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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速读

能源能源观察观察

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23846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2.5%。在政策与需求

双轮驱动下，电力行业持续向上生长。

Wind数据统计显示，A股电力板块74

只个股中，26 只获资本市场“国家队”持

有，最新持仓市值 529.5 亿元。从其持股

路径看，逾半数个股或为被“低估”的“行

业黑马”。

“国家队”——
增持6股，民营企业占得1席

资本市场“国家队”通常指具有政府背

景、在金融市场中发挥重要稳定和调节作用

的机构投资者。它们的资金规模庞大，投资

行为往往对资本市场具有较强影响力。

纵观“国家队”持股表现，一季度增

持电力板块 6 只个股，减持 9 只，增持个

股最新持仓市值 65.31 亿元。除中央及

地方国有企业上榜增持名单外，民营企

业也占得 1 席，体现出主力资金对民营

经济的促进与支持。

就具体企业看，地方国资代表浙江

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能电力”）一季度获“国家队”增持数量

最多，达 6841.11 万股；民营企业广东宝

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宝 新 能 源 ”）增 持 股 数 位 列 其 后 ，为

1493.51 万股。

在业绩表现方面，浙能电力一季度

“成绩”欠佳。受电价下行影响，该公司

营 收 、盈 利 同 比 双 降 ，降 幅 分 别 为

12.09%、40.81%，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分

别降至176.02亿元、10.74亿元。

主营新能源发电的宝新能源受市

场竞争及行业供需结构调整影响，营业

收入亦下滑 6.91%，收缩至 19.80 亿元。

不过，在营收压力下，凭借成本控制、业

务布局优化，其归母净利润逆势上升

46.40%，实现 2.99 亿元。

中央汇金——
持股中闽能源最多

“国家队”成员主要包括中央汇金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以 下 简 称“ 中 央 汇

金”）、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证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等。其中，中央

