印尼
和俄罗斯的进口增量分别达到 5475 万吨和 1743 万吨，进口总量同比增长 39%和 44%。 

图 3：2019-2022 年中国煤炭分国别进口量（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CCTD 中国煤炭市场网微信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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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澳大利亚：积极寻找出口替代国，已完成煤炭出口结构重塑 

在中国大幅减少对澳煤的进口之后，澳大利亚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出口替代国，已经基本
完成其煤炭出口贸易格局的重塑。 

➢ 出口总量上，根据 BP 数据，2021 年澳洲的煤炭总出口量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行，
同比 2020 年增长 3.2 %。 

➢ 出口结构上，2021 年中国占澳大利亚煤炭出口量比例已经由 2020 年的 22.7%下降至
2021 年的 3.3%，澳煤的主要出口量已经明显转移至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在内的其
他亚洲国家。2021 年澳大利亚对日本、韩国和印度的出口量比例分别达到 33%，17.3%

和 15.2%，相较于 2020 年分别提升 3.5、3.8 和 5.8pct。此外，对于欧洲的出口量同比
增加了 3pct 达到 6.6%。 

图 4：澳大利亚煤炭出口量（单位：艾焦耳）  图 5：2021 年澳大利亚煤炭主要出口国或地区出口比例（%） 

 

 

 

资料来源：BP 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P 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3. 澳煤若重新放开进口，对国内动力煤市场影响几何？ 

1.3.1. 短期看，澳煤在量价端优势暂不明显，但对市场情绪有边际影响 

➢ 量：短期内很难快速增加，对国内动力煤供应的影响有限。 

① 澳煤对国内炼焦煤的影响要大于动力煤。2011-2020 年我国从澳洲进口的动力煤总量
多于炼焦煤，其中 2020 年动力煤和炼焦煤进口量占比分别为 54.6%和 45.4%。但由于
我国的动力煤总需求量远高于炼焦煤，同时国内主焦煤资源储量相对偏少，导致我国
对澳大利亚的炼焦煤依赖度高于动力煤。2013 年澳大利亚反超蒙古国成为我国炼焦煤
第一大供应国后，直到 2020 年末我国对澳大利亚的炼焦煤进口量占比一直维持在 40%

以上。2020 年澳洲炼焦煤占全国炼焦煤总需求量的 6.3%，而同年出口到中国的动力煤
仅占全国动力煤总需求量的 1.2%。 

国内煤炭产量稳步增长，长协煤供应基本盘进一步扩大。根据国家能源局，2022 年国
内煤炭总产量约 44.5 亿吨，同比增长 8%，全年实现增产煤炭 3.2 亿吨，预计全年电煤
中长期合同实际兑现量约 20亿吨。2023 年电煤的中长协供应量进一步提升到 26 亿吨，
覆盖面要超过 85%，长协煤供应的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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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11-2020 年我国从澳洲的进口煤炭结构  图 7：2011-2020 年我国对澳煤的依存度（%）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② 澳洲煤炭出口格局再次调整仍需时间，同时增量产量有限。 

存量方面，在我国禁止澳煤进口后，澳大利亚煤炭出口结构重塑，近两年原来出口到
中国这部分量逐步被日本、印度、东南亚、欧盟等国家或地区承接。即使恢复对华出
口，我们认为短期内其贸易格局若再次改变也需一定时间，可转移的存量资源不多。 

增量方面，截止 2022 年 6 月，澳大利亚煤炭产量 2.83 亿吨，同比增长 3.3%。根据
BP 数据，2021 年全球煤炭进口量同比增速高达 4.4%，其中欧盟、日本等地区的煤炭
进口同比增速更是高达 12.4%和 7%。在全球煤炭需求强劲的背景下，澳洲的产量增量
相对有限。 

