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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电力产业概况 

电力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产业。2024 年是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国正处在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

系的重要节点，而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高

度重视电力产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引导，推动我国电力系统绿

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保障电力能源安全。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非

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等指标均居世界第一，截至 2023 年末，我国可再

生能源装机在发电总装机的占比已突破 50%。 

⚫ 二、我国电力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重点企业 

我国电力行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发电领域，电力央企格局已趋于稳定，形

成了国家能源集团、华能集团、国家电投、华电集团、大唐集团、三峡集

团等大型发电集团，加上中广核集团、华润电力、中核集团、国投电力、

中国节能等大型发电豪门的竞争格局，截至 2022 年末，这些大型发电企

业占全国发电装机规模比例约为 56%。其中国家能源集团发电量全球第

一，国家电投光伏装机全球第一，三峡集团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

业，华能集团为全国最大的民生供热企业。 

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是以建设和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国家电网经营区域

覆盖我国 26 个省，是世界上输电能力最强、新能源并网规模最大的电网。

南方电网则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和港澳地区提供电力

供应保障。 

⚫ 三、河南省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及重点企业 

河南省作为重要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正处于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2023 年人均用电量 4037 千瓦时，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 60%左右，有很大增长潜力。 

河南省高度重视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出台配套政策引领电力产业发展方

向。全省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已提前完成“十四五”装机目标。截至 2023

年末，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 6776 万千瓦，同比增长 38%，占全省发电总

装机比重达到 49%，同比提高 8 个百分点。其中风光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五，

中部六省第一。 

河南省电力产业重点企业主要包括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豫能控股、国家能

源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

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中国大唐集

团公司河南分公司、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中西分公司等。豫能控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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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源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分别投资

控股了多家电力企业。 

风险提示：产业链价格波动风险；电力需求不及预期；发电量不及预

期；电价下滑风险；电力产业政策波动风险；电力项目推进不及预期风

险；安全生产风险；其他不可预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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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力产业链综述 

1.1. 电力产业链构成 

电力工业将煤炭、天然气、核燃料、水能、风能、太阳能等一次能源经发电设施转换成电

能,再通过输电、变电与配电系统供给用户作为能源，主要包括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个环

节。发电是将一次能源通过生产设备转换为电能的过程，包括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和风

光等其他能源发电；输电是将发电设备生产的电能经过升压，再通过高压输电线路进行传输的

过程，包括交流输电和直流输电；配电是将高压输电线上的电能降压后分配至不同电压等级用

户的过程；供电是将电能最终供应和出售给用户的过程。可用于发电的一次能源分为不可再生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不可再生能源主要有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包括风

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在自然界可以循环再生的非化石能源。 

图 1：燃煤发电生产原理  图 2：水电发电流程图 

 

 

 

资料来源：陕西能源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能水电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研究所 

 

图 3：太阳能发电流程图  图 4：风力发电工艺流程 

 

 

 

资料来源：三峡能源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三峡能源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研究所 

我国电力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发电企业，含大型发电集团、地方性发电公司等。电力产业

链中游主要包括输配电企业，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以及一些地方电网公司。电力产业链下游

用电类别按产业分为可以分为第一产业用电、第二产业用电、第三产业用电和城乡居民生活用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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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我国电力行业产业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中原证券研究所 

1.2. 我国电力行业改革发展历程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实现大幅增长，我国电力行业也经历了从

垄断走向竞争、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深刻变革。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始于 20世纪

80 年代，先后经历了集资办电、政企分开、厂网分离、市场化等阶段。在 2002 年《电力体制

改革方案》出台之前，我国电力行业包括发电、输电、配电、售电、设计、建设等都被国家电

力公司垄断。1985年，国务院出台了“集资办电”政策，被视为整个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

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家电力公司逐渐开始拆分。其中，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于 1989年成立，成为

较早的发电企业之一。1997 年，国家电力公司的成立，被认为是第二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开始，

改革目的是实现政企分开。 

2002年，我国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

国电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以及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一同形

成了五大发电集团，打破了国家电力公司的垄断地位，为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基础。

2015年，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主要内容包括输配电价改革、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开放售

电侧和增量配售电市场等。202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

化改革的通知》，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

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以及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等，标志着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

重要一步。 

在近年来，发电企业经历了多次重组和整合。中国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进行了重组，组建

了国家能源集团；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则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实施了联合重组，最终定名

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这些重组和整合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并推动整个电力

行业的健康发展。继 2021年，三峡集团发电装机容量累计突破 1亿千瓦，跻身“六大”发电集

团，2022年以后电力央企格局再次趋于稳定。 

表 1：我国电力系统改革发展历程 

时间段 阶段特征 电力系统发展形势 

1985-1996 年 集资办电 集资办电是市场化改革第一阶段，是发电端市场化改革的起步,也是整个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第一

• 发电企业

• 大型发电
集团

• 地方性发
电公司

上游

• 输配电企
业

• 国家电网

• 南方电网

中游

• 用电行业

• 一产用电、
二产用电、
三产用电、
居民用电

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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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1985 年开始电力投资与价格体制改革，集资办电是我国电力投资体制的重大改革,是从国家

独家办电到多元化投资办电的突破，当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集资办电是为了解决办电资金而被

迫在体制上做出的根本性突破。 

1996-2022 年 政企分开 1997 年 1 月，国家电力公司的成立被认为是第二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开始。改革目标是通过完成公

司改制，实现政企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建立规范有序的电力市场。 

2002-2015 年 厂网分离 2002 年 5 号文被视为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里程碑式文件，在政企分开、厂网分离、主辅分离等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我国电力行业和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

电力公司按“厂网分开”原则组建了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和四大电力辅业集团。从

2002-2011 年，以两大电力辅业集团(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挂牌成立、并与电

网签订了分离企业整体划转移交协议为标志，电力行业“主辅分离”告一段落，从组织形式上实

现了政企分开、厂网分离和主辅分离。 

2015 年至今 市场化 2015 年启动的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输配电价改革、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开放售电

侧和增量配售电市场等，旨在通过明晰电力成本构成，厘清各方利益关系，完善电价形成机制，

培育更多的市场参与主体，实现电力市场充分竞争、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推动电力市场改革试点

以放开电力垄断，提升电力行业市场化水平，创造良好电力交易环境，以实现市场在电力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21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

通知》，提出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

业用户都、进入市场以及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等改革内容。此次改革，在放开发电侧上

网电价、用户侧销售电价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着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资料来源：北极星电力网，中原证券研究所 

1.3. 电力主管部门、自律组织 

表 2：我国电力主管部门、自律组织 

序号 主管部门、自律组织 监管内容 

1 国家发改委 是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部门，负责制定我国的电力发展规划、电价政策，并具体负责电力项目

审核及电价的制定。 

2 国家能源局 主要负责研究国内外能源开发利用情况，组织制定电力的产业政策及相关标准，监管电力市场

运行，规范电力市场秩序，监督检查有关电价，拟订各项电力辅助服务价格，研究提出电力普

遍服务政策的建议并监督实施，负责电力行政执法，负责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可靠性管理

和电力应急工作，制定除核安全外的电力运行安全、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并组织监督实施，组织实施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 

3 生态环境部 负责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基本制度，组织制订各类生态环境标准、基准和技术规范；负责重大生

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监督管理国家减排目标的实现，提出实施总量控制的

污染物名称和控制指标，监督检查各地污染物减排任务完成情况；参与指导推动循环经济和环

保产业的发展，负责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等。 

4 国家应急管理部门 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化工生产经营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电联是电力行业的自律

性组织。 

5 中电联 是电力行业的自律性组织。主要负责开展电力行业调查研究，提出对电力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政

策和立法建议，参与制定电力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和体制改革工作。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中原证券研究所 

2. 电力行业政策梳理 

电力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产业。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

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国正处在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节点，而新型电力系统是新



第8页/共33页 

 

电力及公用事业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高度重视电力行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引导，

推动我国电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保障电力能源安全。 

我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2020年 9月，我国明确提出 2030 年“碳达峰”与 2060年“碳

