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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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马丽娜 湖南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曦 申万宏源证券资管 

刘晓宁 申万宏源研究 

查浩 申万宏源研究 

常宁 华商基金 

余思贤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顾宝成 华宝信托 

秦川 上海石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解茹 顶天投资 

陈勇 兴全基金 

邹佩轩 申万宏源研究 

张文鹏 合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程伟庆 中信证券 

孙鹏 野村东方自营 

林晓枫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严家源 平安证券 

时间 2021 年 4月 12 日 10:00—11:00 



地点 公司 23 楼会议室（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罗涛 

副总经理兼董秘：杨焱 

财务负责人兼总法律顾问：史志卫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杨总：介绍 2020 年公司业绩 

2020 年，公司紧紧围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全年目标任务，以

加强党的建设为统领，狠抓提质增效、改革创新、安全环保等重点工

作，奋力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实现连续 7 年盈利。报告期内，由于

公司所属电站流域来水较上年偏丰及年初蓄能值比上年同期高，公司

完成发电量104.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10%；完成上网电量 103.3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24%；实现营业收入 26.51 亿元，同比增长

21.90%；实现利润总额 8.28 亿元，同比增长 56.1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4 亿元，同比增长 52.87%。 

2020 年主要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1、安全目标：全年安全生产保持平稳运行，未发生人身、设备和

交通事故，未发生突发环保事件和被处罚事件，确保环保安全，未发

生对公司形象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事件。 

2、生产经营目标：完成发电量 104.13 亿千瓦时，实现利润总额

8.28 亿元，扣除新增光伏项目债务融资后资产负债率低于 65.3%，首

次实现系统无亏损企业。 

3、发展目标：光伏项目实现“零突破”，初步建成国内第一个流

域梯级水光互补可再生能源基地，超额完成“十三五”发展目标任务。 

4、基建目标：完成善泥坡电站竣工结算备案及投资概算确认，完

成马马崖电站竣工环保专项验收、水保专项验收、档案专项验收，三

个光伏项目全部并网发电。 

介绍公司“十四五”目标： 

贵州省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很高，目前已基本无可开发水电资

源，随着技术进步和单位投资成本下降，贵州省光伏等新能源开发价

值进一步显现。结合国家有关政策及贵州省发展规划，面对新形势，

公司树立清洁、智能、安全、高效的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为抓手，着力做好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发展、提质增效、