➢ 价：目前澳煤的到港价格优势并不明显，对国内动力煤价格形成冲击的可能性不大。 

2017 年以来，广州港澳煤 5500K 库提含税价仅在 22 年 3 月和 8 月至 12 月出现低于秦皇
岛港 5500k 价格的情况，而与广州港印尼煤 3800k 则一直保持正价差，价格优势并不明显。
截止 2023 年 1 月 6 日，广州港澳煤 5500k 库提含税价为 1221.25 元/吨，同期广州港印尼
3800k 价格和秦皇岛港 5500 混煤平仓含税价分别为 818.6 元/吨和 1185 元/吨，澳煤目前
的到港价格偏高。此外从需求端看，年末国内需求较为平淡，电厂日耗并未出现超预期增
长，且库存相对充足，加上工业企业陆续进入放假状态，年前采购需求仍将疲软，需求端
对于国内市场煤价支撑力度有限，我们认为短期内澳煤价格相对国内市场价出现优势的概
率不大。 

图 8：澳煤 5500K（广州港）与印尼煤 3800k（广州港）和秦皇岛港 5500k 价差（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资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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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量价端看澳煤放开进口对基本面的实质影响不会很快体现，但是在目前需求端较为
疲软，对国内市场煤价支撑力度有限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澳煤放开进口带来的供给端潜在
的增量或对国内市场造成一定的情绪冲击。 

1.3.2. 长期看，澳煤价格下跌空间可期，沿海电厂有望率先受益 

① 全球资源品进入下降通道，或将带动澳煤价格回落。 

2022 年夏季，在高温干旱天气下，欧洲的水电、核电发电量均出现暴跌，加之俄罗斯
天然气供应不断施压、直到 9 月初彻底断供，不断推涨欧洲天然气价格，TTF 期货价
格在 2022 年 8 月底一度达到 345 欧元/兆瓦时。高昂的气价使得煤炭作为替代燃料采
购需求大幅增长。根据 BP 数据，2021 年欧洲对俄罗斯煤炭的进口比例高达 48%，自
2022 年 8 月 11 日欧盟对俄罗斯煤炭禁运生效以来，欧洲各国纷纷加大对其他煤炭出
口国如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采购，从而推动国际煤炭价格加速走高。澳大利亚纽卡斯尔
港动力煤期货价格在2022年9月15日的收盘价达到 445.5美元/吨，较年初上涨 182.9%。  

图 9：澳大利亚纽卡斯尔煤炭期货价格（单位：美元/吨） 

 
资料来源：Investing.com，天风证券研究所 

而近期由于欧洲冬季气温较为温和，供暖需求受到抑制，天然气库存不降反升，德国
在圣诞节前的天然气库存降至 87%的低点之后持续反弹，目前的库存已经攀升至 90%

以上。目前整个欧洲的天然气储存量达 84%，远高于 70%的五年冬季平均水平。欧洲冬
季能源供应极端紧张的风险大幅缓解之后带动 TTF 期货价格迅速回落，截止 2023 年 1

月 6 日 TTF 期货价格已下降至 69.5 欧元/兆瓦时，较 2022 年 8 月高点已下降 79.7%。
我们判断当海外天然气价格进入下行周期后，有望带动全球煤炭价格加速回落。 

图 10：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单位：欧元/兆瓦时） 

 

资料来源：ICE，天风证券研究所 

② 澳洲高卡优质煤重回中国市场，有望改善国内的动力煤结构，助推煤价回归合理区间。
中澳关系恶化后，我国禁止进口高卡优质的澳煤，东南沿海省份为控制日趋增加的发
电成本，从印尼进口较多中低热值煤炭，导致整体煤炭库存热值偏低。进口的中低热
值煤炭与国内生产或俄罗斯进口的高热值煤炭混配使用后，由于电厂锅炉未投放设计



 
 

行业报告 | 行业研究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8 

 

煤种运行，将增加飞灰磨损，导致热效率下降，供电煤耗上升，锅炉燃烧不稳，出力
不足。低热值煤炭的混配使用实质上降低了我国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影响东南沿海
省份的电力供应。 

当前国内港口市场高卡低硫煤货源紧缺情况长期存在，较低热值货源溢价明显。而澳
洲动力煤具有高热值低硫分的特点，若后期放开进口澳煤限制，可以有效缓解国内高
卡货源偏紧的现状。同时，进口煤来源可选择性增加，也有助于提升下游电厂采购议
价权。 

