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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集中式光伏电站是一种利用荒漠、戈壁、荒山等空旷地区建设的重要可再生能源发电方式，具有稳定的电力生产

和灵活的运行方式等优点。然而，由于选址环境恶劣，建造和运营管控较难。近年来，中国通过治理西北地区

“沙戈荒”现象并建造集中式光伏电站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随着大型风光基地项目的开工建设和农光互补/农光

发电项目的增加，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市场规模将继续增长。预计2023年，中国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市场规模为

35,448万千瓦，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为28.00%。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定义[1]

集中式光伏是充分利用荒漠、戈壁、荒山等空旷、可利用规模大、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区建设，其所生产的

电能难以在本地区消纳，大多接入高压输电系统远程输送到发达地区。在实际应用中，集中式光伏电站包括矿山

光伏电站、水面/海上光伏电站等。集中式光伏电站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方式，具有诸多优点和广阔的

应用前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扩大，相信集中式光伏电站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全球的能源转型和

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1] 1：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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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基于应用地区的分类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分类[2]

按照应用地区的分类方式，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可以分为如下类别：

集中式光伏
电站分类

地面集中式光
伏电站

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是一种通过光伏方阵将太阳能辐射
能转换为电能，并与公共电网相连接以共同承担供电任
务的新能源发电系统。该类电站通常利用广阔平坦的荒
漠地面资源进行开发，具有规模大、发电效率高等特
点。具体来说，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发电效率可达
30%以上，比常规光伏系统高出20%左右，能充分利
用太阳能资源。

山地集中式光
伏电站

山地集中式光伏电站是指在山地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集中
建设的光伏电站，其特点在于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发挥
山区优势，提高土地利用率。与平原地区相比，山地集
中式光伏电站的建设具有更高的挑战性和技术要求。在
选址方面，山地集中式光伏电站需考虑山坡朝向、山体
阴影、地形高差变化以及局部遮挡等因素。通过合理的
选址和设计，可充分利用山地的优势，并提高光伏方阵
的布置效率和光能转化效率。

水上集中式光
伏电站

水上集中式光伏电站是一种将光伏组件安装在水面浮体
上的新能源发电系统，通过将所有光伏组件、逆变器等
电站设施都通过锚定系统固定在浮动平台上，形成规模
化的发电站。该类电站无需占据土地资源，而转向水
域，形成优势互补。水上光伏电站根据项目地的水深等
情况，主要分为桩基固定式和漂浮式两大类。

林光互补集中
式光伏电站

林光互补集中式光伏电站是一种特殊的光伏发电站形
式，其结合林业和光伏产业的优点，实现土地的高效利
用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具体来说，林光互补集中式光
伏电站是在宜林地或林业用地上建设的光伏电站，通过
在光伏组件下方种植耐阴作物或树木，实现上部发电、
下部种植的双重效益。

[2] 1：https://solar.in-en.… 2：国际太阳能光伏网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特征[3]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特征包括电力生产相对稳定且电费收缴难度低、电站运行方式灵活、建造和运营管控较

难。

1 电力生产相对稳定且电费收缴难度低

集中式光伏电站的电力生产相对稳定，主要得益于其大规模、集中式的特点。由于采用大型光伏列阵和并

网逆变器，集中式光伏电站能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直接接入高压输电系统。此

外，对于电费收缴，集中式光伏电站通过引入智能电表、远程监控等技术手段来提高电费计量的准确性和

效率，降低收缴难度。

2 电站运行方式灵活

由于集中式光伏电站通常配备有智能的并网逆变器和控制系统，以上设备可根据电网的需求和太阳辐射强

度的变化实时调节光伏列阵的输出功率。同时，集中式光伏电站可方便地进行无功和电压控制。通过调整

电站内部的电力电子设备，可有效地控制电站的无功功率输出，从而实现对电网电压的支撑和调节。此

外，集中式光伏电站可参与电网的频率调节。通过调整电站的发电功率，可影响电网的频率，从而实现对

电网频率的稳定控制。

3 建造和运营管控较难

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通常选址在环境较为恶劣的区域，如荒漠、山地等，以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以上区

