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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投资要点：

 水电行业重视多能互补。依托水电资源优势，目前长江电力、华能水电

等多家水电积极推进“水电+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重视多能互补。

通常水风光资源具备多重互补性：（1）部分区域的水能资源与风能资

源可以形成季节性互补，以浙江新能为例，其水电站所处流域枯水季时，

风能资源丰富，而在雨季水能资源丰富时，风能资源优势不突出；（2）

水能资源与光能资源可以形成白天和晚上的日内互补，在日照好的白

天，光伏电站可进行发电并供给电网或用于抽水蓄能；在晚上，水电站

可释放蓄水发电，熨平电力波动。因此，多能互补有助于水电公司输出

充沛、均衡、稳定的电能。

 未来特高压电网建成投产有助于输送水电等清洁能源。根据公开资料，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均已明确电网建设相关计划，有序推进电网建设。

并且，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深化合作，积极推进跨经营区直流输电工程

建设，推动有关项目前期工作。未来特高压电网建成投产有助于跨区域

远距离输送水电等清洁能源，促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以金上-湖北±

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为例，该工程于2023年开工，预计2025年建

成投运。该工程负责把金沙江上游水电机组群电量输送到华中地区，预

计每年可向华中地区送电400亿kWh。

 水电公司重视现金分红，积极与投资者分享发展成果。根据2023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等公司资料，11家水电行业上市公司中有9家通过现金

分红的方式回报股东（余下2家公司由于当年归母净利润为负值而未进

行现金分红），其中桂冠电力的现金分红总额超过当年的归母净利润、

长江电力的现金分红比例超过七成。中长期来看，长江电力、华能水电

等主要水电公司对未来的利润分配作出了具体规定，体现了公司持续与

投资者分享发展成果的价值观。

 投资建议：为了推动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的方向转型，近年来我国高

度重视清洁能源，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水电发展。我国水电装机容量

从2019年底的3.58亿千瓦增长至2023年底的4.22亿千瓦，年均复合增速

为4%，水电装机稳步增长。主要水电公司长江电力、华能水电、雅砻江

公司均有新增装机的计划，未来水电装机容量增长可期。而且，水电公

司重视现金分红，积极与投资者分享发展成果。建议关注水电行业重点

公司长江电力（600900）、华能水电（600025）、川投能源（600674）。

 风险提示：来水波动风险；经济发展不及预期；上网电价波动风险；

安全生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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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高压助力输送水电等清洁能源

我国持续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2020 年我国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二氧化碳

的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新型电力

系统是以承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为前提，确保能源电力安全为基本前提，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电力需求为首

要目标，以最大化消纳新能源为主要任务，以坚强智能电网为枢纽平台，以源网荷储互

动与多能互补为支撑，具有清洁低碳、安全可控、灵活高效、智能友好、开放互动基本

特征的电力系统。今年我国发布《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其中

提到，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强清洁能源基地、调节性资源和输电通道在规模能力、

空间布局、建设节奏等方面的衔接协同。

表 1：新型电力系统有关会议或文件

时间 会议或文件 有关内容

2021

年

《2030 年

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

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推动清洁

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大力提升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加快灵活调节电

源建设，引导自备电厂、传统高载能工业负荷、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电动汽车

充电网络、虚拟电厂等参与系统调节，建设坚强智能电网，提升电网安全保障

水平。积极发展“新能源+储能”、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支持分布式

新能源合理配置储能系统。制定新一轮抽水蓄能电站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促

进抽水蓄能发展的政策机制。加快新型储能示范推广应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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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电

网基本具备 5%以上的尖峰负荷响应能力。

2023

年

2024 年全

国能源工作

会议

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加强能源产供

储销体系建设。

2024

年

《关于加快

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意

见》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强清洁能源基地、调节性资源和输电通道在规模能

力、空间布局、建设节奏等方面的衔接协同，鼓励在气源可落实、气价可承受

地区布局天然气调峰电站，科学布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光热发电，提升电

力系统安全运行和综合调节能力。建设智能电网，加快微电网、虚拟电厂、源

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设。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进一步健

全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体制机制。到 2030 年，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超过 1.2 亿

千瓦。

2024

年

《加快构建

新型电力系

统行动方案

（2024-202

7 年）》

1、围绕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总目标，坚持清洁

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基本原则，聚焦近期新型

电力系统建设亟待突破的关键领域，选取典型性、代表性的方向开展探索，以

“小切口”解决“大问题”，提升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配置、调控能力。

在 2024-2027 年重点开展 9 项专项行动，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实效。