中和”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

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

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快建设新型能

源体系。加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推动分布式能源开发利用，发展新型储能，

促进绿电使用和国际互认,发挥煤炭、煤电兜底作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构建新型

能源体系，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与关键，协同能源低碳转型与能源安全，逐步推动能源

供应体系由传统化石为主体向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安全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表 3：政策支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时间 文件/事件 主要内容 

2021年

10 月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到 2025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 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

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到 206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80%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

实现。 

2021年

10 月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 

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因地制宜开发水电。“十

四五”、“十五五”期间分别新增水电装机容量 4000万千瓦左右，西南地区以水电为主

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基本建立。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到 2025

年，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到 3000 万千瓦以上。到 2030 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左右。 

2022年

1 月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

系规划》 

到 2025 年，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约 30 亿千瓦。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发展风电、

太阳能发电。因地制宜开发水电。到 2025 年，常规水电装机容量达到 3.8 亿千瓦左右。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到 2025 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 7000 万千瓦左右。因地制

宜发展其他可再生能源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非化石能源发

电量比重达到 39%左右。 

2022年

5 月 

《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

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的通知》 

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

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在基地规划建设运

营中，要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鼓励煤电与新能源企业开展实质性联营。 

2022年

6 月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划》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3.3 万亿千瓦时左右；“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增量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占比超过 50%，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 

2022年

10 月 

党的二十大报告 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

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统筹水电开

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 

2024年

3 月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和外送通道建设，推动分布式能源开发利用，发展新型储能，促进绿电使用和国际互

认,发挥煤炭、煤电兜底作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求。 

2024年

3 月 

《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

意见》 

持续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发电装机达到 31.7 亿千瓦左右，发电量达到 9.96

万亿千瓦时左右，“西电东送”输电能力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 55%

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达到 17%以上。 

资料来源：公开新闻整理，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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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 6月，国家能源局组织发布《新型

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以 2030年、2045 年、2060年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战略目标的重要时间

节点，制定新型电力系统“三步走”发展路径，即加速转型期（当前至 2030年）、总体形成期

（2030年至 2045年）、巩固完善期（2045年至 2060年），有计划、分步骤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的“进度条”，到 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40%，发

电量占比超过 20%，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新能源开发实现集中式与分布式

并举，引导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新型电力系统发展以支撑实现碳达峰为主要目标，加速

推进清洁低碳化转型。 

图 6：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三步走”发展路径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中原证券研究所 

“双碳”建设步伐加快，各省市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装机规模扩大，提高可再生能源消

费占比，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 2030年前碳达峰奠定基础。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新能

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装机、持续推进煤炭增产保供等表述多次出现在各省份对于 2024年的能源

工作部署中。 

表 4：各省召开 2024 年能源工作会议部署能源重点工作 

序号 省份 2024 年能源重点工作 

1 山东 着力构建多元互补的新能源供给消纳、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保障、集约节约的能源综合利用、智慧融合的能

源科技创新、互利共赢的能源合作交流“五个体系”。实施核电项目提速建设、风光基地提效建设、储能设

施多元发展、地热资源开发示范、煤炭油气增储稳产、煤电行业转型升级、装备产业招引培育、绿色低碳转

型试点、能源惠民利民提升、安全生产管理筑基等能源转型投资“十大工程”。2024 年，全省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500 万千瓦以上、规模突破 1 亿千瓦；能源领域力争完成投资 2000 亿元。 

2 福建 全面增强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加快“十四五”规划项目建设，推动更多支撑性电源重大项目开工投产，

着力提升煤炭天然气保供水平，加强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多措并举加强电力运行管理。坚定推动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进新能源健康发展，做好风电项目调度，有序开发抽水蓄能。 

3 贵州 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富矿精开”，加快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和西南地区煤炭保供中心，持续

推动能源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能源高质量发展、能源供给平稳、能源生产安全，为

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打牢坚实能源基础。全力做强现代能源产业，坚持把能源产业作为战略支柱性产业打

造，持续推进煤炭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电力项目建设，有序发展新能源，加大页岩气、煤层气勘探开

发力度。 

4 四川 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统筹同步推进电源电网项目建设。提速建设多能互补电源项目，大力实施互联互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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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电网工程。着力打造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页岩气）产能基地，持续推进天然气增储上产。加大天然气

勘探开发力度，持续优化天然气管网。着力优化能源生产消费结构，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煤炭

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挖掘电能替代潜力，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5 安徽 统筹能源安全保供与清洁转型，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支撑性电源和外送输电通道建设，加快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推动全省能源工作再上新台阶。 

6 陕西 坚定不移促进能源稳产增产，持续加强运行调度衔接，确保产能有效释放，积极推动煤炭增产增供、油气增

储上产、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全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综合施策加快能源项目建设，持续筑牢煤炭兜底保障，

加大油气开发建设力度，加快电力项目建设，延伸化工产业链条，推动项目建设质效提升，持续扩大有效投

资。稳妥有序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促进可再生能源跨越式发展，大力提升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水平、煤电绿

色发展水平，统筹推进关中煤炭消费控制，纵深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7 内蒙古 力争 2024 年新能源装机 4500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达到 1.35 亿千瓦，提前一年实现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

电装机规模的目标。 

8 山西 2024 年将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依法合规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全力稳定煤炭产量。加快煤矿重大项目

建设，推动 10 座煤矿开工、8 座煤矿进入联合试运转，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力争电力总装机容量达到

1.45 亿千瓦，实现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9 陕西 坚定不移促进能源稳产增产，持续加强运行调度衔接，确保产能有效释放，积极推动煤炭增产增供、油气增

储上产、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全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同时综合施策加快能源项目建设，持续筑牢煤炭兜底

保障，加大油气开发建设力度，加快电力项目建设，延伸化工产业链条，推动项目建设质效提升，持续扩大

有效投资。 

10 河南 统筹能源保供和低碳转型，统筹改革创新和利益兼顾，统筹省内生产和省外引入，统筹总量平衡和系统优化，

统筹能力提升和集约利用。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扎实做好电力迎峰度夏度冬保供，做好天然气供应保障，稳

定煤炭生产供应。抓好规模开发，加快清洁能源发展。大力推进风电规模化开发，积极有序发展光伏发电，

加快氢能产业发展，积极推动地热能供暖，开展生物质高值化利用。积极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深化农村能

源革命，建立多层次电力市场化机制。推进绿色氨醇试点建设，探索建设能源创新载体。建设清洁高效煤电，

推进煤电“三改”联动，加快煤炭、煤层气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促进高端炼化产业发展。优化电网结构，加

快外电入豫通道建设，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加快天然气管网建设。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加快新型储

能发展，完善油气储备体系，提升煤炭储备能力。 

资料来源：公开新闻整理，中原证券研究所 

3. 电力行业发展趋势 

3.1. 全球电力市场发展现状和趋势 

2023 年全球电力需求增长势头减缓，根据 IEA 数据，2023 年，全球电力需求增长 2.2%，

较上年增速略有下降。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电力需求增长强劲，发达经济体受宏观经济环

境和高通货膨胀影响电力需求出现明显下降。未来三年，随着经济形势持续改善，全球电力需

求预计将以年均 3.4%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建筑和交通部门电气化以及数

据中心用电将推动电力需求快速扩张。到 2026年，预计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行业的电力消费

量将翻倍。数据中心将在全球电力需求增长中起到关键作用，2022年电力消费量约为 460太瓦

时，到 2026 年预计将超过 1000太瓦时。 

表 5：2021-2026 年全球电力需求情况 

地区 2021A（TWh） 2022A（TWh） 2023A（TWh） 2026E（TWh） 
2022 年增长

率 

2023 年增长

率 

2024-2026

复合年均增

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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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753 765 780 887 1.6% 1.9% 4.4% 