域往往具有不利条件，如气候极端、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等，因此光伏电站的建造和运营较为困难。在荒

漠地区，沙尘暴、高温和干旱等气候条件会给施工带来很大困难。此外，由于太阳能资源的分布不均，光

伏电站往往需分散建设在不同地点，以最大化利用太阳能。以青岛为例，青岛电站总数达到13座，其中两

座光伏电站最远距离达700公里，且电站的投产时间跨度长达十年。

[3] 1：中国知网

集中式光伏电站发展历程[4]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1983-2005年），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在原材料生产方

面面临局限，且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启动期（2006-2016年），随着政策的出台和市场的逐步成熟，集中式光



伏装机规模实现快速增长；高速发展期（2017至今），中国集中式光伏在装机规模和产能上具备优势，更在于

技术创新、产业链完善以及市场应用等方面领先。

萌芽期 1983~2005

1983年，中国第一座10kW民用光伏电站建成于甘肃省，且运行至今。

2005年，中国多晶硅年产量仅为60吨。

2005年，中国首座并网光伏电站在西藏羊八井成功投产并发电，且装机容量达到100千瓦。

中国光伏电站行业初期面临上游组件供给不足，以及核心技术的缺失，从而导致其发展较慢，且装机

容量较小。

启动期 2006~2016

2006年，中国光伏发电装机仅8万千瓦。

2006年，中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并开始建立完善光伏发电产业的相关政策。

2006-2016年，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持光伏发电行业，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建设规模逐渐扩大。

该阶段行业呈现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技术进步加速以及产业链不断完善的特征。

高速发展期 2017~2024

2017年，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超过70%，其规模和产能均稳居全球榜首。

2023年，中国光伏装机规模已连续10年高居全球榜首，且新增装机更是连续8年领跑全球。

中国集中式光伏产业已具备强大的技术实力、产业链优势和市场竞争力。

[4] 1：http://www.news.c… 2：新华网

集中式光伏电站产业链分析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产业链上游为组件以及设备生产环节，主要包括光伏电池、光伏组件、逆变器等；产业

链中游为集中式光伏电站建设环节，主要包括集中式光伏装机；产业链下游为电力生产以及应用环节，主要包括

电力的输送、分配和最终应用。[6]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6]

[12]



产业链上游

组件以及设备生产商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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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成为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布局趋势。得益于该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政策扶持，中国西北地

区正日益成为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布局趋势。2023年，中国集中式光伏电站的新增并网容量为12,001.4万千瓦，

同比增长230.7%。其中，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排名前十的省份包括云南、新疆、甘肃、河北、湖北、青

海、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值得关注的是，云南、新疆、甘肃以及河北新增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

分别为1,440.7、1,428.2、1,103.7和1,029.7万千瓦。这意味着在未来该地区的光伏电站建设将有望继续高速增

长，为集中式光伏电站生产商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伴随组件效率稳步提升，中国光伏电站的整体系统造价及维护成本呈现下降的趋势。随着中国光伏产业链各

环节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中国光伏系统的初始投资成本将降低。2022年，中国地面光伏系统的初始全投资成

本约为4.1元/W，其中组件约占投资成本的47.1%，较上年上涨1.1%，非技术成本约占13.6%，较上年下降

0.5%。预计2023年，中国地面光伏系统的初始全投资成本有望降低至3.8元/W。其次，2022年中国集中式地面

电站为0.041元/(W·年)，同比小幅度下降。预计2030年，中国集中式光伏电站系统的运维成本将下降至约0.035

元/(W·年)。[6]

上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产业链上游说明

中国光伏逆变器海外需求增加，同时对外依存度下降。随着中国光伏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链的完

善，中国光伏逆变器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提升，具有更高的竞争力。这意味着中国光伏逆变器在国际市

场上的需求增加，推动出口量的增长。同时，中国光伏产业的迅速发展促使对外国光伏逆变器的依赖

降低，从而减少进口量。2023年，中国光伏逆变器出口量为5,124.9万台，较上年增加54.6万台。以

锦浪科技为例，目前锦浪科技的组串式光伏逆变器已销售至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墨西哥、印度、