2、优选一批电力规划明确的“沙戈荒”大基地和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

送出通道，在保障送出通道电力供应能力的前提下，依托先进的发电、调节、

控制技术，开展新型交直流输电技术应用，有效降低配套煤电比例，实现高比

例或纯新能源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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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数据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特高压电网受到高度重视。特高压电网是指 1000kV 及以上交流电网或±800kV 及以上直

流电网，通常用于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地输电。《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到，

重点推进陕北-安徽、甘肃-浙江、蒙西-京津冀、大同-天津南等特高压工程核准开工，

加快开展西南、西北、东北、内蒙古等清洁能源基地送出通道前期工作。

表 2：电网建设有关文件

文件 内容

《关于做好新能源消

纳工作 保障新能源高

质量发展的通知》

加快推进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建设。对 500kV 及以上配套电网项目，国家能

源局每年组织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内项目调整，并为国家布局的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等重点项目开辟纳规“绿色通道”，加快推动

一批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纳规。

《2024 年能源工作指

导意见》

重点推进陕北-安徽、甘肃-浙江、蒙西-京津冀、大同-天津南等特高压工程

核准开工，加快开展西南、西北、东北、内蒙古等清洁能源基地送出通道前

期工作。强化蒙东与东北主网联网，推进华北特高压交流电网向蒙西地区延

伸加强，提升西北省间通道输电能力，建成华中特高压骨干网架。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

适应电力发展新形势需要，组织开展电力系统设计工作，优化加强电网主网

架，补齐结构短板，夯实电力系统稳定的物理基础，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数据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未来特高压电网建成投产有助于输送水电等清洁能源。目前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均已明

确电网建设相关计划，有序推进电网建设。并且，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深化合作，积极

推进跨经营区直流输电工程建设，推动有关项目前期工作。未来特高压电网建成投产有

助于跨区域远距离输送水电等清洁能源，促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以金上-湖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为例，该工程于 2023 年开工，预计 2025 年建成投运。该工程负责

把金沙江上游水电机组群电量输送到华中地区，预计每年可向华中地区送电 400 亿 kWh。

表 3：两大电网公司的投资计划

公司 计划

国家

电网

1、为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2024 年全年电网投资将超过 6000 亿元，比 2023 年新增 711

亿元，新增投资主要用于特高压交直流工程建设、电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等。

2、“十四五”期间，计划投入电网投资 2.4 万亿元，大力推进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建设。一

方面，持续完善特高压和各级电网网架，服务好沙漠、戈壁、荒漠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

支撑和促进大型电源基地集约化开发、远距离外送；另一方面，加快建设现代智慧配电网，

促进微电网和分布式能源发展，满足各类电力设施便捷接入、即插即用。力争 2025 年公司经

营区跨省跨区输电能力达到 3 亿千瓦，2030 年达到 3.7 亿千瓦，输送电量中清洁能源电量占

比达到 50%以上。

南方

电网

“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总体电网建设将规划投资约 6700 亿元，以加快数字电网建设和现

代化电网进程，推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资料来源：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2、多重因素促进水电行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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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系列政策支持水电发展

一系列政策支持水电发展。为了推动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的方向转型，近年来我国高

度重视清洁能源，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水电发展。《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要求，

编制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制定长江流域水电开发建设方案。有序推进重大

水电工程前期工作。综合来看，我国水电持续受到政策支持呵护。

表 4：水电支持政策及内容

时间 政策文件 有关内容

2021

年

《2030 年

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

因地制宜开发水电。积极推进水电基地建设，推动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

雅砻江中游、黄河上游等已纳入规划、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水电项目开工建设，

推进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推动小水电绿色发展。推动西南地区水电与风

电、太阳能发电协同互补。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探索建立水能资源开发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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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十四五”

现代能源体

系规划》

1、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考虑、适度开发、确保底线，积极推进水电基地建设，

推动金沙江上游、雅砻江中游、黄河上游等河段水电项目开工建设。实施雅鲁

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等重大工程。实施小水电清理整改，推进绿色改造和现代

化提升。推动西南地区水电与风电、太阳能发电协同互补。到 2025 年，常规

水电装机容量达到 3.8 亿千瓦左右。

2、以长江经济带上游四川、云南和西藏等地区为重点，坚持生态优先，优化

大型水电开发布局，推进西电东送接续水电项目建设。

2024

年

《2024 年

能源工作指

导意见》

稳步推进水电核电开发建设。编制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制定长江

流域水电开发建设方案。有序推进重大水电工程前期工作。

2024

年

《关于加快

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意

见》

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西北风电光伏、西南水电、海上风电、沿海核电等

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积极发展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