汇金作为国家战略投资平台，其A股市场

操作具有重要导向意义。

一季度，中央汇金合计持有电力板块

10 只个股，持股总量 5.62 亿股，最新持仓

市值 36.31 亿元。个股中，中闽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闽能源”）获持有

2.09亿股，对应市值9.48亿元，持股数量、

持仓市值双双居首。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证金的电力板

块一季度持股名单中，同样持有中闽能

源数量最多，达8.97亿股，持仓市值40.63

亿元，远高于中央汇金。

财报显示，一季度福建省内风资源好

转，推动中闽能源风电发电量、上网电量

同比增长19.25%、19.49%，使该公司营收、

盈利分别较去年同期上升10.43%、18.1%，

实现5.14亿元、2.51亿元。

“福建海风空间广阔，加之第一大

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加速海风资产注入，中闽能源 2025 年

全年归母净利润有望同比再增 41.72%，

达到 9.2 亿元。”东吴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袁理分析。

中国证金资管——
增持京能电力

就中国证金资产管理部（以下简称

“中国证金资管”）的持股情况看，一季度

合计持有电力板块6只个股，最新持仓市

值84.35亿元。

报告期内，中国证金资管增持3 只个

股，减持 1 只。其中，北京京能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电力”）增持数

量最多，为6841.11万股；国投电力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电力”）持股

总量最大，达14.25亿股。

一季度，动力煤价格“先高后低”，使

得京能电力火电板块净利润同比翻倍，

托底盈利表现。同时，新能源发电量同

比大增648.08%，充分释放业绩弹性，报告

期内总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0.63 亿元，同

比大增 129.84%；实现营收 98.85 亿元，同

比增长4.59%。

同期，因发电量、电价下降，国投电力

营收131.22亿元，同比减少6.99%；归母净

利润 38.77 亿元，同比增长 2.1%。之所以

在减收背景下还能增利，主要是因为雅

砻江水电站蓄能释放，推动上网电量达

到 231.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4%，贡献

利润29.97亿元，同比增长16.5%。

华源证券公用环保首席分析师查

浩表示，雅砻江全流域可开发水电装

机 3000 万千瓦，目前仅投产 1920 万千

瓦 ，待 开 发 水 电 装 机 超 过 1000 万 千

瓦。后续，随着国投电力进一步加大

雅砻江流域的水电核准及在建装机规

模，业绩增量有望持续释放。

社保基金——
持仓中国核电居首

在社保基金的一季度持仓布局中，电

力板块共10只个股上榜，最新持仓市值合

计84.35亿元，其中8只持股总量超千万。

就持股变动情况看，社保基金减持多

过增持。增持个股全部为央企，其中，中

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核电”）、国投电力的增持股数均超过

300 万股。持股总量上，中国核电获持有

1.02亿股，总量登顶。

一 季 报 显 示 ，中 国 核 电 实 现 营 收

202.73 亿元，同比增长 12.70%；实现归母

净利润31.37亿元，同比增长2.55%。分板

块看，核电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46%，归

母净利润同比上升 11.52%；新能源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 24.64%，但归母净利润同

比下降51.32%，增收不增利。

“新能源持股比例下降拖累一季度业

绩增长。”国信证券环保公用行业首席分

析师黄秀杰称。去年 11 月，中国核电披

露中核汇能有限公司增资引战公告，对

该控股子公司的持股比例降至 62.71%，

影响收益；同时，2024年发行两期类RE-

ITS、市场化债转股稀释归母净利润，也

导致中国核电在利润分配及权益核算上

出现变化。

“不过，展望后市，随着核电常态化核

准空间释放，中国核电在建项目进入加

速投产期，核电主业还将强劲增长。”袁

理指出，今年 4 月，浙江三门核电三期获

得核准，中国核电控股在建及核准待建

机组提升至 20 台，为未来业绩上升再添

动能。

（来源：中国能源新闻网）

一季报寻踪：资本市场“国家队”眼中的“电力黑马”

5月14日，《国务院2025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发布。

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印发《国务院

2025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中指

出，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

革和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相统一，着力处

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对于全面深化

改革需要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及时制

定。对于立法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

先试、探索积累经验的事项，依法及时

作出授权决定或者改革决定。对于不适

应改革发展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规定，

及时进行修改完善或者依法予以废止。

对于相关改革决策已经明确、需要多部

法律法规作出相应修改的事项，可以采

取“打包”修法方式一并处理。对于需

要分步推进的制度创新举措，要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有关改革决定，及时部署

和推进相关立法修法工作。

《国务院 2025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明确，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预备

提 请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审 议 电 信 法 草

案、消费税法草案、税收征收管理法

修订草案、商业银行法修订草案、保

险法修订草案、计量法修订草案、电

力法修订草案、交通运输法草案、铁

路法修订草案、公路法修订草案、律

师法修订草案。

（来源：中国政府网）

电力法修订列入国务院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海风轻拂，夏韵初浓。五月的深圳，

草木葳蕤，湾区大地浸染层层新绿。

置身这片热土，创新驱动的脉搏与低碳

发展的呼吸同频共振——一幅以“绿色”为

底色的时代画卷，正在南海之滨徐徐展开。

5 月 12 日下午，“中国绿证：畅行中

国、走向世界——绿证走进粤港澳大湾

区”活动顺利举行。

这场汇聚来自国家能源局、地方政

府、电力交易中心、国际组织、粤港澳三地

企业及智库等单位200余位嘉宾的盛会，

既是对中国绿证多年发展探索的总结，更

是中国绿证迈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宣言。

何以湾区？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

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高端产业

集聚，外贸进出口表现活跃，绿色电力需

求旺盛。

近两年，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协

同发力下，粤港澳三地成为全国绿色电

力消费的重要增长极。

“大湾区绿证绿电累计交易量 1329

亿千瓦时，平均增速10倍，2024年大湾区

绿证绿电交易量达491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了11倍。”广州电力交易中心总法律顾

