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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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国际 费云青，花旗银行 刘显达，平安证券 严家源，长江证

券 刘亚辉等投行分析师和投资者，共计 50 人。 

时间 2021 年 8 月 27 日 15:30-17:00 

地点 中广核大厦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尹恩刚 

证券事务代表 魏瑾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首先尹恩刚先生对公司 2021 年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说

明和解析： 

在国家支持核电发展和清洁能源消纳的系列政策支持下，2021

年上半年，公司各核电机组发电情况良好，实现上网电量 952.2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0%。由于上半年广东省内核电机组大修安

排较多，广东省核电上网电量较去年同期略降 0.33%，若不计大修

影响，上网电量同比增长 6.42%；广西防城港、福建宁德以及辽宁

红沿河核电由于大修安排与去年同期基本相当，上半年上网电量均

实现两位数增长。2021 年上半年，我们累计上网电量等效减少标

煤消耗约 2,870.13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7,922.84 万吨，减排效

益相当于种植超过 21 万公顷森林，为助力国家“3060”双碳目标

贡献自己的力量。上网电量取得稳定增长，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是

公司生产最重要的基础。2021 年上半年，公司未发生国际核事件



分级表 2 级及以上运行事件。上半年，我们以安全、质量为基础，

稳步推进在建机组建设和调试工作。防城港 3 号机已于 6 月 10 日

冷试成功，这是公司华龙一号首堆的重要里程碑，为后续的热试及

装料打下坚实的基础。红沿河 5 号机已于 7 月 31 日完成 168 小时

试运行试验，正式具备商运条件，这也是公司十四五期间首台商运

的机组。随着红沿河 5 号机组商运，公司管理的在运机组数增至

25 台。目前，公司共建设 6 台核电机组，其中三台处于土建施工

阶段（控股股东委托公司管理的惠州 1-2 号机组，苍南 1 号机组），

一台处于设备安装阶段，两台处于调试阶段。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68.66 亿元，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17.0%。其中，售电收入 279.72 亿元，同比增长

3.1%，电力销售收入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上网电量的增加。建筑安装

和设计服务收入 81.57 亿，同比增长 125.1%，主要是公司下属工

程公司对惠州、苍南核电项目以及中广核风电业务的工程量增加，

合同结算收入增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54.98 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5.6%,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人民币 54.3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5.6%。 

随后，尹恩刚先生介绍了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的《核能产业中长

期发展战略及“十四五”规划》。公司的目标是，到 2035 年，建成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核能企业。产业综合竞争力大幅增强，

核电在运装机规模超过 7,000 万千瓦，在运在建总装机规模全球第

一，安全运营、工程建设、经营效益等关键业绩指标卓越，核能综

合利用综合效益显著。十四五期间，锚定 2035 年远景目标，聚焦

安全质量一流、工程建设一流、科技创新一流、经营效益一流、企

业管理一流等五个“一流”目标，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

弱项，推动产业做强做优做大，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十四五期间，公司将努力实现红

沿河 5 号及 6 号机组，防城港 3 号及 4 号机组以及惠州 1 号机组的

高质量投产，争取每年开工建设 2-3 台新机组。 



最后，尹恩刚先生介绍了年度后续工作安排，公司将持续保持

所有在运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抓住良好的外部形势，实现多发满

发；精心组织余下的换料大修；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按计

划推进机组建设，同时，做好新项目核准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力争新项目核准及开工。持续加强电力市场营销体制、机制和市场

营销能力建设，以多渠道及多种方式争取更多的上网电量。持续推

进三化管理策略的实施和精益化管理方案的落实，持续开展过“紧

日子”行动，加强内部资源统筹与协调，加强对在建机组建设成本

的控制，持续控制在运机组的运营维护成本。加强科研成果向外部

市场的转化应用，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紧密跟踪国家政策和国内

外经济及金融环境的变化，保持谨慎的原则，通过风险管理体系的

运作，及时识别风险变化，并适时调整现有应对措施，确保公司的

稳健发展。 

最后，进行了问答交流环节，主要内容如下： 

1、 台山 1 号机最新进展。 

答：台山 1 号机组目前正按计划开展停机检修工作，目前评估停机

检修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将充分利用今年良好的外部电

力供需形势，争取多发满发，保持公司经营业绩稳定。 

2、 未来新核电机组标杆电价。 

答：今年广东省现货交易价差大幅缩窄，甚至出现正价差，超过了

现有火电基准电价的情况。目前国家在逐步理顺市场电价机制，公

司可以抓住机遇，争取更好的市场电价。关于核电标杆电价，在国

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环境下，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协

商，争取核电机组的合理电价。 

3、 公司上半年投资收益增长的原因。 

答：今年上半年公司投资收益 6.49 亿元，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53.6%，主要是对联营企业红沿河核电和中广核一期基金的投资收

益增加。 

4、 公司上半年贷款利率。 



答：去年 6 月公司完成核电项目银团贷款 LPR 利率转换，今年上

半年贷款执行利率低于上年同期；随着公司在运核电机组偿还银团

贷款本息，今年上半年利息支出较去年同期有所降低；同时公司通

过发行超短融、中票等，进一步降低了公司综合融资成本。 

5、 公司中长期发展目标中 2035 年在运装机达 7,000 万千瓦的目

标依据。 

答：在国家 3060 双碳目标下，核电作为稳定、高效的清洁基荷电

源，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根据核能行业协会的预测，国内核电有

望按照每年 6-8 台的进度审批建设，公司的厂址储备充足，力争获

取至少 1/3 市场份额。目前在运加在建装机共约 3500 万千瓦，

2021-2030 每年平均开工 3 台，新增约 3500 万千瓦，以 5 年为建

设周期，到 2035 年可达到在运装机 7000 万千瓦。在国家积极有

序发展核电的政策下，在公司内部资源支撑下，公司有信心实现

2035 年中长期目标。 

6、 公司十四五以及中长期每年开工建设 2-3 台新机组的目标下，

资金的筹措方式。 

答：公司目前以在运项目为主，经营现金流状况良好，可以支撑公

司中长期发展；公司资本开支中较大部分是银行长期贷款，我们会

利用现有良好的评级条件，根据情况进行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但

债务融资将是主要方式，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等低成本的融资方

式，利用好资本市场融资平台为公司未来发展筹集资金。 

7、 随着在建机组增加，公司资本开支加大，现有分红规划是否有

所影响。 

答：公司提出的 2021-2025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已考虑新开工机组

的资本开支需求，已通过 2020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在公司业务、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不会改变分红

承诺。 

8、 随着部分机组商运时间增加，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到期，

是否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答：公司正在积极研究税收优惠政策，为公司争取更好的安排。比

如公司大亚湾核电基地的六台机组，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

在三免三减半所得税优惠政策到期后，按照 15%征收所得税。随着

公司科研成果逐步增多，也有利于支撑公司继续申请高新技术相关

税收优惠，公司也将继续在其他核电基地推进，使得公司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的整体水平保持较为平稳。 

9、 公司上网电量增速与电力销售收入增速不匹配的原因。 

答：公司上半年实现上网电量 952.2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40%，

包含了联营公司红沿河核电的上网电量，若剔除红沿河核电，附属

公司上网电量实现 790.7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95%，与公司电

力销售收入增速相当。 

附件清单（如有）  

日期 2021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