美洲 6219 6382 6353 6677 2.6% -0.4% 1.7% 

其中：美国 4170 4277 4208 4404 2.6% -1.6% 1.5% 

亚太地区 13193 13733 14394 16459 4.1% 4.8% 4.6% 

其中：中国 8307 8615 9164 10573 3.7% 6.4% 4.9% 

欧亚地区 1302 1316 1335 1386 1.1% 1.5% 1.3% 

欧洲 3813 3674 3586 3845 -3.6% -2.4% 2.4% 

其中：欧盟 2736 2651 2568 2749 -3.1% -3.2% 2.3% 

中东 1172 1210 1235 1347 3.3% 2.1% 2.9% 

全球 26453 27080 27682 30601 2.4% 2.2% 3.4% 

资料来源：IEA，中原证券研究所 

预计 2025年初，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超过燃煤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得益于光伏成本的下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预计将从 2023年的 30%增至 2026年的 37%。未

来三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满足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增长，逐步取代化石能源供应。随着可再生

能源和核电发电量增加，到 2026 年煤电发电量将以 1.7%的年均降幅下降。预计全球天然气发

电将略有增长。2023 年，欧盟天然气发电量急剧下降，而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创历史新高，

全球天然气发电量增长不到 1%，到 2026年预计年均增长约 1%。 

表 6：2021-2026 年全球电力供应情况 

TWh 2021A（TWh） 2022A（TWh） 2023A（TWh） 2026E（TWh） 
2022 年增

长率 

2023 年增

长率 

2023-2026 复合年均

增长率 

核能 2809 2668 2741 2959 -5.0% 2.7% 2.6% 

煤炭 10284 10442 10613 10088 1.5% 1.6% -1.7% 

天然气 6556 6609 6639 6785 0.8% 0.5% 0.7% 

其他非可再

生能源 
852 857 782 705 0.6% -8.8% -3.4% 

可再生能源

总量 
7925 8549 8959 12158 7.9% 4.8% 10.7% 

总发电量 28426 29124 29734 32694 2.5% 2.1% 3.2% 

资料来源：IEA，中原证券研究所 

图 7：光伏电站度电成本持续下降 

 

资料来源：IRENA，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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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国电力市场发展现状和趋势 

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等指标均居世界第一，为服务国民经

济快速发展和促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提供了支撑，为全社会清低碳发展奠定了基础。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持续增长。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3 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9.22 万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6.7%，较 2022 年 3.6%的用电量增速，增长 3.1 个百分点。2024 年 1 季度，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2.34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8%。中电联预计 2024 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9.8

万亿千瓦时，比 2023年增长 6%左右。 

图 8：历年全社会累计用电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我国电力生产保持平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规上工业发电量 8.9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2%，较 2022年 2.2%的用电量增速，提高 3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占全社

会用电量的三分之一，风电光伏发电量保持两位数增长。2024年 1季度，规上工业发电量 2237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7%。 

图 9：国家规上工业发电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发电装机维持高增长。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 2023 年末，全国累计发电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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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约 29.2亿千瓦，同比增长 13.9%。可再生能源装机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的比重突破 50%，

风电光伏装机突破 1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6.1亿千瓦，同比增长 55.2%；风电装机

容量约 4.4 亿千瓦，同比增长 20.7%。风光装机合计占比 36%。我国人均发电装机容量自 2014

年底突破 1千瓦/人后，在 2023年首次突破 2千瓦/人，达到 2.1千瓦/人。截至 2024年 1季度

末，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29.94亿千瓦，同比增长 14.5%。风电装机 4.57亿千瓦，同比增

长 21.5%；太阳能发电装机 6.6亿千瓦，同比增长 55%。中电联预计到 2024年底，全国发电装

机容量预计达到 32.5 亿千瓦，同比增长 12%左右；我国新能源发电累计装机规模将达到 13 亿

千瓦左右，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上升至 40%左右，首次超过煤电装机规模。 

图 10：主要发电类型累计装机容量占比（%）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我国电力现货市场正在加速建设。2022年 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

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5年，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成。

2023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提出，积极

推动电力市场间衔接，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促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主

要规范电力现货市场的建设与运营，包括日前、日内和实时电能量交易，以及现货与中长期、

辅助服务、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等方面的统筹衔接。2024年 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在《关

于加强电网调峰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支

持调节资源通过市场化方式获取收益，明确了各类电源在现货市场中的发展路径。2024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到发展新型储能，CNESA 预测我国 2024 年新增装机容量将超过 35 吉瓦，将超过历

史上的所有装机总和，这意味着作为调节电源的新型储能市场将延续高速发展态势。 

3.3. 我国电力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我国电力行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发电领域，继 2021年三峡集团发电装机累计突破 1亿千瓦

从而跻身“六大”发电集团后，我国电力央企格局已趋于稳定。截至 2022年底，国家能源集团、

华能集团、国家电投、华电集团、大唐集团、三峡集团等六大发电集团可控装机容量分别为 28796

万千瓦、22111 万千瓦、21171.31万千瓦、19053万千瓦、17015万千瓦、12471万千瓦，合计

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47%。中广核集团、华润电力、中核集团、国投电力、中国节能等发电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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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装机容量分别为 6800 万千瓦、6781.4 万千瓦、3850.44 万千瓦、3776.42 万千瓦、1776.67

万千瓦，合计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9%。 

表 7：2022 年六大发电集团装机、资产、营收情 

企业 
可控装机容量

(万千瓦) 

清洁能源

占比 

资产总额

(亿元) 

营业总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发电量 

(亿千瓦时) 
备注 

国家能源

集团 
28796 28.5% 19422 8179 1100 11393 发电量全球第一 

华能集团 22111 38.2% 14152 4124 227 7911 全国最大民生供热企业 

国家电投 21171 62.4% 15818 3634 274 6639 
光伏装机全球第一，风

电装机全球第二 

华电集团 19053 32.6% 10272 3035 208 6421  

大唐集团 17015 34.4% 8494 2527 109 5885  

三峡集团 12471 96.0% 12688 1463 511 3838 
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

营企业 

资料来源：各发电集团跟踪评级报告,中原证券研究所 

4. 我国电力产业链重点公司 

4.1. 产业链上游发电企业梳理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家能源集团”）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注册资

本 1320.95亿元，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22号，是由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世界 500强企业合并重组而成，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

资委。拥有煤炭、常规能源发电、新能源、交通运输、煤化工、产业科技、节能环保、产业金

融等 8 大业务板块。公司拥有中国神华（601088.SH）、国电电力（600795.SH）、龙源电力

（001289.SZ）等多家上市公司。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煤炭资源储备很大，煤质优

良，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火力发电企业和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企业，可控装机容量处于行业领

先水平。2022年，公司实现煤炭产量 6.0亿吨，销量 7.9亿吨，煤炭产销量保持世界第一。截

至 2022年底，公司电力总装机容量达 28796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 19914亿千瓦，风电

装机容量 5373 万千瓦，水电装机容量 1868万千瓦，光伏装机容量 1640万千瓦。截至 2022年

底，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19422亿元，所有者权益 8078亿元；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179

亿元，利润总额 1100亿元。 

国家能源集团围绕“煤炭”核心规划发展路线的，2023年全面推进煤电“两个联营”和清

洁煤电建设。截至 2023年 10月，国家能源集团火电装机 20469万千瓦，占全国火电总装机约

15%，其中，百万千瓦等级燃煤发电机组容量占比 30%。电力方面，国家能源集团以风光火储、

水风光、源网荷储等一体化大基地高质量发展等为主要发展方向。2023年，国家能源集团可再

生能源发电装机 1.15亿千瓦，占比 35.5%。2024年国家能源集团的工作重点：优化实施“41663”

总体工作方针，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聚力安全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协同发展、价值发展和党建引领，持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着力保安全、惠民生、强协同、

促发展、强党建，全面建设世界一流清洁低碳能源科技领军企业和一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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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贡献国能力量。 

图 11：龙源电力黑龙江小城山风电场  图 12：宁东复合光伏基地项目配套储能电站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集团官网，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集团官网，中原证券研究所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能集团”）成立于 1989年 3 月，注册资本 349亿元，注