美国等国家。同年，中国光伏逆变器进口量为246.3万台，同比下降14.5%。

锂离子电池原材料产量增加，促进锂离子电池产量增加。随着锂电池的原材料产量增加，可满足更多

锂电池的生产需求，为锂电池出货量的增加提供物质基础。2023年，锂电池的原材料正极材料、负极

材料、隔膜、电解液产量分别达到230万吨、165万吨、150亿平方米、100万吨，同比增长均超过

15%。同年，中国锂电池总产量超过940GWh，同比增长25%，且行业总产值超过1.4万亿元。随着



产业链中游

集中式光伏电站生产商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廣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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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下游

电力生产以及应用领域

锂电池出货量的增加，市场竞争可能加剧，从而推动锂电池的价格下降。这意味着集中式光伏电站生

产商可能面临更低的采购成本，有助于提升电站项目的整体经济效益。

中

品牌端

中游厂商

产业链中游说明

伴随组件效率稳步提升，中国光伏电站的整体系统造价及维护成本呈现下降的趋势。随着中国光伏产

业链各环节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中国光伏系统的初始投资成本将降低。2022年，中国地面光伏系统

的初始全投资成本约为4.1元/W，其中组件约占投资成本的47.1%，较上年上涨1.1%，非技术成本约

占13.6%，较上年下降0.5%。预计2023年，中国地面光伏系统的初始全投资成本有望降低至3.8

元/W。其次，2022年中国集中式地面电站为0.041元/(W·年)，同比小幅度下降。预计2030年，中国

集中式光伏电站系统的运维成本将下降至约0.035元/(W·年)。

中国西部地区成为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布局趋势。得益于该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政策扶持，中国

西北地区正日益成为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布局趋势。2023年，中国集中式光伏电站的新增并网容量为

12,001.4万千瓦，同比增长230.7%。其中，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排名前十的省份包括云南、新

疆、甘肃、河北、湖北、青海、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值得关注的是，云南、新疆、甘肃以及

河北新增装机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分别为1,440.7、1,428.2、1,103.7和1,029.7万千瓦。这意味着

在未来该地区的光伏电站建设将有望继续高速增长，为集中式光伏电站生产商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下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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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下游说明

未来交通领域将结合和光伏系统进行融合，从而对集中式光伏电站的需求增加。光伏与交通系统的结

合，不仅能够削弱电网对交通系统稳定性的影响，还将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领域的创新。以京雄城际

铁路雄安站为例，光伏屋顶收集的能源可有效节约电能30%。以上海地铁为例，川沙、封浜和九亭地

铁站的屋顶正在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且3个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2.4兆瓦。等到投运后，预计该3个项

目的年均发电量约为1,170万千瓦时，年均节约标煤约3,370吨，且年均减排二氧化碳约9,220吨。可

见，未来交通领域将有大量光伏安装需求，进而带动集中式光伏电站发电的需求。

中国山地集中式光伏电站存在较大的建设需求。自2021年起，中国已成为全球山地光伏的最大市场，

在全球市场的占比超过43%。2023年，中国石油海洋工程顺利完成保德的规模级山地光伏项目，并

实现并网投产。预计该项目的年均发电量达2,307万kWh，可为当地3座集气站、224座井场和11座水

处理站提供清洁电力。同时，该项目可实现年均节约标准煤7,100余吨。可见，该项目的光伏电站规

模庞大。

[5] 1：https://www.nea.g… 2：国家能源局

[6] 1：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7] 1：Wind

[8] 1：https://wap.miit.g…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9] 1：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10] 1：https://www.nea.g… 2：国家能源局

[11] 1：https://news.bjtu.e… 2：北京交通大学

[12] 1：https://mp.weixin.… 2：中国石油海洋工程，中…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规模

2023年，中国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市场规模为35,448万千瓦。2018年—2023年，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市场

规模由12,384万千瓦增长至35,448万千瓦，期间年复合增长率23.41%。预计2024年—2028年，集中式光伏电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规模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规模

站行业市场规模由45,373.44万千瓦增长至121,798.40万千瓦，期间年复合增长率28.00%。[16]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16]