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统筹水电

开发和生态保护，推进水风光一体化开发。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保持合理

布局和平稳建设节奏。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5%左右。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2.2近年来我国水电装机稳步增长

近年来我国水电装机稳步增长。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水电项目开发建设有序推进，包

括 2022 年白鹤滩电站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2024 年托巴水电站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

电等。我国水电装机容量从 2019 年底的 3.58 亿千瓦增长至 2023 年底的 4.22 亿千瓦，

年均复合增速为 4%，水电装机稳步增长。

图 1：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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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未来水电装机容量增长可期。截至 2024 年 6 月底，雅砻江公司在建及核准水电装机 372

万千瓦。长江电力暂无新增水电站的规划，拟通过调整额定装机容量及扩机的方式，增

加装机容量 390 万千瓦。华能水电的在建项目包含托巴水电站、硬梁包水电站等，其中

托巴水电站设计装机 140 万千瓦，2024 年 6 月投运 35 万千瓦，计划 2024 年底全部投产；

硬梁包水电站装机容量 111.6 万千瓦，计划 2024 年底前首批机组发电、2025 年全部机

组投产发电。长远来看，华能水电在澜沧江上游西藏段储备约 961.8 万千瓦水电项目。

综合来看，未来水电装机容量增长可期。

表 5：主要水电公司装机情况

公司 计划新增装机（万千瓦） 在运水电装机（万千瓦）

雅砻江公司 372 1920

长江电力 390 7169.5

华能水电 216.6 2595

总和 978.6 11684.5

资料来源：国投电力、长江电力、华能水电的 2024年半年报，长江电力 2024年 5月 8日业绩说明会的回答，华能水

电 2024年 5月 13日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的回答等，东莞证券研究所

2.3水电行业重视多能互补

水电行业重视多能互补。依托水电资源优势，目前长江电力、华能水电等多家水电积极

推进“水电+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重视多能互补。通常水风光资源具备多重互补性：

（1）部分区域的水能资源与风能资源可以形成季节性互补，以浙江新能为例，其水电

站所处流域枯水季时，风能资源丰富，而在雨季水能资源丰富时，风能资源优势不突出；

（2）水能资源与光能资源可以形成白天和晚上的日内互补，在日照好的白天，光伏电

站可进行发电并供给电网或用于抽水蓄能；在晚上，水电站可释放蓄水发电，熨平电力

波动。因此，多能互补有助于水电公司输出充沛、均衡、稳定的电能。



新型电力系统专题报告

7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表 6：水电公司多能互补有关内容

公司 有关内容

长江

电力

聚焦“水风光储”多能互补，高质量运营金沙江下游“水风光储”一体化基地已投产新能源

项目，累计接管运行装机近 200 万千瓦。深入研究新能源与大水电、抽水蓄能、智慧综合能

源协同发展路径，“流域性水风光多能互补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成功申报湖北省级科

技重大专项并全面启动实施。

华能

水电

公司坚持水电与新能源发展两个并重点，全力推进澜沧江风光水储多能互补基地开发，稳步

推进国际化，全面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加快推动形成风光水储多能互补、国内国际协调

发展的综合能源开发格局，全力加快创建世界一流现代化绿色电力企业。

国投

电力

公司资源禀赋优异，项目储备规模可观，雅砻江全流域可开发水电装机容量约 3000 万千瓦。

公司依托水电资源，全力推进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开发。

川投

能源

2023 年，公司继续支持雅砻江公司打造国家级水风光一体化示范基地，积极推动雅砻江流域

水电、抽蓄和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持续探索控股新能源项目以及优质水电项目。

甘肃

能源

公司探索建立常态化营销机制，放大“水风光”一体化优势，统筹开展电价政策分析、电量

营销协同、交易策略制定的工作。

黔源

电力

公司要坚持“绿色清洁、多能综合”的零碳发展道路，立足绿色发电优势，持续践行绿色、

零碳发展的理念，进一步优化清洁能源结构，加快公司流域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稳

步推进新型绿色清洁能源开发及示范，加快建设以水电为基础的国际一流“零碳”综合能源

上市公司。

梅雁

吉祥

公司立足绿色水电能源基础，抢抓国家大力发展新型能源产业战略机遇，积极谋划推进氢能

源、光伏发电、飞轮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发展，着力构建“水、光、气、储能”等多能互补