册地址位于河北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华能总部，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大型综合性发电集团之一，

拥有华能水电（600025.SH）、华能国际（600011.SH）、内蒙华电（600863.SH）等多家上市电力

企业，2020 年以来公司期末控股装机规模保持增长，截至 2022 年末，公司装机规模 22111 万

千瓦，其中火电 14224万千瓦，水电 2759万千瓦，风电 3393万千瓦，光伏 1735万千瓦。华能

集团在火电板块的发展与国家能源集团有着相似之处，都掌握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是火力发电

的主力军。2022 年发电量 7911 亿千瓦时，煤炭年产量近 1.01 亿吨，供热面积超过 10 亿平方

米，是全国最大民生供热企业。核电是华能集团的另一主营业务，华能在核电领域起步早，2005

年华能集团设立专门经营核电业务的子公司华能核电，华能核电自成立以来，先后开发了山东

荣成石岛湾、海南昌江、安徽铜陵、江西鹰潭、福建霞浦等十个核电厂址。 

截至 2022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14152亿元，所有者权益 4118亿元；2022年，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 4124 亿元，利润总额 227 亿元。2024 年华能集团的工作重点：强化战略引领，持续

优化发展布局；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提升管理效能；狠抓前期质量，持续夯实项目基础；加强

基地谋划，持续打造发展优势；壮大战新产业，持续培育发展动能；扛牢保供责任，持续支撑

能源安全；巩固脱贫成果，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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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华能集团国内电力产业分布图 

 

资料来源：华能国际官网，中原证券研究所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电投”）前身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成立于

成立于 2003 年 3月，注册资本为 350亿元，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号院 3号

楼，国务院国资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是我国第一家拥有光伏发电、风电、核电、水

电、煤电、气电、生物质发电等全部发电类型的综合性能源企业。公司拥有电投产融（000958.SZ）、

上海电力（600021.SH）、远达环保（600292.SH）、吉电股份（000875.SZ）等多家上市公司。截

至 2022年底，公司电力总装机容量达 21171.31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 8225.93亿千瓦，

风电装机容量 4231.03万千瓦，水电装机容量 2462.71万千瓦，其他（主要为光伏及核电）装

机容量 6251.64万千瓦。公司光伏发电装机增速较快，2022年末装机容量 5330.36万千瓦，继

续位居全球第一。除三峡集团外，公司清洁能源在六大发电集团中占比最高，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国家电投新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 65.87%。 

国家电投的发展战略是围绕着“核电和新能源”为核心的。2015年 5月，原中国电力投资

集团与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重组成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国家电投也就自动成为央企中第三

个拥有核电牌照的集团，截至 2022年末，公司核电总装机 921.27 万千瓦，其中在运核电机组

8台，分别为海阳 1、2号机组以及持股 45%的辽宁红沿河核电项目 16 号机组。截至 2022年底，

公司资产总额 15818 亿元，所有者权益 4760 亿元；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634 亿元，

利润总额 274.3 亿元。2024 年国家电投的工作重点：发挥“国家队”“主力军”作用，高质量

推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任务，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积极作为，彰显能源央企使命担当；紧扣

“存量提质”，为高质量发展奠定稳的基础；紧扣“增量做优”，为高质量发展增添进的动力；

紧扣“蓄势未来”，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落实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为高质量发展

增添活力；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高质量发展化解风险隐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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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国家电投全球首个超高海拔光伏实证基地——

甘孜兴川实证光伏电站投产 
 

图 15：国家电投全球商用最大单机容量海上风电——

神泉二海上风电项目 

 

 

 

资料来源：国家电投 2022 年社会责任报告，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电投 2022 年社会责任报告，中原证券研究所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电集团”）成立于 2003年 4 月，注册资本 370亿元，注

册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2号，是 2002年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组建的国有独资发电

企业，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大型综合性发电集团之一，拥有华电国际（600027.SH）、华

电能源（600726.SH）、黔源电力（002039.SZ）、国电南自（600268.SH）、金山股份（600396.SH）、

华电重工（601226.SH）等多家上市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发电、煤炭、科工、金融四大产业板块，

资产及业务主要分布在全国 31个省（区、市）以及俄罗斯、印尼、柬埔寨、越南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华电集团按照电为主体、煤为基础的战略要求，加强清洁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协同发

展，并按照“补风光短板、扩水电优势、强燃机管理、优煤电结构”的总体考量。推进煤炭产

业转型发展，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发挥自产煤保障作用，促进动力煤，内销率进一步提升。 

截至 2022年底，公司可控装机容量为 19053万千瓦，其中火电、水电和风电及其他分别占

可控装机容量的 64.09%、16.20%和 19.71%，控股煤炭产能 5860 万吨。2022 年发电量 6421 亿

千瓦时。在新能源板块，华电集团提出“十四五”规划新能源装机目标 7500万千瓦。作为华电

集团的新能源平台，2023年 6月 15日，华电新能 IPO正式过会。2022年底，华电集团资产总

额 10272 亿元，所有者权益 3093 亿元；2022 年，受益于上网电量及上网电价增长，公司收入

和利润规模均扩大。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035亿元、利润总额 208.26亿元。2024年华电集团

的工作重点：抓好安全环保工作，坚决保障能源电力稳定供应；抓好结构布局优化，加快推动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抓好提质增效升级；抓好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抓好重点改革任务，持续增

强企业发展动力活力；抓好依法合规管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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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夏宁东光伏电站亚洲最大光伏电站之一  图 17：邹县发电厂国内装机最大的燃煤电厂之一 

 

 

 

资料来源：华电集团官方网站，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电集团官方网站，中原证券研究所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集团”）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9 日，注册资本 370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 1号，是在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

基础上组建而成的特大型发电企业集团，拥有华银电力（600744.SH）、桂冠电力（600236.SH）、

大唐发电（601991.SH）、大唐新能源（1798.HK）、大唐环境（1272.HK）等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

截至 2022年末，公司装机容量 17015.46万千瓦，火电装机容量 10709.15万千瓦，占比 62.94%；

水电装机容量达到 2,70.77 万千瓦，占比 16.28%；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2675.97 万千瓦，占比

15.73%，逐年增加。2022 年公司发电量达 5885 亿千瓦时。大唐集团的发展战略主要为是“煤

电与新能源”联营，其拥有世界在役最大火力发电厂内蒙古托克托电厂，该电厂火电装机容量

672 万千瓦，现已成为地区能源支柱。 

2022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8494亿元，所有者权益 920亿元；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27亿元，利润总额 109亿元。2024年大唐集团的工作重点：加快新能源资源获取和转化，推

动传统产业和战新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强化规划的刚性约束，持续提升投资管理水平，全面

加强“四优工程”建设，加强新能源风险防控和监管，确保开工投产目标务期必成，为集团公

司“乘势而上，再攀高峰”作出发展新贡献。 

图 18：海南万宁天然气发电公司  图 19：大庆公司智慧供热系统 

 

 

 

资料来源：中国大唐 2022 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大唐 2022 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原证券研究所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三峡集团”）作为央企六大发电集团中唯一以水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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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主企业，注册资本 2115亿元，注册地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号，近年来发展

战略围绕着“水电与新能源”为核心推进。1993 年 9 月 27 日，为建设三峡工程、开发治理长

江，经国务院批准，三峡集团正式成立，总部位于湖北省武汉市。2008年，三峡集团合并原中

国水利投资集团，并将其所属的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作为国际业务平台。目前，三峡集团已

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的清洁能源集团，并在长江上建成世界最大“清

洁能源走廊”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地位。公司拥有长江电力（600900.SH）、三峡能源（600905.SH）、

湖北能源（000883.SZ）等多家上市公司。在水电板块，三峡集团拥有水电上市龙头企业长江电

力。在新能源板块，作为三峡集团新能源业务的战略实施主体，2021年 6月，三峡能源正式在

沪市主板上市，创国内电力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 IPO纪录。 

截至 2022年，公司控股装机容量 12471 万千瓦，其中水电 8816 万千瓦，新能源 3192万千

瓦。2022年发电量达 3838亿千瓦时。2022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12688 亿元，所有者权益 5905

