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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及行业概况 

3 公司财务表现 

2 公司投资亮点 

章节一 



京能清洁能源概况 

北京地区最大的燃气热电供应商和中国领先的风电运营商 

拥有多元化的清洁能源业务组合，涵盖燃气发电及供热、风力发电、中小型水电、光伏发电及其他清洁能源业务 

• 北京地区最大的燃气发电及供热运营商。 

• 截至2013年12月31日，运行中的燃气发电及供热控股装机容量为   

2,028兆瓦。 

• 中小型水电项目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光伏发电主要分布在西北

及华北地区。 

• 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小型水电发电控股装机容量为368兆瓦； 

光伏发电控股装机容量为50兆瓦。 

• 北京地区唯一的风电运营商。 

• 风电场主要位于中国风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内蒙地区。 

• 截至到2013年12月31日，风力发电控股装机容量为1,699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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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容量、资产规模、净利润稳步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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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家清洁能源政策趋于明朗 

2013年，雾霾由华北蔓延至半个中国国土，政府对于大气治理的决心和力度不断加强，加快发展清洁能

源发电已成为我国能源电力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出台大气治理政策的级别和频率不断提升。 

“大气污染防治国十条”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细则》 

  财政部50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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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2013年底亲临京桥热电视察 
 

 

 

 

 

 

 

 

 

 

 

 

 

 

 

 

限电有效缓解 

推进产业发展，
加大财税支持 

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1479

万千瓦，增长3.4倍 

水电装机2.8亿千瓦，同比
增长12.3% 

并网风电7548万千瓦，同
比增长24.5% 

大力发展中小型
水电 

      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 

光伏发电 



北京市以四大燃气热电中心为支撑的“1+4+N”中心大网 

         到2015年，国家能源结构中，天然气消费比重将超过20%； 

         北京市本地电源将以燃气发电为主，14台燃气热电联产机组已建成4台，其余10台即将建成， 

         以四大燃气热电中心作为主力支撑的“1+4+N”的中心大网格局正在形成

2015年北京本地能源结构目标 

天然气消费占
80%左右 

其他能源消费
占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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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及行业概况 

3 公司财务表现 

2 公司投资亮点 

章节二 



⁻ 引入多项低成本的资本配臵，融资成本显著降低 

⁻ 公司持续强化资金集中管理，资金管控能力显著提升。 

⁻  顺势而为，光伏发电业务发展前景广阔 

⁻ 贯彻“做强风电”发展战略，高效运营精细管理 
⁻ 运营项目全年风力发电平均利用小时数大幅提升 
⁻ 项目开发成绩显著，为后续建设提供保障 

 
 

⁻ 占支配地位的首都清洁能源供应商 
⁻ 加速首都燃气发电及供热业务发展 
⁻ 全面启动首都区域能源项目 
⁻ 北京市唯一的风电运营商，做强区域优势 
⁻ 北京市唯一地面光伏项目“综合试点工程” 

 
 

     融资成本显著降低，资金管控能力显著提升 

    其他可再生能源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 

     高效安全生产管理，风电运营发展卓有成效 

     持续巩固首都领先地位，凸显经营战略价值 1 

4 

公司投资亮点 

2 

3 

京能清洁能源 

致力于成为 

行业领先、 

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 

清洁能源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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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巩固首都领先地位，凸显经营战略价值 
                    --占支配地位的首都清洁能源供应商 

北京市本地电源发展空间大  

(亿千瓦时) 

北京地区上网电价具有明显优势 

资料来源:  公司资料、公开资料，截至2013年12月31日 

华北电网平均上网电价 

(元/千瓦时，含税) 

北京地区平均上网电价 

资料来源:  北京市电力公司、《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能源发展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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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公司资料、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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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然气发电企业临时结算上网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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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巩固首都领先地位，凸显经营战略价值 
                    --加速首都燃气发电及供热业务发展 

1 

打造系统性、安全性、多元性、多向性的清洁能源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能源结构，加大燃气
发电比重；实现2015年优质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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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上市时规

划） 

 西南热电中心--京桥二期项目 

• 装机容量838兆瓦 

• 2010年9月获得核准，已于2012年底 

竣工、投产 

• 纳入北京市政府重大项目绿色审批通道 

• 城南行动计划中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 

项目  

   东北热电中心--高安屯项目 

• 装机容量845兆瓦 

• 目前主厂房、锅炉房结构吊装完成，主机设

备已全面就位，其中生产区工程及厂前区工

程分别荣获北京市“结构长城杯” 