的新型能源格局。

资料来源：各公司 2023年年报，东莞证券研究所

3、积极与投资者分享发展成果

2019-2023 年水电板块保持盈利。申万水电板块涵盖 11 家水电行业上市公司。水电板块

2023 年实现营收 1787.06 亿元，同比增长 22.51%，2019-2023 年营收总和持续增长。水

电板块 2023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479.12 亿元，同比增长 20.18%，2019-2023 年水电板块

保持盈利。同时，在运营期内水电的主要成本为电站资产折旧，为非付现成本，因此在

整个运营期内，水电站的现金流通常较好。

图2：申万水电板块营收及同比增速 图3：申万水电板块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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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公司重视现金分红，积极与投资者分享发展成果。根据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等公司资料，11 家水电行业上市公司中有 9 家通过现金分红的方式回报股东（余下 2

家公司由于当年归母净利润为负值而未进行现金分红），其中桂冠电力的现金分红总额

超过当年的归母净利润、长江电力的现金分红比例超过七成。

图 4：2023年度水电公司的现金分红比例

资料来源：WinD，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多家水电公司对未来的利润分配作出了具体规定。根据长江电力公司章程，“公司可以

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进行分配，原则上每年度

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公司每年现金分

红原则上不低于母公司当年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50%。公司对 2021 年至 2025 年每

年度的利润分配按不低于当年实现净利润的 70%进行现金分红”。根据华能水电公司章

程，“公司在当年盈利、且无未弥补亏损的条件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

事项发生、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5%，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50%”。中长期来看，长江电力、华能水

电等主要水电公司对未来的利润分配作出了具体规定，体现了公司持续与投资者分享发

展成果的价值观。

4、投资建议及重点公司分析

4.1投资建议

为了推动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的方向转型，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清洁能源，出台一系

列政策，支持水电发展。我国水电装机容量从 2019 年底的 3.58 亿千瓦增长至 2023 年

底的 4.22 亿千瓦，年均复合增速为 4%，水电装机稳步增长。主要水电公司长江电力、

华能水电、雅砻江公司均有新增装机的计划，未来水电装机容量增长可期。而且，水电

公司重视现金分红，积极与投资者分享发展成果。建议关注水电行业重点公司长江电力

（600900）、华能水电（600025）、川投能源（60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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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2024/12/27）

股票代

码

股票

名称

股价

(元)

EPS（元） PE 评

级

评级

变动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600900
长江

电力
29.61 1.11 1.39 1.44 1.47 26.60 21.29 20.62 20.13

买

入
维持

600025
华能

水电
9.72 0.42 0.47 0.53 0.57 22.91 20.54 18.38 17.06

买

入
维持

600674
川投

能源
17.25 0.90 1.04 1.12 1.19 19.11 16.54 15.39 14.47

买

入
维持

资料来源：iF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注：长江电力的盈利预测来自最新研报，其他公司盈利预测采用同花顺一致预期。

4.2重点公司分析

长江电力（600900）：三峡集团旗下唯一大型水电运行管理平台

公司梯级水电站均为国家能源重点工程和“西电东送”骨干电源。公司管理运行乌东德、

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六座梯级水电站。公司梯级水电规模巨大，通

过配套外送线路，以跨大区、远距离送电方式大范围配置资源，消纳省市主要为长三角、

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

图 5：长江上游干支流控制性水库群拓扑结构

资料来源：《长江电力价值手册（2022版）》，东莞证券研究所

注：红圈部分为公司管理运行的长江干流梯级水电站。

流域梯级联合调度助力公司节水增发。公司提炼联合调度实践经验和“六库联调”研究

成果，持续优化梯级水库运用方式，多措并举抬升发电水头，提高发电效率。公司扩充

现有水雨情数据，提升调度自动化系统数据质量，首次发布预见期达 60 天的逐日网格

降水预报，持续提升预报精度，调度水位控制精度达到厘米级，保障实时调度与关键期

调度更加精准。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调控一体化”管理全面实施，2023 年实现零弃水