亿元；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463亿元、利润总额 511亿元。2024年三峡集团的工作

重点：巩固拓展水电和国际业务；狠抓项目落地，加快发展壮大新能源业务；高质量发展共抓

长江大保护业务；治本攻坚，坚决夯实安全生产基础等。 

图 20：长江流域水电站区位图 

 

资料来源：长江电力公司价值手册，中原证券研究所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润电力”）成立于 2001年 8 月，注册地址位于香港湾仔

港湾道 26号华润大厦 20楼 2001-2002 室，2003年 11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0836.HK)，目前位列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华润电力是华润集团旗下香港上市公司，是我国效

率最高、效益最好的综合能源公司之一，业务涉及风电、光伏发电、火电、水电、分布式能源、

售电、综合能源服务、煤炭等领域。2023 年，华润电力实现营业收入 1033.34亿港元，归母净

利润 110.03 亿港元。截至 2023 年底，华润电力总资产 3223.96 亿港元，运营装机容量 77324

兆瓦，发电运营权益装机容量 59764兆瓦，可再生能源权益装机占比 37.8%，业务覆盖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 

华润电力之母公司华润集团是香港与中国内地最具实力的多元化企业之一，迄今已有 80

多年历史。华润集团业务涵盖大消费、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产业金融、科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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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 6 大领域，所属企业中有 8 家在港上市，9 家在内地上市。目前，华润零售、啤酒、

燃气、商业地产、制药和医疗等经营规模在全国位居前列。电力、水泥业务的经营业绩、经营

效率在行业中表现突出。华润置地是中国内地实力雄厚的综合地产开发商之一。雪花、怡宝、

华润万家、万象城、999、双鹤、东阿阿胶、江中等是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在 2023年《财富》

杂志公布的全球 500强排名中，华润集团位列第 74位。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广核集团”），成立于 1994年 9月，注册资本 148.73亿

元，注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2号中广核大厦南楼 33楼，是由国务院国资委控

股的清洁能源大型中央企业。1994 年 9 月，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2013

年 4 月，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更名为中国广核集团，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同步更名为中国

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集团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核电事业发展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央

企业。中广核以“发展清洁能源，造福人类社会”为使命，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构建了 6+1

产业体系，业务已覆盖核能、核燃料、新能源、非动力核技术、数字化、科技型环保、产业金

融等领域，拥有中国广核（003816.SZ）、中广核技（000881.SZ）等上市公司。 

2022 年，中广核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 1369.8 亿元，利润总额 269 亿元。截至 2022 年底，

资产总计 9127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2898亿元，核电装机 2938万千瓦。截至 2024年 1月，

中广核集团在运在建清洁能源总装机超过 1亿千瓦，其中在运核电装机超 3056万千瓦，在建核

电装机容量 1324.6万千瓦，国内新能源控股在运装机超 4500万千瓦，海外新能源控股在运在

建装机超 1300万千瓦，清洁能源项目覆盖全国 30个省区、海外 16 个国家。中国广核集团的战

略定位：打造国际一流的清洁能源集团，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提供商与服务商。致力于零碳排

放的清洁能源生产与供应，致力于全社会的节能减排与清洁能源利用，为社会提供规模化、高

质效与可持续的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核集团”）成立于 1999 年 6 月，注册资本 595 亿元，

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 1号，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特大型国有独资企业，

其前身是二机部、核工业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由 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组成。 2018

年 1 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中核集团和原中核建设集团合并重组的重大决策。新的中核集团

建立起先进核能利用、天然铀、核燃料、核技术应用、工程建设、核环保、装备制造、金融投

资等核心产业以及核产业服务、新能源、贸易、健康医疗等市场化新兴产业。拥有中国核电

（601985.SH）、中国核建（601611.SH）等上市公司。 

中核集团先后创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

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中国

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开工建造”、“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座快中子

反应堆”等多项“新中国第一”;拓展核能应用范围，自主研发了多用途模块式小型反应堆（玲

龙一号）、“燕龙”泳池式低温供热堆等多种堆型和中国环流器二号 A核聚变研究装置；拥有极

少数国家才具备的完整核科技工业体系；是我国核能发展与核电建设的主力军，自北向南建成

田湾、秦山、三门、福清、昌江五大核电基地；是我国唯一的专营核燃料生产商、供应商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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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商，研制成功我国首个大型商用压水堆先进燃料元件 CF3，满足核能系列化、型谱化需求；

是铀地质矿冶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建成新疆、内蒙古两大地浸采铀绿色矿山；是国家核工程建

设的龙头，连续 30余年不间断从事核电建造，涵盖世界上几乎所有核电主流及科研堆型；是核

环保产业的国家队，建成大型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废物治理基地；是国内最大的核技术应用企

业，具备国内 80%的研发生产能力，核医学药物在中国市场的供应量达到 70%以上；是中国唯一

并且实现批量出口核电站的企业，向巴基斯坦出口 7台核电机组。 

2022年，中核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 2627亿元，利润总额 254 亿元。截至 2022年底，资产

总计 11504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3570 亿元，核电装机 2375万千瓦。中核集团明确了“以建

设先进的核科技工业体系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集团，推动我国建成世界核工业强

国”的“三位一体”奋斗目标，确立了“强核强国、造福人类”的企业使命和“责任、安全、

创新、协同”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节能”）成立于 1989年 6月，注册资本 81亿元，

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宏业东路 1 号院 25号楼，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节能投资公司和

中国新时代控股（集团）公司于 2010年联合重组成立的中央企业。中国节能作为一家以节能减

排、环境保护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形成了“3+3+1”的产业格局，专注节能与清洁供能、生态环

保、生命健康三大主业，加快发展绿色建筑、绿色新材料、绿色工程服务三大业务，铸强战略

支持能力）中国节能深度参与长江大保护、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等重

大国家战略任务，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2018年 5月，中国节能被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为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主体平台企业。拥有节能风电（601016.SH）、太阳

能（601611.SH）、万润股份（002643.SZ）、节能铁汉（300197.SZ）、节能环境（300140.SZ）等

上市公司。 

2022年，中国节能实现营业收入 590亿元，利润总额 49.46亿元。截至 2022年底，资产

总计 2815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858亿元，太阳能发电装机 435万千瓦，风电装机 523.15万

千瓦，固废处理发电装机 125.55万千瓦。展望未来，作为以节能环保为主业的中央企业，中国

节能将不忘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初心，牢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使

命，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健康产业集团，为保护生态环境、建

设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投电力”）成立于 1996年 6月，注册资本 74.54亿

元，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47 号楼 11 层 1108，是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的控股企业，已在上海和伦敦两地上市，业务涉及水电、火电、光伏、陆上风电、海上风

电、储能、售电及综合能源服务等领域，项目分布于中国 23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及 OECD 沿线的 5 个国家。公司装机结构以清洁能源为主，电源结构优良，2023 年底控股

水电装机量达 2128 万千瓦，占比 56.3%，为国内第三大水电装机规模的上市公司。自 2002 年

上市以来，国投电力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的综合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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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一，也是中国第三大水电蓝筹上市公司，以及国内第二家荣获伦敦证券交易所绿色经济

标志的伦交所上市中国企业，至今已连续 6年荣获上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最高评级 A级

评价。公司依托雅砻江流域水电，推动水风光互补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示范基地建设，基地规

划总装机 8000 万千瓦，目前基地已列入国家及四川“十四五”规划。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567.12亿元，同比增加 12.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05亿元，同比增加 64.31%。 

4.2. 产业链中游企业梳理 

两大国网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电网”）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南

方电网”）的主要业务是以建设和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组成部分包括各省电力公司、中国电力

科学研究院。其中省电力公司主要由省电科院、省经研院、省供电局、检修公司组成。 

国家电网成立于 2003年 5月，注册资本 8295亿元，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号，是根据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主要负责所辖各区域电网之间的电力交易和调度，