• 计划将于2014年投产 

• 纳入北京市政府重大项目绿色审批通道 

• 将大大缓解东北郊地区供热缺口 

资料来源：《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能源发展建设规划》 

单位：MW 

     2015年 
（2012年更新

规划） 

 西北热电中心—京西项目 

• 装机容量1308兆瓦 

• 完成了主厂房封闭、主机设备到

位，附属设备安装等关键节点 

• 计划将于2014年达到投产条件 

• 纳入北京政府重大项目绿色审批通

道 

• 将大大缓解西北地区供热缺口 



全力配合市政府在主要 

新兴功能区打造区域能源体系 

持续巩固首都领先地位，凸显经营战略价值 
                  --全面启动北京燃气冷热电区域能源项目 

▪ 昌平未来城 

装机容量：240兆瓦 

占地面积：10.0平方公里 

建筑面积：720万平方米 

•调峰热源工程项目已投产 

•未来科技城燃气热电联产工程
2014年投产 

 

▪ 海淀北部新区 

装机容量：240兆瓦 

占地面积：226.0平方公里 

建筑面积：3,200万平方米 

▪ 首钢工业区 

装机容量：240兆瓦 

占地面积：8.6平方公里 

建筑面积：1,300万平方米 

▪ 亦庄南扩区域 

装机容量：120兆瓦 

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 

建筑面积：600万平方米 

▪ 昌平TBD 

装机容量：180兆瓦 

占地面积：55平方公里 

建筑面积： 422万平方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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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州台湖 

装机容量：120兆瓦 

占地面积：14.73平方公里 

建筑面积：1,874.13万平方米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2013年底 2014年 

京能燃气板块增长情况（兆瓦) 

2,028 

   4,421 



持续巩固首都领先地位，凸显经营战略价值 
                  --首都地区天然气供应充足、满足未来发展 

1 

12 

目前北京的天然气供应全部来自陕京线和西气东输管线，陕京一、二、三线年输送能力总计约350亿立方米，保障北京
充足稳定的天然气供应 

资料来源：《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能源发展规划》、美国能源信息署，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 

陕京四线 

•正在建设中 

•年输气量能力： 300亿立方
米 

陕京三线 

•已全线通气 

•年输气量：150亿立方米 

大唐煤制气 

•一期工程已全线通气 

•二期已正式投运，每日向北京
供气400万立方米 

•三期通气时间：2013年12月 

•年输气量：40亿立方米 

唐山LNG 

•已正式投运供气 

•日最大气化能力可达2400万立
方米/天，年气化外输能力87亿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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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续巩固首都领先地位，凸显经营战略价值 
                    --北京市唯一的风电运营商、北京市唯一地面光伏项目 

•北京市唯一的风电场 

•2013年全年平均利用小时数2298小时，

高于全国平均224小时 
北京官厅风电 

•已于2013年获得核准 

•已进入项目建设阶段，预计2014年投产 
官厅三期 

•装机容量共计247.5MW 

•已列入国家“十二五”第三批风电项目

核准计划 
官厅四至八期 

•北京唯一地面光伏项目 

•北京地区地面兆瓦级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京能八达岭太阳能综合试点工程” 

•土建及结构工程已基本完工，预计2014

年投产 

•装机容量装机容量31.08MW 

•年发电量约4000万度 

八达岭 
光伏项目 



•把控风电开发进度，优化项目开发顺
序 
•实施第三批拟核准项目计划，加大非
限电省份开发力度 
•风电的限电问题开始得到缓解 

•调整风电发展区域，提高收益 
•加大市场管理力度，多层次、多渠道
积极协调送出 
•风电业务的规模在北京地区独占鳌
头、储备项目众多 

•建立满足电网友好型功能的风场，  
促进电网全额收购； 
•建立集控中心，优化电网调度； 

高效安全生产管理，风电运营发展卓有成效 
                  --贯彻“做强风电”发展战略，高效运营精细管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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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国加快了风电行业管理职能转变，电网接纳能力显著增强，“弃风”现象得到了有效缓解：
全国新增风电并网容量1449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7716万千瓦，同比增长23%。年发电量1349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34%。全国平均风电利用小时数达到2074小时，同比提高184小时。 

备注：四交三直”7条特高压线路为：淮南-南京-上海、浙北-福州、雅安-武汉、蒙西-长沙特高压交流；宁东-浙江、 

  锡盟-泰州、蒙西-湖北特高压直流 

•加强项目核准管理 
•把握风电发展的节奏和质量 

•发展速度到发展质量的转变 
•装机容量增长到发电量增长转变 
 

风电 
核准政策 

行业发展 

•投资建设坚强智能电网，作为能源配臵
的绿色平台， 大规模输送消纳清洁能源 
•加快建设7条特高压线路，解决送出通道 

电网建设 

优化项目 

合理布局 

全面技改 



高效安全生产管理，风电运营发展卓有成效 
                    --管理高效，平均利用小时数大幅提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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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开发 