图 11：秦皇岛港 5500k 低硫动力煤与 5000k 低硫动力煤价差在不断拉大（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资源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③ 后期澳煤价格若松动下行，沿海电厂将率先获益 

2022 年 1-11 月，我国共有 8 个省市进口煤炭量超过 1000 万吨，分别为福建、广东、
北京、浙江、内蒙古、上海、江苏和广西，除内蒙古和北京外，其余省份均为沿海省
市。后期澳煤价格若松动下行，沿海电厂的采购成本有望率先改善。 

图 12：2022 年 M1-11 我国煤炭进口量超 1000 万吨的省市（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易煤资讯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1.4. 投资建议 

澳煤进口或重新放开，短期内虽不具备量价优势，但对市场情绪有边际影响，同时国际资
源品价格下跌有望带动澳煤价格长期回落。此外，澳洲优质高卡煤进口可缓解国内高卡货
源偏紧的现状，沿海电厂有望率先获益。标的方面，建议关注【宝新能源】【粤电力】【上
海电力】【华润电力】【中国电力】【华能国际】【浙能电力】【国电电力】【华电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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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保公用投资组合 

表 1：环保公用投资组合（截至 1 月 6 日收盘） 

代码 股票简称 
30 日 

涨跌幅 
总市值 

归母净利润 

（亿元） 
PE 投资要点 

最新

收盘

价 

  （%） （亿元） 2021 2022E 2021 2022E  （元） 

600795.SH 国电电力 3.09 774 -18 65 -42 12 

国家能源集团旗下常规能源发电业务

平台，立足优质常规能源资产，清洁

能源加速转型 

4.34 

600025.SH 华能水电 0.59 1,219 58 70 21 17 
华能集团旗下水电上市平台，变更风

光项目建设承诺打开成长空间 
6.77 

0916.HK 龙源电力 22.06 1,324 64 75 21 18 
风电运营龙头，十四五装机有望快速

增长 
10.07 

600803.SH 新奥股份 -6.41 521 41 48 13 11 
天然气行业龙头，碳中和下成长潜力

高 
16.80 

600900.SH 长江电力 -1.79 4,751 263 267 18 18 
全球最大水电上市公司，“水风光互

补”向综合清洁能源平台型企业进发 
20.89 

600905.SH 三峡能源 3.65 1,709 56 85 30 20 
三峡集团旗下新能源运营商，引领海

上风电发展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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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6 日，剔除限售股解禁影响后，长江电力、华能水电、国投电力、川投
能源和华测检测外资持股比例分别为 7.14%、0.78%、0.42%、2.70%和 14.53%，较 2023 年初
（1 月 3 日）分别变化-0.05、+0.01、-0.03、-0.01 和 0.00 个百分点，较上周分别变化-0.05、
+0.02、-0.05、-0.03 和-0.01 个百分点。 

图 13：长江电力外资持股情况  图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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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国投电力外资持股情况  图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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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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华测检测外资持股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4.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煤价方面，截至 2023 年 1 月 6 日，秦皇岛港动力末煤（5500K）平仓价为 1185 元/吨，
较去年同期提高 379元/吨，同比变化+47%，较 2023年 1月 3日 1175元/吨环比变化+0.9%。 

库存方面，截至 2023 年 1 月 6 日，秦皇岛港煤炭库存总量为 565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116 万吨，同比变化+25.8%，较 2023 年 1 月 1 日 572 万吨变化-1.2%。 

图 18：秦皇岛 Q5500 动力煤价格（单位：元/吨）  图 19：秦皇岛港煤炭库存（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煤炭资源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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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电力行业历史估值  图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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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上周行情回顾 

表 2：上周个股涨跌幅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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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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 2023E 2022E 2023E 

