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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安地产”或“公司”）拟非公开

发行 A 股募集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5 亿元。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

全部用于累计装机容量为 1,150MW 的光伏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公司将根据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

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一）抢占光伏发电行业市场发展契机的需要 

随着国家太阳能光伏发电相关政策措施密集出台，对光伏应用政策支持力度

的不断加大，我国光伏发电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相关统计，

国内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由 2012 年的约 4.5GW 增长至 2014 年的 28GW，

年均符合增长率约 150%。2015 年 3 月 16 日，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国家能源局

关于下达 2015 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国能新能[2015]73 号），明确

提出 2015年全国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达到 17.8GW的目标。预计未来几年中，

我国光伏电站建设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为抢占资源和地域优势，把握光伏

发电行业高速发展的契机，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实现对光伏发电行业的

快速、规模化布局，为公司新能源业务的长期发展抢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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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房地产业务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受外部经济环境变

化影响，公司管理层结合公司业务实际情况，决定改变目前以房地产业务为单一

主营业务的经营模式，发展更具有成长空间的战略新兴产业，挖掘新的利润增长

点，增强对房地产行业周期性风险的抵御能力。光伏电站业务是具有巨大发展潜

力的朝阳产业，也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在国家大

力支持下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也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基于对光伏行业未来

发展趋势的判断，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于光伏电站项目，实

现对光伏行业的布局，形成房地产与新能源双主业发展的业务结构。随着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效益逐渐释放，光伏电站业务将为公司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入，有助

于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一）光伏发电行业发展概况 

1、太阳能发展已成全球趋势 

能源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支撑了全球经济工业的快速发展，但与

此同时，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加剧，能源结构的变革逐渐成为各国聚

焦之处，加大本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力度已成为全球各国的重要战略。由于太阳

能、风能等新能源具有清洁、近零排放等环保优势，并且，随着新能源技术不断

提升、应用上规模效用显现和成本下降，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已经

开始在发电领域占到越来越大的比重，其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趋势也越来越显

著。2015 年 6 月出版的《全球新能源发展报告 2015》显示，2014 年化石燃料

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66.6%，比重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新能源发电在 2014

年继续高速增长，年发电量同比增速达到 19%，占全球发量总额的 6.2%，增速

高于整体发电量增速，预计未来新能源发电将延续高速增长的趋势并逐步替代传

统化石能源。 

2008-2014 年全球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的能源类型构成（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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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球新能源发展报告 2015》 

2、我国光伏发电行业正值发展契机 

我国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在宁夏北部、甘肃北部、新疆东部、青海西部等

海拔较高地区，日辐射量可达 5.1 千瓦时/平方米以上，在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

青藏高原地区，日辐射量最高更是可达 6.4 千瓦时/平方米，西部地区整体具有

巨大的适宜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地区。而在东北地区、河南、湖北和江西等中部地

区，以及河北、山东、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太阳能资源也较为丰富，并且具有较

好的电力消纳能力和较高的补贴，近几年这些地区的光伏电站建设也在快速推

进。随着越来越多地区的开发，我国光伏电站的建设空间将迅速扩大。 

2013 年后，我国开始大力发展下游光伏电站的建设及运营，电价补贴和并

网保证等支持政策不断出台，迅速带动起光伏电站的投资规模。随着光伏发电行

业规模的扩大，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的提升，光伏行业的利润

中心也逐渐移至发电应用环节，形成了以建设光伏电站、增加国内需求为重心的

增长模式，更符合能源结构革新和新能源开发的国家战略，为我国光伏产业带来

了新一轮的景气周期。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4 年光伏发电统计数据》，截至 2014 年底，全

国累计并网运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28.05GW，同比增长 60%，其中，光

伏电站 23.38GW，分布式 4.67GW，年发电量约 25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过

200%。根据《全球新能源发展报告 2015》的统计，截至 2014 年底，我国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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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累计装机容量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德国；2014 年我国光伏电站新增装

机容量位于全球第一位。 

3、各项鼓励政策将助力光伏行业发展 

从目前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的技术状况来看，虽然多晶硅太阳能电池技

术具有较大成本优势，但受到多晶硅材料晶体缺陷的限制，目前量产的多晶硅太

阳能电池的平均发电效率仅约为 18%，其转换效率也较难有进一步提升，使太

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仍高于火电成本，光伏发电行业的发展仍然需要政府补贴支

持。因此，该行业目前还属于政策驱动型行业，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对光伏发电

的补贴力度将直接决定了光伏产业的增长情况。 

目前，国家主管部门已密集出台了多项鼓励政策支持光伏发电行业的发展，

主要包括： 

2010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首先确定了太

阳能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地位； 

2012 年 3 月，财政部发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首先明确了为光伏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入网项目按上网电量给予适当补助； 

2013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

指出太阳能光伏产业是全球能源科技和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具有巨大发展潜

力的朝阳产业，也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国内光伏电站

市场的启动提供了纲领，明确了 2015 年中国总装机容量 35GW 以上的目标，同

时，首次从源头厘清补贴年限、电价结算、满发满收等核心问题的政策界定，这

使得光伏电站行业重新回到业务模式清晰、收益模式确定、电站产品金融属性强

的正确模式； 

2013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

康发展的通知》，正式确定了集中式地面电站及分布式电站的补贴电价，为光伏

发电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支持，也拉动了国内光伏制造业的回暖。该文件中根

据各地太阳能资源条件和建设成本，将全国分为三类太阳能资源区，并就分布式

电站和地面式电站按地区资源条件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补贴，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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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区 
集中式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