安全生产等工作，确保实现持续盈利，开创公司发展新局面。进一步

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优势，坚持可再生能源产业结构，紧扣质量效益提

升管理，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在“十四五”期间再造一个“新黔源”，



初步建成以水电为主的国际一流清洁能源上市公司。 

提问环节： 

提问 1：水光互补项目电站初始投资成本基本构成是什么？ 

答：公司拟开发的光伏项目位于贵州省石漠化较为严重的地区，光伏

建设有利于贵州生态发展。水光互补光伏项目初始投资成本由设备安

装、土建工程、其他财务成本等构成。 

提问 2：水光互补的优势，规划的水光互补平均利用小时数的水平？  

答：公司水光互补项目共用水电站原有输电线路，提高了线路利用率、

降低了投资成本；利用水库的调蓄能力，通过运行方式调整，让光伏

在白天发电、水电避开高日照强度时段发电，能够降低弃光率；利用

流域水光互补优化调度技术，能够有效提高水光综合发电效益；通过

水光互补调度，可弥补光伏发电的不确定性和电能的稳定性，有利于

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利用小时数方面，规划水光互补光伏项目的年

平均利用小时数预期不会低于单纯的光伏项目。 

提问 3：贵州具有调节能力的水电基本都在公司旗下，如果省内有水、

风、光一体化的安排是否会选择交予公司完成？ 

答：公司未来发展的基础一定是水电，未来公司会在光伏、风力发电

方面有所发展。另外，储能、抽水蓄能、制氢等也是公司研究的方向。 

提问 4：贵州未来的光伏发展潜力有多少，资源禀赋、消纳压力等方面

考虑，公司是否有估算？公司对于电站储能的成本、如何配置的问题

有没有细案，配储能后对电站投资收益率的影响？抽水蓄能是公司的

未来发展方向，那么具体定价如何定，盈利大概多少？  

答：贵州光伏大致分布是西部好一些。从资源的角度看，毕节地区、

六盘水、黔西南部分地区石漠化较严重，开发光伏电站对生态修复有

良好作用。贵州十四五能源规划尚未发布，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的信息，

主要靠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贵州进一步发展化石能源的意愿不强。

消纳和外送方面，贵州是西电东送战略的执行者之一，2020 年贵州第

一次完成黔电送粤 500 亿的目标，送出通道方面没有问题。土地资源

的情况，以开发的项目来看，土地对山地光伏的制约比较大，但是按

我们安装的项目来看，完全符合国家标准。总体而言储能的配置是趋

势，公司的考虑是按照贵州省的要求，完成相关任务。目前配置储能

成本还是比较高，强制配置储能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有一定影响。抽

水蓄能是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之一，贵州省尚未出台抽水蓄能电价相关

政策，公司会积极跟进研究。 

提问 5：十四五期间非水电装机占公司占比的目标是多少，除自身建设

光伏电站外是否考虑并购拓展？ 



答：公司原则上以水电为基础，以三条流域水风光互补的思路，积极

发展新能源，尚未提出非水电装机占比的目标。贵州提出了工业强省、

新型工业化、旅游产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目标，公司会结

合贵州省以及上级单位的要求，适时谋划发展路径。 

提问 6：公司目标水电发电量在 94.77 亿 kWh，根据目前的来水情况

该指引会不会有调整？  

答：2021 年的电量计划是根据中长期气象预报来做的，一季度总体来

水和去年平均持平，但是三个流域不均衡，总体来看，北盘江基本持

平、三岔河偏丰、芙蓉江偏少。目前还未到汛期，年度来水形势尚未

明朗，该指引还不会调整。 

提问 7：贵州十四五电力供需计划的展望？  

答：2020 年贵州 GDP 增速达到 4.5%，位居全国第二位，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2.2 个百分点。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1 月 26 日贵州

省两会透露 2021 年 GDP 增速预期目标为 8%左右，预计仍将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十四五”期间，贵州一般大工业用电仍将有一定的增

长空间；随着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高铁路网的完善、电动汽车的推广

以及 5G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助力，贵州第三产业将蓬勃发展，产业

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随着扶贫攻坚战及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逐步落实，居民城镇化水平提升，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集中

供暖、电能替代的实施，“十四五”期间居民生活用电量仍将有较大

的增长空间，预期贵州“十四五”全社会用电需求年均增长率高于全

国用电量增长率。国家下一步对网架的建设，会围绕 3060 总体目标进

行规划。个别时段供需紧张的风险还是有的。 

提问 8：公司对贵州省后续交易电价形势如何判断？ 

答：发电企业的电价定价模式要做出市场化的调整。过去是以成本做

定价的模型，现在要面临市场化竞争，公司电价存在波动风险。为了

适应电力市场的新形势，接下来我们会对市场形势进行跟踪、分析、

研判，统筹考虑西电东送的机制，据此提出对策，尽可能维护公司利

益。 

提问 9：碳中和背景下，未来储能、调峰、灵活性资源的稀缺要求，整

个电力体系会具有比较大的冲击。如果国家继续要求降低电价，会与

该类现象矛盾，那么未来电价是否会上行？ 

答：公司尚未接到政府部门有关降低电价的通知，电价将可能受市场

供需形势的变化而波动。 

提问 10：公司对新投资的项目收益率是否有考核指标？组件价格涨价，

是否项目会延期？ 



答：总体对资本金的回报率按照华电集团要求的 8%。我们也关注到组

件价格涨价的现象，国家的制造业产业链比较完整，长期来看组件价

格会回到正常水平。对于组件我们会借助华电集团大宗采购的价格优

势、规模效应、供货渠道，将组件价格控制在合理的水平。我们会结

合贵州省和中国华电集团的整体规划来推进项目建设。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4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