受到政策补贴的减少，2020年中国集中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减少，且其他形式发电站装机容量增加，进而

导致其市场规模增速放缓。2019年，针对不同资源区的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新增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的I类

资源区的指导价为每千瓦时0.40元（含税），II类资源区为0.45元，而III类资源区则为0.55元。到2020年，纳入

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I至Ⅲ类资源区新增集中式光伏电站的指导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0.35元、0.4元和0.49元。

由于集中式光伏电站发电补贴优势减弱，其他形式发电站装机容量增加。2020年，中国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543

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2,952万千瓦，同比增长22.6%。可见，针对三类不同资源区的集中式电站发电补贴相应

减少，导致其市场需求降低。

中国治理西北地区“沙戈荒”现象，建造集中式光伏电站是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近年来，中国不断推进

西北地区“沙戈荒”治理，并通过建造集中式光伏电站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该举措不仅有助于改善荒漠化地区

的生态环境，还推动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的发展。2023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中国建成最大的集中式光

伏电站——塔里木油田且末1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该电站总占地面积达3916亩，由32个光伏方阵组成，并配

有10兆瓦储能装置及一座110千伏升压站。可见，中国治理西北地区的“沙戈荒”项目促进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建

造，从而增加其市场规模。[16]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16]

随着大型风光基地项目开工建设，未来中国集中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增加。根据《关于2023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内容，中国将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

地的建设。目前，中国第二批大型光伏基地项目正稳步推进，建设工作已陆续启动，同时第三批基地项目清单已

正式印发并开始实施。在第三批大基地项目中，甘肃省的规模为14.2GW，均为预备项目，并计划采取就地消纳

的方式。同时，内蒙古共规划22.8GW的项目，其中10.7GW为正式项目名单，而12.1GW则为预备项目名单。值

得关注的是，青海、内蒙古和甘肃三省的项目累计规模达到47.78GW，其中光伏项目占据26.08GW的重要份

额。这表明在未来中国将建成众多大规模的集中式光伏电站，从而增加其市场规模。

未来农光互补/农光发电项目将成为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由于农村对土地资源的利

用率、农业收益等需求增加，未来农光互补/农光发电项目需求将增加，从而带动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建设。以广

东省为例，2023年，广东省投资开发46个农光互补/农光发电项目，占比超总光伏电站开发数量的50%。其中，

阳江市在2023年计划将完成105万千瓦的并网规模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计划并网的项目均为农光互补/农

光发电项目。可见，未来农光互补/农光发电项目在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16]



数据来源：Wind，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13] 1：https://www.gov.c… 2：https://www.nea.g… 3：https://pjzx.cec.or… 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14] 1：http://www.sasac.… 2：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15] 1：https://www.escn.… 2：中国储能网

[16] 1：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集中式光伏电站政策梳理[17]

政策名称

《关于组织开展可再生能源发展试

点示范的通知》

颁布主体

国家能源局

生效日期

2023

影响

9

政策内容

该政策指出，主要支持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探索不同条件下有效的光伏治沙建设方案，单个示范项

目建设规模不宜小于50万千瓦。同时，支持利用铁路边坡、高速公路、主干渠道、园区道路和农村道路两

侧用地范围外的空闲土地资源，因地制宜推进分布式光伏应用或小型集中式光伏建设。

政策解读
该政策旨在，通过支持光伏治沙和分布式光伏建设，政府将推动光伏行业的快速发展，促进清洁能源的普

及和应用。同时，为光伏电站行业的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更加明确的市场导向和发展机遇。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颁布主体 生效日期 影响



关于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

利用的指导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

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 8

政策内容

该政策指出，到2025年，集中式风电场、光伏发电站退役设备处理责任机制基本建立，退役风电、光伏设

备循环利用相关标准规范进一步完善。到2030年，风电、光伏设备全流程循环利用技术体系基本成熟，形

成一批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产业集聚区。

政策解读
该政策旨在，推动风电和光伏设备的循环利用，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对于光伏整体产业链行业来