以投资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公司经营区域覆盖我国 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供电范

围占国土面积的 88%，供电人口超过 11 亿。近 20 多年来，国家电网持续保持全球特大型电网

最长安全纪录，建成 35项特高压输电工程，成为世界上输电能力最强、新能源并网规模最大的

电网，公司专利拥有量持续排名央企第一。公司位列 2023年《财富》世界 500强第 3位，连续

19 年获国务院国资委业绩考核 A 级，连续 11 年获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国

家主权级信用评级（标普 A+、穆迪 A1、惠誉 A+），连续 8 年获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第一名，

连续 6年位居全球公用事业品牌 50强榜首，是全球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也是具有行业引领力

和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 

公司的战略定位是：国民经济保障着，能源革命践行者和美好生活服务者。截至 2022年底，

公司总资产 49023亿元，所有者权益 21886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35374亿元，净利润 589.7

亿元。2023年国家电网经营区总交易电量完成 6233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5%。其中，市场交

易电量 4658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0%。 

南方电网成立于 2004 年 6 月，注册资本 902 亿元，注册地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

学城科翔路 11号，是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负

责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南方区域电网，参与投资、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和联网工

程，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和港澳地区提供电力供应服务保障；从事电力购

销业务，负责电力交易与调度；从事国内外投融资业务；自主开展外贸流通经营、国际合作、

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等业务。南方电网控股南网储能、南网能源等上市公司。公司供

电面积 100万平方公里。供电人口 2.72亿人，供电客户 1.16亿户。2023年，南方五省区全社

会用电量 15835.2 亿千瓦时，增长 7.4%。截至 2022年底，公司总资产 11451.15亿元，所有者

权益 4413.25 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7646.58亿元，净利润 120.59亿元。2023年，公司

完成售电量 13483亿千瓦时，营业收入 8426亿元。 

南方电网东西跨度近 2000公里，网内拥有水、煤、核、气、风力、太阳能、生物质能、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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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蓄能和新型储能等多种电源。南方电网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务院授权的大湄

公河次区域电力合作中方执行单位，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电网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国际电力交

流合作。截至 2023年底，累计完成国际贸易电量 707.12亿千瓦时。 

4.3. 产业链下游梳理 

电力行业产业链下游按用电类型分类，可以分为第一产业用电、第二产业用电、第三产业

用电、城乡居民生活用电。2023年第一产业用电量延续快速增长势头，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速逐

季上升，三产业用电量恢复快速增长势头，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低速增长。 

2023年第一产业用电量 1278亿千瓦时，占比 1.39%，同比增长 11.5%；各季度同比增速分

别为 9.7%、14.2%、10.2%和 12.2%。近年来电力企业积极助力乡村振兴，大力实施农网巩固提

升工程，完善乡村电力基础设施，推动农业生产、乡村产业电气化改造，拉动第一产业用电保

持快速增长。分行业看，农业、渔业、畜牧业全年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7.8%、9.2%、18.3%。 

第二产业用电量 60745亿千瓦时，占比 65.85%，同比增长 6.5%，较 2022年 1.2%的用电量

增速，增长 5.3个百分点；各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 4.2%、4.7%、7.3%和 9.4%。高技术及装备制

造业全年用电量同比增长 11.3%，超过制造业整体增长水平 3.9个百分点，增速领先。 

第三产业用电量 16694亿千瓦时，占比 18.10%，同比增长 12.2%。各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

4.1%、15.9%、10.5%和 19.1%，反映出服务业经济运行呈稳步恢复态势。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3524亿千瓦时，占比 14.66%，同比增长 0.9%。2022年高基数是 2023

年居民生活用电量低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各季度的同比增速分别为 0.2%、2.6%、-0.5%、2.3%。 

2024年 1季度，第一产业用电量 288亿千瓦时，占比 1.23%，同比增长 9.7%；第二产业用

电量15056亿千瓦时，占比64.42%，同比增长8.0%；第三产业用电量4235亿千瓦时，占比18.12%，

同比增长 14.3%；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3794亿千瓦时，占比 16.23%，同比增长 12.0%。 

图 21：历年第一产业累计用电量情况  图 22：历年第二产业累计用电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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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历年第三产业累计用电量情况  图 24：历年城乡居民生活累计用电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5. 河南省电力行业发展现状 

5.1. 河南省电力产业政策 

河南省发布政策引领电力产业发展方向。2021年 12月，《河南省“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

和碳达峰碳中和规划》指出，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

消费比重，推进能源生产消费模式绿色低碳变革，到 2025年，煤炭消费占比降至 60%以下，非

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到 16%以上，风电、光伏发电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主体，电力装机

达到 1.3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5000万千瓦以上，煤炭产能稳定在 1.4亿吨/年，

煤电机组供电煤耗降至 297克标准煤/千瓦时。该规划也为河南省电力行业制定在“双碳”背景

下的发展路径，一是加快电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促进化石能源绿色转型，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二是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构建多渠道全方位能源外引格局，完善能源

输运网络，增强能源风险管控能力。 

图 25：河南省“十四五”能源发展主要指标 

 

资料来源：《河南省“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和碳达峰碳中和规划》，中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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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力装机方面，河南省加快推进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2023 年 2 月，《河南省碳

达峰实施方案》指出，到 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8000万千瓦，发电装机比重

提高至 50%以上。到 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 220万千瓦以上，新增抽水蓄能装机规模

240 万千瓦。到 2030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 1500万千瓦以上，电力系统基本具备 5%

以上的尖峰负荷响应能力。2023年 4月，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8部门联合印发《河南省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5500

万千瓦以上，占全省发电总装机的 40%左右；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达到 1000亿千瓦时左右。“十

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量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超过 50%。 

表 8：河南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重点任务 

序号 项目名称 重点工程 

1 光伏重大

工程 

屋顶分布式光伏:加快整县(市、区)屋顶光伏开发试点建设，推动一批“光伏

十”特色工程落地见效，到 2025 年，公共建筑光伏安装率达到 20%。 

复合型光伏基地:按照现行用地政策，推动各地结合土地修复和生态治理建设

大型光伏基地，建成一批农光互补复合型高效光伏电站。 

2 高质量风

电工程 

沿黄风电基地:重点在新乡、濮阳等豫北黄河北岸平原，在开封、商丘等豫东

黄河古道平原，在周口、平顶山等豫中南引黄受水区，在洛阳、焦作等黄河两

岸浅山丘陵区，布局建设 4 个百万千瓦高质量风电基地。 

分散式风电:推进一批助力乡村振兴的风电项目开发，积极建设一批为工业负

荷就近供电的分散式风电示范项目。 

3 地热能利

用重点工

程 

中深层地热供暖集中连片示范区:推进集中规划、统一开发，探索有利于地热

能开发利用的新型管理技术和市场运营模式，到 2025 年，建成郑州、开封、

濮阳、周口 4 个千万平方米地热供暖规模化利用示范区。 

浅层地热能利用示范工程:因地制宜选择“取热不耗水、完全同层回灌”或“密

封式、井下换热”技术，积极推进地热能多领域应用，建成一批浅层地热能供

暖、制冷综合利用示范工程。 

4 生物智能

应用重点

工程 

生物质供热:引导存量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加快建设，力争建成一批综合效益

明显的垃圾发程。 

生物质天然气:在以生物质原料收储运产业体系较为完善的县域，新建一批生

物天然气示范项目。 

5 农村能源

革命时点

建设 

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加快推进兰考、虞城、永城、商水第一批农村能源革命试

点县(市)建设，积极支持汝州、浙川、商城等第二批 11 个试点县(市)开展多

能互补型、智能园区型和产业融合型示范建设，到 2025 年，努力实现示范区

域农村电力 100%自给自足，基本建立农村清洁能源就地转化、就地利用的分

布式生产消费体系。 

乡村能源站行动:统筹开发农村能源，统一运营管理，在集中供暖供气困难、

能源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建设以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站为主的乡村能源站:

在人口规模较大、具备集中供暖条件的农村地区，建设以生物质锅炉、地热能

等为主的乡村能源站。 

资料来源：《河南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中原证券研究所 

河南省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并优化电价政策。2023 年 12 月，河南省发改委发布的《河

南省优化工业电价若干措施》指出，一是要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引导煤电电量电价合理浮动，

推动新能源电量参与中长期交易，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积极开展跨省跨区电力交易；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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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优化电价政策，完善分时电价，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进一步做好电网代理购电，加强需

求侧响应管理。《措施》提到，自 2024年 1月起，除扶贫光伏电量外，省内风电、光伏电量按

不高于河南省燃煤发电基准价参与市场交易，引导工商业用户优先消纳新能源电量;按照《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对省内合规在运的公用煤电机组实

施容量电价机制，容量电费纳入系统运行费用按月向工商业用户分摊。 

5.2. 河南省电力产业发展现状 

河南省作为重要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正处于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重要阶段，2023年人均用电量 4037 千瓦时，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0%左右，有很大的增长

潜力。 

长期以来，资源禀赋决定河南发电供给结构以火电机组为主。河南煤炭基地是国家确定的

14 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目前可开发利用煤炭主要分布在平顶山、郑州、焦作、鹤壁、永夏、

义马六大国家规划矿区，形成了以河南能源集团、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郑煤集团以及神火集团

等骨干企业为主体的煤炭开发格局。 

全省年度用电量大于发电量，电力供给端总体呈现省内发电+省外送电特征，可再生能源

发电快速增长。2023年全省累计用电量 4089.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64%。2023年累计发电

量 3432.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1%。2023年，全省火电发电量 2564.74亿千瓦时，同比减

少 2.08%，占比 74.71%。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 1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1%，约占全社会

用电量比重的四分之一。其中，风电 40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光伏发电 331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61%；水电发电 1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2022年，全省可再生能源消纳量（含外电）

达到 11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到 29.2%。 

图 26：河南省年度用电量大于发电量（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从长期发展的视角看，河南省正在积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按照我国建

设新型电力系统的总体方针，可再生能源终将代替煤电在电力系统中的主导地位，逐步成为碳

中和后的主要供电类型，煤电也将转变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基础保障性电源和系统调节性电源。

截至 2023年底，全省装机容量 13846.13 万千瓦，同比增加 1956.06万千瓦。全省可再生能源

快速发展，已提前完成“十四五”装机目标，截至 2023年末，装机达到 6776万千瓦，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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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8%，占全省发电总装机比重达到 49%，同比提高 8个百分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其他

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分别达到 2178万千瓦、3731万千瓦、535 万千瓦、332万千瓦，占全

省发电总装机比重分别达到 16%、27%、4%、2%。截至 2023 年底，河南省风光装机规模居全国

第五，中部六省第一。 

河南加快发展储能调节电源。在抽水蓄能方面，《河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指出，到 2025

年，新增抽水蓄能装机规模 240万千瓦。到 2030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 1500万千瓦

以上。装机容量 130万千瓦的鲁山抽水蓄能电站已于 2023年 3月开工。总装机 120万千瓦的河

南天池抽水蓄能电站已于 2023年 8月全面投产。2024年河南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开工灵宝、

汝阳等抽水蓄能电站。另外，规划及在建的有大坪抽水蓄能电站、桃花源抽水蓄能电站、巩义

后寺河抽水蓄能电站、五岳抽水蓄能电站、洛宁抽水蓄能电站、鱼泉抽水蓄能电站等。新型储

能方面，2023年 6月，河南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新型储能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

全省新能源项目配套储能规模达到 470 万千瓦以上，用户侧储能规模达到 30万千瓦以上；新型

储能规模达到 500万千瓦以上，力争达到 600万千瓦。 

图 27：河南省电力装机结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原证券研究所 

5.3. 河南省电力行业重点公司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豫能控股，股票代码 001896.SZ）是河南省唯一的

省级资本控股的电力上市公司，公司成立于 1997年 11月，注册资本 15.26亿元，注册地址位

于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 41号 B座 8--12层，控股股东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豫能控股作

为河南省一家集火力发电、新能源、储能（抽水蓄能）、煤炭贸易物流及综合能源服务于一体的

省属综合能源上市公司，既是省政府可控、市场化运作的能源保障战略工具，也是服务“双碳”

目标、助力能源供给侧“去碳化”改革的重要抓手。豫能控股投资控股了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新乡中益发电有限公司、鲁山豫能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林州豫能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南阳

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长垣豫能风电有限公司等多家电力企业。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公

司控股火电装机 898万千瓦，权益装机 1066万千瓦，居省内第一；投资建设鹤壁煤炭物流园、

兴县铁路集运站，每年可输送煤炭 2000万吨，煤炭储备能力 107万吨，是河南省实施能源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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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9.84 亿元，同比减少 8.5%；实现归母净利润-5.54 亿元，

较上年同期大幅减亏，主要原因是 2023年，为应对煤价高位震荡等不利因素，公司增加中长期

煤炭采购占比，综合采购煤价同比降低，并积极参与调峰辅助服务，全年综合结算电价高于同

期。在双碳目标下，公司风电光伏项目陆续投运，抽水蓄能项目逐步开工，布局地热能供暖、

增量配电网、新型储能、氢能、煤炭开采等战略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助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十四五”期间，豫能控股将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借助“外

电入豫”和“一带一路”战略窗口，努力提高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打

通煤炭“产运储配销用”全产业链，布局氢能、抽水蓄能、地热能等新兴产业，建立“风光水

火储氢煤一体化”综合能源供应体系和“源网荷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省内、

省外综合能源“双航母”，实现省内一流、国内领先、面向国际的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发展目标。 

在融资方面，豫能控股在 IPO、再融资、债券发行等均有涉及，具体情况见下表。公司目

前不存在股权质押情况。 

表 9：豫能控股融资情况 

序号 融资类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独立财务顾问 完成时间 备注 

1 IPO 君安证券 1998.1.22 每股发行价 3.36 元，发行 8000 万股，完成后股本

4.3 亿股。 

2 增发 银河证券 2010.8.27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93 亿股，发行价格为 4.40

元/股，完成后股本 6.23 亿股。 

3 增发 银河证券/中原证券 2014.12.30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2.31 亿股，发行价格为 9.02

元/股，完成后股本 8.55 亿股。 

4 增发 银河证券 2017.4.27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 2.21 亿股，发行价格为

8.44 元/股；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7424.34 万股，发行价格为 9.30 元/股。完成后股

本 11.51 亿股。 

5 增发 中金公司 2021.12.30 本次发行价格 4.06 元/股，发行数量为 2.05 亿股，

完成后股本 13.56 亿股。 

6 增发 中金公司 2022.7.6 发行价格 4.88 元/股，发行数量为 1.7 亿，完成后

股本 15.26 亿股。 

7 债券/超短融 中信银行/兴业银行 2024.1.11 发行规模 5 亿元，发行利率 2.8%。 

8 增发 未披露 进行中 增发议案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

将主要用于濮阳豫能多能互补（风光火储）一体化

项目（一期）、豫能林州 100MW 风力发电项目和补

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资料来源：豫能控股公告，中原证券研究所 

国家能源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是国家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3 月，注册

资本金 55.01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龙湖中环北路北、

龙津路东启迪科技城启创园二期 10号楼。主要从事电力、热力、渣、石膏的生产及销售，粉煤

灰的销售，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的开发、建设、运营，对电源、热源、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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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煤炭项目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国家能源集团河南电力公司投资控股的电力企业有:

国家能源集团焦作电厂有限公司、国能驻马店热电有限公司、国能济源热电有限公司、国能濮

阳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河南新能源有限公司、国电郸城县新能源有限公司、国能荥阳热电有限