专业化 

风场设计 

最优化 

工程管理 

规范化 

运营维护 

高效化 

建成评估 

制度化 

精品工程 

准确评估风资源 

和迅速锁定项目 

风资源利用最大 

化和成本最小化 

缩短建设期并 

降低造价 

控制维修成本 

提高风机可利 

用率 

总结经验 

指导后续开发项 

目管理 

 
▪翁根山风电项目
获得“国家优质

工程奖” 

风电平均发电小时数 

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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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攻坚 

部分机组技术攻
坚，首次实现了
全部机组同时长
周期并网运行 



2013年投产风电项目 装机容量 

宁夏灵武三期 49.5 兆瓦 

内蒙赛汗三期 49.5 兆瓦 

2014年力保投产风电项目 装机容量 

宁夏京能中卫一期 49.5 兆瓦 

内蒙古京能呼和马场 49.5兆瓦 

宁夏京能灵武四期 49.5兆瓦 

官厅风电三期 49.5兆瓦 

储备风电项目 装机容量 

 陕西榆林府谷一期  49.5 兆瓦 

 内蒙古京能凉城一期  49.5 兆瓦 

 新疆第北塔山风电一期   49.5 兆瓦 

 北京官厅四-八期   247.0 兆瓦 

 湖南宁乡观音阁    49.5 兆瓦 

 江苏建湖    100兆瓦 

 宁夏京能中卫二期    49.5兆瓦 

 陕西榆林府谷二期  49.5 兆瓦 

 京能白银靖远东升三丰塬风电场项目  50 兆瓦 

内蒙古京能呼和马场     250.5兆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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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共计498兆瓦风电项目获得核准， 
“十二五”第四批风电项目核准计划共计200兆瓦 

高效安全生产管理，风电运营发展卓有成效 
                    --项目开发成绩显著，建设扎实有序推进 



储备项目 

在建与核准 

目前已投产 

2013年底装机容量 

其他可再生能源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 
               --顺势而为，光伏发电业务发展前景广阔 

新增投产 

目前已投

产 

•宁夏中卫一期、二期                            装机容量30MW 

•乌拉特中旗一期                                   装机容量80MW 

•灵武一期                                              装机容量10MW 

在建 

与 

核准 

• 五家渠光伏发电三、四期                    装机容量40MW 

• 八达岭光伏                                          装机容量31.08MW 

• 宁夏京能贺兰常信                               装机容量30MW 

• 宁夏京能中宁工业园一期                    装机容量10MW 

• 宁夏新立二期光伏                               装机容量20MW 

•  内蒙古京能黄旗一期                          装机容量20MW 

• 江苏京能建湖                                      装机容量30MW 

储      备 

•定远光伏项目                                      装机容量30MW 

•   迁西光伏项目                                     装机容量40MW 

•   青海海南州共和                                 装机容量50MW 

•   辽宁朝阳七道岭大西山                       装机容量10MW 

        随着《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号）的出台，中国政府着

力推进光伏产业发展，加大财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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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发展趋势（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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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疆五家渠光伏发电项目一、二期        装机容量为4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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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成本显著降低，资金管控能力显著提升 4 

      公司成功进行了上市后首次股本定向增发、短期融资券、获取低息贷款等低成本的
资金配臵，融资成本显著降低。 
       

◆ 2013年10月23日完成定向增发3.27亿
股，募集资金9.07亿港元 

◆发行规模为18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 

2013年1月和3月成功分两次等额发行，利
率分别为4.24%和4.02% 

◆引入“债权投资计划” 

引入低成本保险债权资金，额度为人民
币30亿元，较银行同期利率下降5% 

 

◆取得清洁发展机制贷款 

以低于贷款利率15%取得清洁发展机制
长期贷款3 亿元 



1 公司及行业概况 

3 公司财务表现 

2 公司投资亮点 

章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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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壮大的资产规模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百万元人民币） （百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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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提升的盈利能力——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总售电量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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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提升的盈利能力—经营利润逐年递增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EBITDA 

（百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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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BITDA=税前利润+财务费用+折旧和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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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提升的盈利能力—业务板块均衡发展 

各业务板块营业收入明细 

48 15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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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业务板块经调整经营溢利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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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经调整经营溢利为各业务板块分部利润扣除CDM收入和其他营业外收支 23 



有效税率 

17.35% 

11.11% 

15.34%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快速提升的盈利能力—税收政策多项优惠 

增值税政策 
□公司风电销售享有50%的增值税返还，居
民用户供热销售享有全额增值税返还 
□从2009年1月1日开始，公司购进或者自建
的固定资产发生的进行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 
所得税政策 
□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25% 
□公司的风电项目属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中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其投资经营的所
得，自该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
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
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司的水电项目享受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
惠政策，从开始生产经营起，第一年至第二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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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稳健的财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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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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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64.3% 

股东权益合计 总借款 净债务负债率 长期借款占总借款的比例 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76.5% 
75.5% 

56.2% 
57.7% 

注：净债务=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债务负债率=净债务/(净债务+股东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 25 



问答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