说，需更加注重设备的可持续性和环保性。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

颁布主体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科学技

术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能源局

生效日期

2023

影响

8

政策内容

该政策指出，发展具有优化消除阴影遮挡功率损失、失配损失、消除热斑、智能控制关断、智能光照跟

踪、实时监测运行等功能的智能光伏组件产品，提升光伏组件轻质化、柔性化、智能化水平。开发新型高

效率和高可靠性逆变品，提高光伏电站监控运维水平。

政策解读

该政策旨在，推动智能光伏组件产品和新型逆变器的技术创新和研发，以提升光伏电站的整体性能和运维

效率。这将有助于推动光伏行业的持续发展，降低运维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清洁能源的广泛应

用。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方案》

颁布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国家能源局

生效日期

2022

影响

9

政策内容
该政策指出，加快发展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同时，到2025年，公共机构新建建筑屋顶

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50%；鼓励公共机构既有建筑等安装光伏或太阳能热利用设施。



政策解读 该政策为光伏电站行业带来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机遇，同时也对行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多样化、品质和

服务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颁布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国家能源局

生效日期

2022

影响

8

政策内容
该政策指出，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推动地热能资源绿色开发利用。同时，在长三

角地区，稳步推进田湾、三澳等核电建设，大力开发陆上分散式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发电。

政策解读
该政策对光伏行业提出积极的信号，意味着光伏电站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同时，政府的支持

和引导将为光伏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保障。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17] 1：https://www.gov.c… 2：http://zfxxgk.nea.… 3：https://www.gov.c… 4：https://www.ndrc.…

5：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

集中式光伏电站竞争格局

中国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高，呈现“一家独大”的势态。[21]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呈现以下梯队情况：第一梯队公司有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梯队公司为华能

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梯队有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电

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21]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竞争格局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原因：[21]

龙头企业布局海外市场，通过开辟发展新市场，增加其市场占有率。截至2023年年底，国家电投在海外市

场的能源总运装机容量已超1,000万千瓦。其中，国家电投清洁能源占比高达70%，其境外业务更是广泛覆盖哈

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共计47个国家和地区。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国家电投在巴西

Panati建成29.2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同年，国家电投在土耳其的年度累计发电量超107亿度，完成全年计划的

118.89%，其中累计投产光伏46MW。这表明国家电投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可接触到更多潜在的消费者，为集中

式光伏电站建造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领先企业通过收购竞争对手，扩大已建成的集中式光伏电站，进而增加其市场份额。随着光伏产业的快速发

展，愈来愈多的企业开始寻求通过收购来扩大规模、提高竞争力或实现战略转型。以中国核电为例，2019年，

中国核电分别以6.4亿元和11.7亿元成功收购顺风清洁能源旗下的490MW光伏电站和江山控股旗下的250.5MW

九座光伏电站。2023年，中国核电再次以779万元收购正信光电，其中包括30MW光伏电站。可见，中国核电通

过收购同业竞争者，进一步巩固其在集中式光伏电站领域的领先地位。[21]

未来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将继续提高。[21]

集中式光伏电站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21]

龙头企业通过打造水风光储多能互补及源网荷储一体化模式，未来其市场占有率将提高，进而市场集中度将

增加。龙头企业通过深入探索光伏与多元电源、储能技术、电网系统以及用户的智慧化融合与发展路径，未来将

建造更多光伏电站。预计到2025年，国家电投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突破8,000万千瓦大关，并且将实现新增光

伏设备的全面国产化，同时确保采购过程达到“近零碳”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电投将确保新建光伏电站的

系统效率超85%，从而将光伏发电塑造为具有最强竞争力的电源品种。同时，国家电投将建设一系列具有显著示

范效应的“光伏+”项目，并致力促进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这表明国家电投将在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建设领域有

较大突破，从而提高其性能和规模。

领先企业投资新能源项目，未来其集中式光伏电站建设规模将扩大。以国电电力为例，2024年2月，国电电

力拟83亿元投建200万千瓦光伏项目，该项目坐落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得益于当地丰富的

光资源，预计该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将达33.25亿千瓦时，且年均利用小时数为1,394.2小时。这表明国电电力

在新能源领域的进一步扩张，特别是在光伏发电领域。[21]