1 000040.SZ 东旭蓝天 20.71 56 0.00 0.12 -2,089 33 

2 600452.SH 涪陵电力 20.66 163 0.77 0.89 21 19 

3 603200.SH 上海洗霸 13.94 31 0.37 0.66 45 25 

4 002911.SZ 佛燃能源 12.68 114 - - - - 

5 603603.SH *ST 博天 11.37 49 - - - - 

6 600131.SH 国网信通 10.70 197 0.66 0.78 24 21 

7 000539.SZ 粤电力 A 8.83 271 -0.33 0.25 -18 23 

8 300631.SZ 久吾高科 8.69 35 0.48 0.83 59 34 

9 600027.SH 华电国际 8.50 566 0.34 0.52 19 12 

10 600388.SH ST 龙净 6.96 158 0.85 1.08 18 14 

 跌幅前 5 个股        

1 000027.SZ 深圳能源 -4.40 288 0.55 0.71 11 9 

2 002700.SZ ST 浩源 -3.82 19 - - - - 

3 000958.SZ 电投产融 -3.59 243 - - - - 

4 000692.SZ 惠天热电 -2.06 18 - - - - 

5 600277.SH 亿利洁能 -1.91 144 - - - -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均采用 Wind 一致预期，总市值数据对应时间 2023 年 1 月 4 日 

 

图 22：上周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排名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3：上周电力、燃气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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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周行业动态一览 

表 3：上周行业动态一览 

公用事业 

《山东省新型储能工程发展行动方案》发布 

方案指出，十四五”期间，围绕我省国家重点示范区域定位，大力推动先进储能技术多元化、多场景应用，实现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向规模

化发展转变。到 2023 年底，全省新型储能规模达到 200 万千瓦以上；2024 年，达到 400 万千瓦；2025 年，达到 500 万千瓦左右，技术创新能

力显著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新型储能与源网荷等各要素深度融合，有力支撑我省智能灵活调节、安全保障有力、供需实时互动的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山东省能源局】 

《贵州省能源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发布 

方案指出，到 2025 年，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力争达到 21.6%，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稳步推进，新能源占比逐步提高，电能占终端用能比重达到 30%左右，能源生产环节持续降碳提效，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为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到 2030 年，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初步形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非化石能源消费

比重达到 25%左右，电能占终端用能比重达到 35%左右，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能源转型体制机制更加健全。【贵州省发改委】 

宁夏：关于优化峰谷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 

为充分发挥分时电价信号作用，有效衔接我区电力交易规则，更好引导用户削峰填谷，促进新能源消纳，现就进一步优化峰谷分时电价机制有

关事项通知，具体要求为：农业生产用电执行分时电价政策，居民生活用电（含居民合表用电、居民清洁供暖用电）选择执行分时电价政策。

工商业用电（含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按照自治区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定的市场化交易方式执行。【宁夏省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征求意见稿）》 

国家能源局就《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蓝皮书中提到，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稳步夯实。截至 2021 年底，我国

各类电源总装机规模 23.8 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 2.9 亿千瓦。全国形成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东四省、川渝藏）、南方六大

区域电网为主体、区域间异步互联的电网格局，电力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稳步提升。2021 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8.3 万亿千瓦时，总发电量 8.4

万亿千瓦时。电力可靠性指标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用户平均供电可靠率约 99.9%，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 99.8%。电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加速。

截至 2021 年底，非化石能源装机规模达 11.2 亿千瓦，占比达到 47%，首次超过煤电装机规模（11.1 亿千瓦）。2021 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

2.9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35%。其中，新能源发电量 1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 12%，分别比 2010 年和 2015 年提升 11 个、8 个百分点。

【国家能源局网站】 

环保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 

意见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推动生态强省建设，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水平，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为打造美

丽中国吉林样板作出新贡献。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到 2023 年底，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到 2025 年底，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具备厨余垃圾集中处理能力。【吉林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十四五” 生态环境监测规划》发布 

1 月 3 日，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印发《贵州省“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旨在更好地支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实现全省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规划目标为：到 2025 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更加优化高效，

省、市监测能力稳步提升，区县监测能力重点突破，机制体制更加完善，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得到有效保证，新技术融合应用能力显著

增强，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贵州省生态环境厅】 

《四川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发布 

方案的主要目标为：牢牢把握将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的着力方向，统筹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优