问兼合规官张巧玲介绍，2025 年一季度，

大湾区绿证绿电交易更是实现“开门

红”，交易量达7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

倍，占全国同期交易量的39%。

绿证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充沛的绿色

能源供应。

南方电网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王

绍武表示，南方电网积极构建以清洁能

源为主体的电力供给新格局，为区域绿

色低碳转型筑牢根基。粤港澳大湾区新

能源装机容量已超2亿千瓦，成为南方电

网第一大电源；打造“西电东送”输电大

通道，每年向粤港澳大湾区送电超过

2000 亿千瓦时；南方电网非化石能源电

能量占比已经达到55%。

大湾区绿证市场的活力源于其消费

主体多元，产业特色鲜明。

张巧玲表示，2024 年，绿电消费参与

主体超 3000 家，在节能降碳政策要求与

供应链绿色转型双重推动下，高耗能、外

向型、高新技术企业成消费主力。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湾区居民也加

入到绿证绿电交易中，绿色生活方式蔚

然成风。

“2024年个人消费购证量达6.3万个，

个人绿色电力消费增长185倍，绿色充电

桩试点开启了新能源车充绿电的新模

式。”张巧玲说。

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

绿证市场繁荣发展的真实写照。

关键一步

活动现场，全球绿色电力消费倡议

（RE100）全面认可中国绿证发布仪式成

为全场焦点。

气候组织首席执行官海伦·克拉克森

指出，RE100 对中国绿证的全面认可，是

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关键一步。

她表示，这意味着无论是中国企业还

是国际 RE100 成员及其供应链伙伴，如

今可以放心采用绿证，更便捷地核证其

采购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精准追踪实

现100%可再生能源目标的进程。

长期以来，国际绿色电力消费市场规

则多由西方主导。如今，中国绿证获得

RE100 全面认可，既是对中国绿证权威

性、唯一性的肯定，也意味着中国绿证相

关技术标准已与国际接轨，中国绿证的

国际地位开始显现。

在当前中美国际贸易形势下，外向型

企业面临较大压力，欧盟碳边境调节机

制、新电池法案等涉碳贸易规则陆续生

效。与会嘉宾认为，借助 RE100 无条件

认可中国绿证的契机，绿证将有力支持

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有效增强出口

绿色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含绿

量”，提振企业信心。

海伦·克拉克森表示，从固定电价政

策到如今的市场化发展，中国政府以持

续完善的政策体系，引导可再生能源产

业发展，实现技术成本快速下降，形成了

成熟的商业模式。

“RE100 全面认可中国绿证，其显著

影响将在于，从市场端发力，让中国绿证

被更多全球供应链企业所接受。”北京电

链科技有限公司双碳事业部总监郑颖认

为，这是以政策鼓舞市场的成功案例。

全新阶段

推动绿证交易与能耗双控、碳排放双

控的有效衔接，成为会场讨论的高频词。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等部门《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证书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的出台，绿证市场迈入了以需求侧为牵

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

绿证市场的驱动力由核发向消费发

力，通过“强制+自愿”的消费促进机制，

将激发市场新活力——既要“供得上”，

也要“用得好”。

对企业而言，绿证应用已经从绿色电

力消费证明，过渡到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降低碳排放、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工具。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电