[24]



上市公司速览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00011)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01811)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905)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00795)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01985)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000591)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00578)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600089)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600438)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 2.5千亿元 3.11 12.12 70.7亿 21.9亿 -9.7600 -

- 192.9亿元 10.82 55.28 - 1.4千亿元 -6.08 15.09

- 560.9亿元 6.43 48.23 - 64.4亿元 9.41 40.73

- 236.5亿元 7.06 7.99 - 736.6亿元 4.72 29.31

- 1.1千亿元 9.15 29.32

[18] 1：https://mp.weixin.… 2：http://www.spic.co… 3：国家电投

[19] 1：http://www.spic.co… 2：国家电投

[20] 1：https://www.stcn.c… 2：证券时报网

[21] 1：中国电力网

[22] 1：国家电投，Wind

[23] 1：国家电投，华能电力，…

[24] 1：国家电投，华能电力，…



1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00795】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783561.9082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大连市 行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法人 刘国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1183735667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 1992-12-31

品牌名称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煤炭销售；电网经营；新能源项目、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的开发与… 查看更多

集中式光伏电站代表企业分析

财务数据分析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13 1.14 1.1 1.08 1.1 1.07 1.05 1.11 1.14

73.2932 72.211 72.6574 73.4948 73.8424 68.0282 66.8275 72.0608 73.4316

-7.2873 -11.669 2.9522 2.4259 9.4537 8.0435 -0.1528 16.5514 14.3954

-3.2585 -28.1684 5.2302 -52.97 -38.4114 15.9212 50.9608 -142.3848 262.9591

46.0082 42.7553 33.0206 33.6823 32.7148 30.5289 42.1793 42.3039 40.9139

0.1873 0.168 0.1755 0.2312 0.2546 0.3897 0.3664 0.421 0.4977

1.2067 1.2363 1.1915 1.0065 1.1787 1.7161 1.8586 1.3557 2.2117

28.2784 31.0144 25.5801 17.0343 18.608 17.5055 20.7866 7.2501 13.4841

49.945 48.803 45.413 38.7521 36.352 36.9239 41.3835 43.6747 40.0577

0.1316 0.1255 0.1277 0.1745 0.1815 0.3104 0.3008 0.363 0.4475

3.7424 2.8794 2.6919 1.0136 0.6618 1.5436 2.1344 -0.9051 1.6888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竞争优势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能源项目储备深度进一步增强，2022年获取资源1,947万千瓦，其中风电331万千瓦，光

伏1,616万千瓦，核准备案1,620万千瓦，为后续项目开发及高质量开工投产提供坚实保障。同时，公司收购国能大渡河流

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11%股权，向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转让宁夏区域火电资产，进一步提升资产质量，优化产

业布局。

2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905】

0.465 -10.9826 19.0495 0.085 -38.0311 2.2879 11.4642 - -

-71.7739 -163.7653 -129.7779 -214.2749 -376.48 -578.0313 -119.4399 - -

15.38 8.945 9.114 4.206 2.475 3.338 4.902 -3.097 -

0.348 0.215 0.222 0.105 0.105 0.087 - -0.109 0.154

14.8212 13.0944 12.0147 4.6199 2.762 4.2188 6.6201 -2.0322 3.5636

0.2525 0.2199 0.2241 0.2194 0.2396 0.3659 0.3224 0.4454 0.4739

-55.4215 -141.9251 -110.3771 -131.5746 -238.2245 -261.4587 -73.6692 - -

0.2875 0.326 0.2789 0.2735 0.2725 0.3084 0.3078 0.0781 0.033

19.9181 20.0805 17.7341 17.0193 16.548 12.7825 14.1518 11.9381 14.801

614.75亿 545.83亿 567.41亿 598.33亿 598.33亿 1165.99亿 2408.81万 1681.85亿 1926.81亿

0.8568 0.8607 0.9677 0.9442 0.8946 0.997 1.0432 0.9886 1.1025

0.339 0.215 0.222 0.105 0.105 0.087 - -0.109 0.154

60.75亿 43.64亿 44.92亿 22.23亿 22.23亿 18.69亿 21.64万
-1845353

429.31
28.25亿

0.318 0.192 0.217 0.079 0.019 -0.038 -0.029 -0.231 -

1.2067 1.2363 1.1915 1.0065 1.1787 1.7161 1.8586 1.3557 2.2117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285710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北京市 行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法人 王武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376X7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1985-09-05