化调整，加快建成全国重要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战略支撑区，为全国实现碳达峰贡献四川力量。“十四五”期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

整优化取得明显进展，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煤炭消费持续下降，加快构建以水电为主，水风光多能互补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形成

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取得新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得到普遍推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政策体系

进一步完善。到 2025 年，全省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41.5%左右，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38 亿千瓦以上，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源消耗下降 14%以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确保完成国家下达指标，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

调整取得重大进展，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初步建立，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模式基本形成，重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进一步提高，煤炭消费逐步减少，绿色低碳技术取得关键突破，绿色生活方式成为公众自觉选择，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政策

体系基本健全。到 2030 年，全省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43.5%左右，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68 亿千瓦左右，单位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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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70%以上，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四川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发布 

安徽省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安徽省“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规划提出，目标到 2025 年，全省应对气候

变化工作取得新进展，为 2030 年顺利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以强度为主、总量为辅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体系基本形成，二氧化碳排放

强度持续下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气候变化影响的观测、评估及风险管控得到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有效提升；绿色低碳技

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取得新进展，气候治理能力有效增强；初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融合的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新局面。【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资料来源：山东省能源局，贵州省发改委，宁夏省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吉林省人民政府，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天风证券研

究所 

 

8. 上周重点公司公告 

表 4：上周重点公司公告 

公告类型 公司名称 时间 公告内容 

发电情况 

华能水电 2023/1/3 
根据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统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2 年完成发电量

1,006.19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6.59%，上网电量 998.89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6.60%。 

三峡能源 2023/1/5 

公司 2022 年 Q4 总发电量 130.35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长 43.07%。其中，风电同比增长

48.51%（陆上风电同比增长 7.59%；海上风电同比增长 286.39%）；太阳能同比增长 28.77%；水

电同比增长 16.38%。 

长江电力 2023/1/5 
公司境内所属四座梯级电站年度总发电量 1855.81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0.925；其中三峡电站

完成发电量 787.9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减少 23.98%。 

中国核电 2023/1/5 

2022 年全年累计商运发电量 1992.87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9.12%；累计上网电量 1870.39 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 9.35%；2030 年公司全年发电量目标为 2050 亿千瓦时，其中核电计划发电量

为 1835 亿千瓦时，新能源计划发电量为 215 亿千瓦时。 

股份增减持 

江苏新能 2023/1/3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下午收盘，江苏国

信累计增持了公司 A 股股份 19,336,398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17%，累计增持金额为

250,984,937.60 元（不含交易费用），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景津装备 2023/1/4 

截至 2023 年 1 月 3 日，景津投资减持公司 11,533,6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从 33.35%减少至 

31.35%；姜桂廷减持公司 11,533,6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从 11.98%减少至 9.98%；宋桂花减持

公司 5,756,171 股股份，持股比例从 5.59%减少至 4.59%。  

兼并收购 

川投能源 2023/1/4 
公司计划以现金方式竞买国能集团持有的大渡河公司1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401,292.71万元，

此后公司对大渡河公司的持股比例将由 10%上升至 20%。 

旺能环境 2023/1/6 

2023 年 1 月 6 日，旺能环境股份有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旺能投资有限公司与南通回力橡胶有

限公司的股东泰欣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5,590 万元（含税）收购

南通回力 13%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旺能投资合计持有南通回力 90%的股权，南通回力仍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份回购 华测检测 2023/1/4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 1,772,3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1%，成

交均价 20.02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35,487,170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业绩预告 谱尼测试 2023/1/5 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3.08-3.52 亿元，归母净利润预计较同期增长 40%-60%。 

借贷担保 晶科科技 2023/1/6 

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公司及下属公司拟为全资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

供担保，担保本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76,390.81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被担保人

提供担保的余额合计为 140,933.90 万元。 

其他 

太阳能 2023/1/4 
2022 年内，公司下属光伏发电项目公司共收到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 36.26 亿元，其中，国家

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 35.01 亿元。 

粤电力 A 2023/1/5 副总经理唐永光先生将不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旺能环境 2023/1/5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9 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26 万股，约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 0.3%。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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