公司、国电三门峡后地新能源有限公司、濮阳国泰电力热力有限公司、国能民权热电有限公司

等。公司的发展战略注重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公司继续巩固在电力、热力等传统领

域的市场地位，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公司积极拓展新能源领域，加大风能、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力度，推动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是国家电投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3 月，注册资本

27.26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黄河东路 10号。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电力、

热力的开发经营上，同时辅以电站检修、维护、监理及科技服务。公司控股电力装机规模超过

900 万千瓦，火电机组结构区域领先，清洁能源（天然气发电、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 200 万

千瓦，是河南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最大的大型发电企业。此外，公司还承担着新乡、平顶山、

南阳、开封等地市区域集中供热任务，具备电、热、冷、汽、水联合供应能力，是区域领先的

综合能源供应商。国家电投河南电力公司投资控股的电力企业有:国电投新乡豫新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国电投河南新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电投周口燃气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投驭风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投（郑州）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国

电投商城县新能源有限公司、国电投（开封）新能源有限公司、国电投绿电河南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河南平东发电有限公司、电投孟州市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国家电投河南公司坚持走

科技创新之路、管理创效之路、持续奋斗之路，紧紧围绕“创新思路抓发展，精益求精搞建设，

精细管理争双盈”的核心任务，明确了高效发电、供热、清洁能源、电站科技服务、售电及“走

出去”等六个发展方向。公司注重从严管党治党，强化改革创新，深化价值创造，推进资产证

券化，以全面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6 月，注册地址位于河南自贸试验区

郑州片区（郑东）正光北街 40号华能河南大厦，是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在河南地区的重要分

支机构，主要负责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华能河南分公司业务覆盖广泛，包括电

力、热力等能源的生产与供应，新能源开发与利用，以及相关的科技研发与技术服务。公司凭

借高效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实现了稳定的电力供应和热力供应，为河南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能源保障。同时，公司在新能源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突破，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项目相

继投产，为公司的业绩增添了新的增长点。关于发展战略，华能河南分公司注重多元化发展。

在保持传统电力业务稳定增长的同时，公司积极拓展新能源领域，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力度，

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此外，公司还注重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 月，注册地址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

龙子湖湖心岛湖心环路以西、湖心一路以北湖心环路27号18-22层，主要负责能源项目的开发、

建设和经营管理。华能河南分公司业务覆盖广泛，包括电力、热力等能源的生产与供应，新能

源开发与利用，以及相关的科技研发与技术服务。公司凭借高效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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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电力供应和热力供应，为河南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同时，公司在新能

源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突破，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项目相继投产，为公司的业绩增添了新的增

长点。关于发展战略，华能河南分公司注重多元化发展。在保持传统电力业务稳定增长的同时，

公司积极拓展新能源领域，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力度，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此外，公

司还注重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河南分公司成立于 2005年 1月，注册地址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民生路 1

号，主要从事电力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作为电力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大唐

河南分公司与上游的能源供应商、设备制造商以及下游的电力用户紧密合作，共同构建稳定、

高效的电力供应体系。在业务方面，大唐河南分公司不仅致力于传统火电项目的运营，还积极

拓展新能源领域，包括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同时，公司还积极参与电力市场的

交易与运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电力供应效率。关于发展战略，大唐河南分公司注重多元化

发展。在保持传统电力业务稳定增长的同时，公司积极拓展新能源领域，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

力度，推动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此外，公司还注重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为公司的长远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中西分公司（简称“中西大区”）成立于 2008 年 11 月，注册地址

位于郑州市金水东路21号永和国际广场1号楼，是华润电力在中原及西北地区设立的分支机构，

负责华润电力在河南、陕西、青海、甘肃区域内火电、风电、光伏及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开发、

建设、运营和管理。中西大区致力于高效、清洁、绿色发电机组的运营和建设。2023 年 12 月

26日，随着成功摘牌上海电气张掖 40 万千瓦风电项目、金昌 10万千瓦风电项目，华润电力中

西大区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500万千瓦达到506.44万千瓦，其中风电444.22万千瓦、光伏62.22

万千瓦，迎来了里程碑式的新跨越未来，中西大区将贯彻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努力践行“绿色能源，润泽生活”的责任追求，继续优化业务结构，不

断提升科技能力，持续创新商业模式，积极携手各利益相关方，努力为社会大众提供清洁、安

全、优质、稳定的智慧能源服务，实现公司与环境、社会的共同可持续发展。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 5月，注册资本 341.06

亿元，注册地址位于郑州市嵩山南路 87 号，办公地址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56号。现

辖 18 家市供电公司、110 家县级供电企业和 21 个直属单位，服务客户 4786 万户。截至 2023

年底，公司用工总量 11.7万人，资产总额 2401亿元（含产业），分别居国家电网系统第 2位、

第 4 位。全年售电量 3485 亿千瓦时，营业收入 2127 亿元（含产业），均居国家电网系统第 4

位。河南电网地处全国联网枢纽，国内率先跨入特高压交直流混联运行阶段，目前通过 1回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2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天中直流、青豫直流）、灵宝直流换流

站，4回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4 回 500千伏线路，分别与华北电网、西北电网及所在华

中电网相连，外电入豫通道能力超过 2000 万千瓦。境内在运 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3356座（含

特高压交直流）、容量 3.998亿千伏安。实现 500千伏变电站覆盖所有地市、220千伏变电站覆

盖所有县、110 千伏变电站覆盖所有产业集聚区和动力电覆盖所有自然村。2023年末，全省发

电装机 1.39 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生物质等新能源装机 6172 万千瓦（不含储能）。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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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用电量、最大负荷分别为 4090亿千瓦时、7917万千瓦，均居国家电网系统第 4位。近年来，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围绕“一体四翼”发展布局，坚持“从严管理、和谐共赢、创新发展”工

作理念，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作作风，向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

联网企业、实现“大而强”目标阔步迈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提供了坚强电力保障。 

5.4. 河南省电力行业发展建议 

河南省煤炭资源丰富，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正在积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加快优化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截至 2023年，全省风电、光伏装机接近 6000万千瓦，已

提前完成全省 5000万千瓦的十四五发展目标。 

针对目前河南省电力产业发展，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发展建议： 

一是全省电力结构绿色低碳转型需坚持“先立后破”。全省新能源在快速发展，但现阶段火

电依然在全省电力供给端占比主导体地位，2023年火电发电量占比为 74.7%。“先立后破”是保

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指导方针，河南电力低碳转型发展无论是从能源安全来讲，还是从“双碳”

目标实施规划来讲，应坚持“先立后破”的发展基调。 

二是在发展新能源的同时，需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和抽水蓄能等调节电源，提升新能源消纳

能力。随着分布式光伏的快速发展，全省在新能源装机和发电能力快速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

弃电量上升和利用率下降情况。根据全国新能源消纳检测预警中心统计的数据，2023年，河南

省风电利用率为 96.8%，光伏发电利用率为 97.7%，较前两年有所下降。因此河南省发展储能调

节电源非常迫切。河南也出台了政策指引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电站建设。《河南省碳达峰实施方

案》指出，到 2025年，新增抽水蓄能装机规模 240万千瓦；到 2030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

模达到 1500 万千瓦以上。《关于加快新型储能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年，全省新型储

能规模达到 500万千瓦以上，力争达到 600万千瓦。 

三是全省电力需求快速增长，需要更强的能源电力保障能力。能源电力是经济社会稳定运

行的基础保障。随着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各类经济活动复苏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行业的快

速发展变革带来的耗电量的提升，使得电力能源的需求在不断增加。2023 年全省累计用电量

4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6%，面对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的用能需求持续增长，电力保供

形势仍然是关键。应密切关注全省用电需求变化，优化电力调度，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电力可

靠供应，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推动电力能源高质量发展。 

  



第32页/共33页 

 

电力及公用事业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6. 风险提示 

1） 产业链价格波动风险； 

2） 电力需求不及预期； 

3） 发电量不及预期； 

4） 电价下滑风险； 

5） 电力产业政策波动风险； 

6） 电力项目推进不及预期风险； 

7） 安全生产风险； 

8） 其他不可预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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