品牌名称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风能、太阳能的开发、投资；清洁能源、水利、水电、电力、供水、清淤、滩涂围垦、环境… 查看更多

财务数据分析

2010 2011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0.67 0.97 1.03 0.86 0.86 0.88 0.94 0.78 0.85

32.7589 43.9852 63.392 59.4555 49.2527 58.3253 67.4312 64.7346 66.5464

56.7591 12.9188 - 31.0029 8.8789 21.3159 26.33 36.8467 45.0447

917.1041 -64.7294 - 57.0195 11.4766 4.8426 27.1594 56.2553 11.0709

89.1089 135.5815 264.492 246.9268 303.2558 341.783 352.8536 364.2383 348.4392

1.1447 1.2835 0.6349 0.8153 1.2358 0.7629 0.6958 0.9092 0.9089

0.1428 0.1033 - 0.3593 0.272 0.3061 0.4488 0.3086 0.5895

50.7115 40.3678 52.6516 53.964 56.2956 56.7423 57.688 58.4064 58.3986

54.9487 35.5031 32.9423 30.4628 27.6068 37.8147 31.4581 27.283 27.0342

0.8181 1.1699 0.5811 0.8098 1.231 0.6656 0.6932 0.9058 0.9042

17.0423 4.0763 2.617 3.988 3.6938 3.2959 3.249 3.3762 3.484

-3.8176 - - - - 29.2651 - - -

- - 7.61 - - 7.08 8.98 11.38 -

- - - - - 0.142 0.1805 0.2279 0.2501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竞争优势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参与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申报和地方常规项目竞配等工作，提供“多场

景”开发方案，因地制宜谋划“新能源+”储能、光热、制氢等创新融合项目，以创新为驱动力，加快打造绿色能源基

地。另一方面，公司持续引领海上风电发展，推动江苏、上海、海南、辽宁、天津等区域海上风电资源获取，持续拓展新

版图，规划布局海上风电基地，进一步巩固公司“海上风电引领者”地位。

3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350000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北京市 行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法人 刘明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1053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2003-03-31

品牌名称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开发、建设、经营、生产及管理… 查看更多

103.111 35.523 32.6809 37.7439 38.3065 34.0634 34.8339 39.3061 35.2043

0.1653 0.1147 0.0801 0.1057 0.0964 0.0968 0.0933 0.0859 0.099

400.9015 - - - - 110.2709 - - -

- 0.175 - 0.5812 0.761 - 0.4737 0.8152 0.8292

48.1348 85.5172 28.4116 14.0437 6.8349 5.3533 5.2505 5.8745 6.4172

12.98亿 14.66亿 51.76亿 67.81亿 73.83亿 89.57亿 113.15亿 154.84亿 238.12亿

- 0.2365 - 0.3938 0.4176 - 0.6001 0.5722 0.8322

- - - - - 0.142 0.1805 0.2279 0.2501

11.20亿 3.95亿 15.34亿 24.30亿 27.09亿 28.40亿 36.11亿 56.42亿 71.55亿

- - - - - 0.1311 0.1742 0.2416 -

0.1428 0.1033 - 0.3593 0.272 0.3061 0.4488 0.3086 0.5895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法律声明

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
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
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
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
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
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
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箱：
support@leadleo.com。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
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
维权。

完整性：以上声明和本页内容以及本平台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视频、数据）构成不可分割的部
分，在未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声明所有条款的前提下，请勿对本页面以及头豹所有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浏览、点击、引用或下
载。

竞争优势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唯一同时牵头实施两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重型燃气轮机）和

一个国家专项任务（能源工业互联网）的央企。不仅如此，国家电投还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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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企业，且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企业、新能源发电企业和清洁能源发电企

业。截至2024年2月底，国家电投总装机2.38亿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6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