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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及分析



业绩综述 2018年度运营数据概览

3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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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综述 2018年度财务数据概览

4 资料来源：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国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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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业务 装机容量稳定增长，电源结构持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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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司权益装机容量同比增长35.22%，发电能力大幅增长；

2018年，公司高效大机组及清洁能源容量不断提高，公司能源结构持续调整。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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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业务 利用小时同比增长，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与数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018年，受火电利用小时同比增长的影响，公司全口径利用小时同比上升，但水电、风电、光伏利用小时同

比有所下降；

2018年，公司火电、风电、光伏、全口径利用小时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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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业务 煤电盈利能力提升，各发电板块盈利均衡

7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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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业务 公司单位发电量细分成本分析

8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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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业务 排放指标不断优化，节能改造效果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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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2018年底，在役火电机组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105台、4552万千瓦，改造完成率达到

96%，105台机组均已按照超低改造限值达标排放，单位投资造价10.6万元/MW。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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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与数据

发电业务 坚持规划引领，突出量质并举

 2018年全年，公司核准电源项目9个，容量共计2,308兆瓦。

 广东佛山燃机项目
（800兆瓦）

 广东南澳海上风电
项目（400兆瓦）

 河北马头背压机项

目（134兆瓦）

 重庆乌江白马电航枢

纽项目（525兆瓦）

 黑龙江鸡西背压机

项目（85兆瓦）
 宁夏南川风电二期

项目（150兆瓦）

 江西修水张澄湖风电（64兆瓦）

 江西会昌洞头风电项目（100兆瓦）

 江西全南乌梅山二期项目（50兆瓦）



2019年市场环境分析

2 PART
TWO



电力市场供需形势分析

12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019年，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形势、产业运行和地方发展等，以及2018年高基数影响，预计2019年全社会用电量增

速将平稳回落，在平水年、没有大范围极端气温影响的情况下，预计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5.5%左右。

2019年，预计2019年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1亿千瓦左右。其中，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6200万千瓦左右；

预计2019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20亿千瓦、同比增长5.5%左右。其中，水电3.6亿千瓦、并网风电2.1亿千瓦、并网

太阳能发电2.0亿千瓦、核电50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2100万千瓦左右。

2019年，预计全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局部地区高峰时段电力供需偏紧。其中，华北、华中区域局部性时段性

电力供需偏紧；华东区域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南方区域电力供需总体平衡，枯水期广西、贵州偏紧，汛期云南清洁能

源消纳压力较大；东北、西北区域预计电力供应能力富余。预计2019年全国火电设备利用小时4400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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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市场价格呈高位盘整回落态势

13
资料来源：秦皇岛煤炭网

 2019年初，受陕西煤矿事故、部分地方煤矿放假停产及部分电厂节前补库存影响，煤炭市场呈现地域性、时段性趋紧，煤炭

价格高位运行。随着北方供热期相继结束，南方水电逐渐增发，火电用煤增长趋缓，煤炭市场将失去季节性支撑，价格将出现

下降。

从全年来看，随着煤炭生产能力不断提升、铁路运输能力加快释放以及煤炭需求增速放缓，预计2019年我国煤炭供需形势将

由紧平衡状态开始向阶段性宽松转变，煤炭价格在向下的一个合理区间运行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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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体制改革推向深入

2018年，电力体制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成果丰硕。一批改革重点领域的制度办法相继出

台，开始在操作层面上指导改革落地；另一方面，改革也积极配合当前电力行业面临的主要矛

盾，为供给侧改革助力。

 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了《区域电网输电价格定价办法（《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价办法（试行）
》和《关于制定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试行）》

 9月14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加快推进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输配电价
改革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电力市场
化改革

 5月16日，发改委会同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关于规范开展第三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通知》。
 7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 进一步完善交易机制的通知》，并为

此专门配套制定了《全面放开部分重点行业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实施方案》。
 9月11日，山西省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放开重点行业用电企业参与电力直接交易的通知》，山东省发布了《关于全面

放开煤炭、钢铁、有色、建材行业企业进入市场的通知》。
 12月14日，国家能源局等发布《关于健全完善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机制的通知》。
 12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综合司正式发布《关于请报送第四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的通知》

可再生能
源发展机
制改革

 3月27日，国家能源局网站公布《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
 11月15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征求《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的通知》意见的函。
 12月4日，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

 5月24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2021年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通知》。《通知》明确，装机充裕度指标为红色
和橙色的省份，要暂缓核准、暂缓新开工建设自用煤电项目，并在国家指导下，合理安排在建煤电项目的建设投产
时序。

 5月25日，国家能源局近日下发《关于2018年度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
 6月20日，为促进光伏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加快补贴退坡，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

联合印发了《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8〕823号)。

电源建设
管理机制
改革

 3月20日，国家能源局《分布式发电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
 4月23日，国家发改委下发《燃煤自备电厂规范建设和运行专项治理方案(征求意见稿)》。
 11月2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2019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有关工作的通知》。

其他领域
改革



公司2019年的工作重点

3 PART
THREE



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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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与数据

加大力度推进
新能源项目开

发

大力推进火
电、热力产业
创新发展

狠抓工程建
设质量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一

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抢抓机遇，以新理念引领和助推

高质量发展。



着力抓好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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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力抢发电量。

•主动适应国家宏观经济发

展新形势和电力市场化改

革新要求，加大市场营销

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市场

营销对生产经营的统领作

用。狠抓对标挖潜，积极

抢发有效益的各类电量，

即确保各区域利用小时对

标领先，确保公司利用小

时对标领先，确保年度电

量目标务期必成。

二是加强成本控制。

•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

平，全力节省每一笔费用

开支、争取每一项优惠政

策。特别是对于亏损企

业，更要进一步加大成本

费用的管控力度，千方百

计压减盈利的“出血

点”。进一步深化燃料

“日管控、周分析”，推

进采购结构、配煤掺烧、

市场煤竞价三个方面的深

层次对标，实现公司煤源

结构调整、资源重组优

化，全力控制燃料成本。

三是强化资本运作。

•加强对资本市场和发电行

业的研究分析，积极探索

多元化的低成本融资模

式，进一步降低公司资产

负债率。继续推进“瘦身

健体”及“低效无效”资

产处置工作，确保在法人

单位数量减少的同时，实

现管理效率和效益的双提

升；加大参股投资清理处

置力度，重点推进部分关

联度不高、战略意义不明

显、非主业的参股投资盘

活转让工作。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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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资产重组新格局，把

打造发电产业升级版作为主线，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全面激发创业活力，让发电

主业优势得到总体跃升。

公司发展愿景

资料来源：公司资料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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