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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二季度投资者沟通情况通报

2024 年第二季度，公司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

2023 年报沪市主板清洁低碳集体业绩说明会，召开 2023 年

度股东大会，并采用“一对一”或“一对多”等方式，与 20

余家机构投资者进行线上或线下沟通交流（不包括业绩说明

会沟通情况）；回复上证 e 互动平台投资者提问 54 条；接听

投资者咨询热线 400 余次；回复董秘信箱来函 129 封。主要

沟通内容如下：

投资者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请文字说明）

公司接待人员

公司总经理、独立董事、总会计师、证券事务代表，战

略发展部、投资并购部、资产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电

力营销中心和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部）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

主要内容

1.2023 年公司并网情况如何？

答：2023 年，公司新增装机容量 1353.56 万千瓦，

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4004.44 万千瓦，较上年末增长

50.99%。

2.目前公司的资源储备量有多少？

答：公司持续加大资源储备力度，2023 年新增核准、

备案项目超 2000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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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4 年公司有多少在建项目？预计全年投产装机

规模是多少？

答: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在建项目规模超千万千

瓦。“十四五”期间，公司力争平均每年新增装机规模不

低于 500 万千瓦。

4.如何看待 2024 年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

省份海上风电竞配形势？

答：各地结合国家规划及实际发展情况不定期组织

海上风电竞配，优选确定投资开发主体。公司持续关注

和跟踪各省市的竞配动态及相关要求，注重投资回报、

投资逻辑，坚持高质量发展目标不动摇。

5.公司如何定位抽水蓄能业务发展？目前有多少项

目储备？

答：公司紧密围绕新能源主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目标，聚焦新能源大基地，考虑与新能源主业协同效应，

按照“风光水储”一体化模式，优先在新能源富集的西

北等地区以及电网用电量较大、调峰压力较大的中东部

地区开发抽水蓄能项目，多个项目进入国家抽水蓄能中

长期发展项目库，正积极开展项目筹建工作。

6.公司第一批大基地项目以及配套特高压外送通道

的建设进展情况如何？

答：2021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

于印发第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建设项目清单的通知》。公司获批的 9个国家第一

批大型新能源基地项目规模共计 685 万千瓦，均按计划

顺利推进，外送项目配套特高压外送通道已投运。

7.2023 年公司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量、电价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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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答：2023 年，公司在 23 个省区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

结算交易电量260.78亿千瓦时，占上网总电量的48.63%，

较 2022 年增长 8.05 个百分点；得益于政策引导、绿电

需求升级、外送扩量、模式创新、功率预测精度提升、

营销队伍建设等多方面原因，整体交易均价较 2022 年有

所提升。

8.公司目前现货交易情况？

答：目前，公司投产区域参加现货长周期连续试运

行的地区共 5 个，分别为山西、甘肃、山东、蒙西和广

东。现货市场与中长期市场相互衔接，现货交易结果很

大程度上受中长期签约情况影响，公司整体现货策略以

减少现货偏差电量，执行中长期电量为主。

9.绿电交易、绿证的情况及价格？

答：绿电交易价格各地区差异较大，与当地绿电需

求、供给息息相关，整体来看东部地区溢价较高。公司

绿证销售价格与市场均价基本持平。

10.2023 年底火电容量电价政策出台后，各省中长协

实际交易的煤电电量电价略有下降，新能源电价是否受

到影响？

答：煤电容量电价机制是我国现有电能量市场、辅

助服务市场的重要补充，将改变各市场之间的比价关系，

带来相应市场的价格波动。在煤电仍有较大市场的地区，

新能源交易的电能量部分价格会受到煤电议价竞价行为

的影响。

11.2023 年公司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回收情况如

何？年末有多少的累计应收？进入合规清单的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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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答：公司根据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拨付进度开

展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回收工作，符合条件的合规项目

2023 年均予以结算，回收比例按照电网企业统一安排，

与同地区同类项目拨付比例一致。截至 2023 年末，公司

应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余额 360.20 亿元。公司截至

2021 年底带补贴的集中式项目均纳入补贴核查范围，其

中 164 个项目已纳入第一批可再生能源补贴核查合规项

目清单。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核查工作，据实依规提供

证明材料，目前等待主管部门进一步指示。

12.公司最新的综合融资成本是什么水平？当前低

利率环境下，对后续项目开发的各渠道融资有何计划？

答：在国家政策利好趋势下，公司 2023 年资金成本

控制成效显著，综合融资成本较 LPR 下浮 10%以上。在保

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坚持低成本融资策略，努力

降低公司资金成本。始终坚持多元化融资渠道，持续通

过发行债券、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融资租赁等获

取资金，后续融资过程中，公司将加强对资本市场和行

业政策的研究，兼顾资金保障和成本管控，全力获取低

成本资金，为项目开发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

13.公司后续在分红方面有何计划？如何考虑兼顾

公司成长与回馈股东？

答：公司一直十分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保

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兼顾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自上市以来每年坚持现金分红，共分配现金股

利 3次，累计分配现金股利 38.66 亿元。公司 2023 年度

利润分配将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8 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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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合计拟派发 22.32 亿元，占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的 31.09%。后续将继续综合考虑盈利状况、

股东投资回报、未来发展等因素确定现金分红金额，一

方面给股东带来现金回报，确保股东权益，另一方面立

足于长远发展，留存一定比例利润用于再投资，为股东

创造长期价值。

14.如何看待强制配储？

答：随着各地区新能源电源占比不断提高，对于电

网提出的挑战越来越大。为进一步提升调峰调频能力、

平滑电力输出，自 2020 年起，多地明确要求新能源项目

并网应配置一定比例的储能设施，储能配置的要求一般

在 10%-20%之间，储能小时数要求为 1-2 小时。目前，新

型储能存在大规模建设和调用不充分的矛盾，希望未来

新型储能够被进一步高效调度运用，调节价值得到充分

发挥，为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

撑。

15.公司有没有满足“以大代小”改造标准的风电项

目？有的话后续如何规划？

答：公司目前有部分风电项目已满足“以大代小”

改造标准，后续将进一步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及时跟踪

掌握地方政策动态，有序推进有关项目“以大代小”改

造升级工作。

16.当前新能源行业风光利用率如何？是否存在弃

风弃光情况？公司利用率水平如何？

答：根据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披露的数据，

1-2 月全国风光利用率同比去年略有下降。2023 年，公

司风电发电厂可利用率为 99.14%，较 2022 年增加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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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太阳能发电厂可利用率 99.83%，较 2022 年减

少 0.03 个百分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

永安保险 程建国

博时基金 金欣欣

鹏扬基金 王 哲

新华资产 阴 舒

中科沃土 徐 伟

新华养老 付晓晨

华能信托 王宇韬

汇添富基金 花秀宁

赵 剑

何 旺

童 心

郑乐凯

李云鑫

韩 超

中信证券 程海艳

海通证券 胡鸿程

国泰君安证券 孙辉贤

财通证券 贺 悦

国联证券 张天浩

天风证券 郭丽丽

王钰舒

李 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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