（元/kWh） 

分布式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 

（元/kWh） 

Ⅰ类资源区 0.90 

全电量补贴 0.42 Ⅱ类资源区 0.95 

Ⅲ类资源区 1.00 

随后，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又陆续出台了光伏发电并网服务意见，

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接入系统方案的制定、并网检测、调试等多环节提供了

免费服务，以支持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建设和并网。 

2015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 2015 年光伏发电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对 2015 年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建设规模做出了明确规划，

提出 2015 年全国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应达到 17.8GW，高于之前的征求意见

稿 15GW 的容量，彰显出政府对于光伏发电产业发展的信心和坚定鼓励的态度。 

正是在上述光伏产业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大力支持下，我国近年来光伏发

电市场才得到了蓬勃发展，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取得了爆发式增长。 

（二）促进我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1、我国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政策支持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尤其是 2013

年以来，国务院及各部委密集推出的各项产业支持政策，再次调高“十二五”期间

目标装机容量、对光伏电站建设实施备案制、进一步规范上网电价等，彰显出政

府在未来几年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决心。同时，工信部制定了光伏制

造行业规范，并对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进行了检查、公告，引导光伏制造产业健

康发展。 

2、我国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 

根据中国报告资讯网出版的《2010-2015 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调研及

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我国太阳能资源丰富，理论储量每年达到

了 17,000 亿吨标准煤，大多数地区平均日辐射量达到 4 千瓦时/平方米。我国中

西部地区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冀北高原、内蒙古高原等太阳能资源丰富地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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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陆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适合发展大规模地面电站；中东部发达地区潜在可

开发屋顶面积极为可观，发展太阳能分布式电站潜力巨大。目前，已利用光照资

源仍仅占可利用资源的很小比例。我国丰富的潜在太阳能资源为太阳能光伏发电

行业未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储备。 

3、我国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充足产能保证了光伏发电业务的上游供给 

根据 Solarbe 光伏太阳能网《图解 2014 年光伏产业回顾与 2015 年展望》，

2014 年我国太阳能组件产能已接近 35GW。巨大的产能给太阳能光伏发电业务

的上游带来了充分的竞争与充足的供应，保证了组件市场的价格透明、供应充足，

为发电市场装机容量的未来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4、目前我国光伏发电量占比较低，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14 年全国发电量合计 5.65 万亿千瓦时，其中，

光伏电站发电量为 250 亿千瓦时，光伏发电占比仅为约 0.5%。光伏行业作为我

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国家能源局下发的

通知明确提出了 2015 年全国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达到 17.8GW 的目标，相当

于在 2014 年全国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 28.05GW 的基础上增长 60%。在政府

一系列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光伏电站累计装机量和发电

量将持续保持快速增长。 

（三） 公司为进军光伏行业所作的充分准备 

1、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旭新能源拥有丰富的光伏电站 EPC 服务经验 

公司拟将自东旭集团处收购的东旭新能源作为未来发展光伏发电业务的主

体。东旭新能源拥有较强的光伏电站建设能力，曾为多个光伏电站提供过 EPC

服务，装机规模合计约为 110MW。各项目的建成均为东旭新能源积累了丰富的

光伏一体化经验，可为后续公司光伏电站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质量保

证。未来，公司还将积极考虑通过合作、收购等方式持续提升公司在 EPC、组

件制造、运营维护等方面的业务能力，使公司在光伏行业内的多个核心领域都具

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旭新能源已组建了具有丰富经验的项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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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公司光伏发电业务的规模，东旭新能源做了积极的人才储备，已从英

利、汉能等多家光伏行业的领先企业引进了大批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团队，结合

公司内部参与光伏电站 EPC 项目的业务团队，公司在光伏组件制造、电站项目

开发、EPC、电站运营维护、融资等领域均已组建起经验丰富的项目团队，将为

公司未来光伏电站业务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3、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旭新能源已储备了丰富的光伏电站项目 

是否有可供持续开发的光伏电站项目资源是决定公司未来新能源业务能否

持续做强做大、业绩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除本次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1,150MW

光伏电站项目外，东旭新能源后续仍将在各省（区）持续开发和储备各类光伏电

站项目，涉及地面集中式、地面分布式、屋顶分布式等多种类型，为公司未来有

项目进行持续的开发、投资和运营，实现业绩的不断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保

障。 

四、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业务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新能源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

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

帮助公司形成一定规模的光伏发电业务，从而基本实现房地产和光伏发电双主业

发展的战略布局。项目建成后，公司业务结构得到优化，经营规模大幅提升，公

司核心竞争力得到加强，开拓出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为公司

未来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均大幅增加，资产

负债率将明显降低。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在项目未达产的

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会因为财务摊薄而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从中长期看，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陆续产生效益，公司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将逐步形成，

公司将陆续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入，利润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同时，双主业的经营

战略将明显增强公司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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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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