力及可再生能源采购经理徐明表示，绿

证让企业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碳减排目

标，还能降低所生产化工产品的碳足迹，

有利于下游客户的绿色转型。“绿证的使

用还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

在满足跨国企业绿色供应链要求方面，

绿证成为企业不可或缺的绿色通行证。”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

郭雁珩建议，要推动绿证更好衔接碳排

放双控制度。他认为，绿证的优势在于

促进电碳制度的协同，关键核心是要考

虑绿证的剩余碳排放因子方法学和动态

更新机制。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经营管理部电力

交易与价格管理处副处长王淑强分享了

绿证在绿色金融方面应用的实践经验。

国家电投不仅通过绿证交易实现自身运

营的绿色化，还积极探索绿证金融创新，

将绿证收益权作为质押物，开展绿色权

益融资贷款。这种创新模式不仅为企业

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渠道，还进一步激

励了企业参与绿证市场交易的积极性。

绿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功实践，为

绿证市场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湾

区样本”。中国绿证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

持续完善，更成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

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力量。

未来，当绿证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的“绿色名片”，世界将看到——东方潮

涌处，绿色经济扬帆时。

（来源：中国电力报）

中国绿证：畅行中国 走向世界
——“绿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活动侧记

特别特别关注关注

近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全国性

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公布了经清理整顿

后保留的87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其

中，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申报的电力管理创新奖

名列其中。这是继电力科技创新奖之后，中电联

获批的又一评比表彰项目，标志着中电联在电力

行业科技、管理两大领域均具备评奖资格。

中电联设立电力管理创新奖，旨在贯彻落实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电力行业企业

管理创新力度，通过评选表彰在行业内取得显著

成效的管理创新成果，引领行业企业加强管理创

新交流，夯实企业创新基础，催生企业发展动力，

持续提升行业管理创新水平，推进电力行业高质

量发展。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电联电力管理
创新奖正式获批

5 月 11 日，我国在建海拔最高双曲拱坝电站

——华电金上叶巴滩水电站大坝成功取出一根长

度38.10米的混凝土芯样，打破了国内外同类坝型

大坝取芯纪录，创造世界新纪录。

叶巴滩水电站最大坝高217米，混凝土浇筑总

量达251万立方米。混凝土的浇筑质量决定大坝

“寿命”，芯样的完整性直接反映出层间结合混凝

土的浇筑质量。叶巴滩水电站场址所在地昼夜温

差明显，极端气温条件下，会出现最高温度达37.1

摄氏度、最低降至零下 23.5 摄氏度的气温状况。

这种气候条件下，混凝土容易产生温度裂缝。

此次取芯为建设期大坝浇筑过程中的随机取

芯。芯样总长 38.10 米，相当于 12 层楼高，直径

245毫米，一共贯穿13个浇筑单元、12层水平施工

缝面和80个浇筑坯层。经现场观测，取出的芯样

表面完整光滑、质地密实，骨料分布均匀，层间结

合优良，成功刷新了世界纪录。

（来源：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我国在建海拔最高双曲拱坝
电站取出世界最长“芯”

近日，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研发投资建设的世

界首台（套）660兆瓦人工硐室型压气储能工程通

过可研评审，标志着我国压气储能行业迈向单机

功率600兆瓦级新时代。

世界首台（套）660 兆瓦人工硐室型压气储能

工程是“敦煌全绿色电站基地”重要组成部分，采

用中国能建“压气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单机功率

660 兆瓦，储能规模 2640 兆瓦时，储气空间近 50

万立方米，开创单机功率、储能规模、储气空间三

项“世界之最”。该工程一次性可储存 2 万吨空

气，持续支撑 660 兆瓦满负荷运行，一次发电达

264 万千瓦时，相当于敦煌城市常住人口一周的

用电量。

“敦煌全绿色电站基地”是中国能建率先提

出的新能源开发利用系统解决方案。通过大规

模清洁能源发电技术与新型长时物理储能技术

深度耦合，打造“风电光伏+多元储能+数字化调

控+特高压直流输电”全绿色电站外送基地。

（来源：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世界首台（套）660 兆瓦
压气储能工程开工在即

近日，由我国提出的《风能发电系统 风力发

电机组发电机设计要求》国际标准提案在国际电

工委员会（IEC）成功立项。该国际标准涵盖发电

机设计及验证方法、运行维护指导、安全及绿色

设计等内容，为通过变流器并网的发电机设计提

供基本要求和指导。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统计，

2024年，我国风电整机出口规模达5.5吉瓦，出口

至24个国家，比上年增长71.9%；今年一季度风电

机组出口量保持增长态势，同比增幅达 43.2%。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风电装备制造国和应用市场，

牵头制定该项国际标准，将为世界风电产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我 国 首 个 风 力 发 电 机
国际标准在 IEC成功立项

5 月 15 日，我国首个百台级纯电动无人驾驶

矿用卡车集群成功投运。

纯电动无人驾驶矿用卡车取消了驾驶室的

设计。车内安装了 564 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组，单次换电时间小于6分钟，一次充满电最多需

要1小时，满电状态可拉载90吨货物行驶约60公

里。华能伊敏露天矿矿长舒应秋介绍说，百台纯

电动无人驾驶矿卡的动力全部来自光伏绿电，单

车综合运输效能达到人工的 120%，可在零下 40

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下连续作业，还可满足电动矿

卡颠簸、振动、冲击高的运行工况要求。

（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我国首个百台级纯电动
无 人 矿 卡 集 群 投 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