损失电量，水资源综合利用率创历史新高。三峡水库汛前消落目标水位首次提高至 150

米，梯级电站 2023 年节水增发电量 121.3 亿 kWh。乌东德水库首次蓄至正常蓄水位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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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梯级水库首次实现按期蓄满。梯级水库年补水总量超 242 亿立方米，有力保障航运

和生态安全。

图 6：长江电力节水增发电量（亿 kWh）

资料来源：《长江电力价值手册（2022版）》，长江电力 2022-2023年年报，东莞证券研究所

公司具有较强的投融资能力。近年来，公司坚持战略引领、聚焦主责主业，围绕清洁能

源、智慧综合能源、产业链上下游、科技创新等领域，积极稳健开展对外投资，投资结

构更加合理、投资质量进一步优化，具备与公司规模相适应的投资收益贡献能力。另外，

公司财务状况优良，现金流稳定充沛，在国际国内资本市场信誉良好，拥有国内 AAA 级

信用评级和与国家主权评级一致的国际信用评级。

华能水电（600025）：华能集团旗下水电运营平台

公司积极推进澜沧江干流水能和新能源资源开发。公司是目前国内领先的大型电力开发

运营企业，统一负责澜沧江干流水能和新能源资源开发。公司以澜沧江流域为主体，采

用“流域、滚动、梯级、综合”的集约化开发模式，最大化配置流域资源。公司以“争

做南方区域电力营销的引领者、领先者”为目标，积极参与市场建设，勇于创新营销手

段，争取更广阔市场空间。

公司积极开展澜沧江流域梯级水电联合优化调度，努力推进多能互补一体化基地建设。

以小湾、糯扎渡为核心的澜沧江梯级水电站群拥有整个南方区域最强中长期调节能力，

持续向社会奉献稳定的清洁能源。2023 年，面对年初主网水电蓄能偏低、主要流域来水

偏枯、水电发电能力不足的严峻形势，公司采用主力水库的蓄丰补枯和洪水资源化利用

等手段，实现发电量同比大幅增长。

公司加强科技资源投入，深入挖掘高价值成果，授权高水平专利 120 项，专利折算完成

512 项、完成率超 240%。华能睿渥调速器、励磁系统及继电保护设备获国家能源局“2023

年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装备项目”称号，在小湾、糯扎渡、景洪完成 41 台（套）

国产化控制系统改造。公司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23 项，连续 6 年获华能集团科技进步一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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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投能源（600674）：川投集团旗下水电运营平台

公司坚持“一主两辅”产业布局，以清洁能源为核心主业，并涵盖轨道交通电气自动化

系统以及光纤光缆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在做强做优做大清洁能源核心主业的同时，在新

基建的大背景下公司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抢抓高铁建设、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等市场机遇。

公司资产规模、装机水平和盈利能力在四川省电力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公司主要依托

具有独特资源优势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田湾河、青衣江、天全河、尼日河、嘉

陵江等流域进行水电站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截止 2024 年 6 月底，公司参控股

总装机达 3683 万千瓦（不含三峡能源、中广核风电和中核汇能），资产规模、装机水

平和盈利能力在四川省电力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一条江”联合优化调度有助于实现梯级发电效益最大化。目前雅砻江公司清洁能源装

机已突破 2000 万千瓦，其中已建成投产水电 1920 万千瓦、风光新能源超 160 万千瓦。

已投产的水电具有规模大、水能利用率高、低度电成本等优势。卡拉、孟底沟水电站、

扎拉山光伏项目开发建设科学推进，两河口混蓄项目已开工，正在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牙根一级水电站、道孚抽蓄、西昌牦牛山风电项目已取得核准，“一条江”联合优化调

度有助于实现梯级发电效益最大化。

5、风险提示

（1）来水波动风险：水电发电量与来水情况密切相关。随着全球变暖及极端气候频发，

流域来水的不确定性与极端来水的风险越来越高，水电公司生产经营面临着巨大挑战。

（2）经济发展不及预期：电力需求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若未来经济发展不及预期，

将影响全社会电力需求，从而发电公司将受到影响。

（3）上网电价波动风险：发电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电力，电力价格通常以上网电价指标

衡量。若未来上网电价大幅波动可能会对发电公司的业绩造成直接影响。

（4）安全生产风险：水电站的运营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过程，设备种类多、运行周期

长，该过程中存在较多的不可预期因素。若突发安全事故，水电公司生产经营将受到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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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增持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持有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减持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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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评级体系的“市场指数”，A股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参照标的为三板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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