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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05 证券简称：三峡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3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丽迎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杨丽迎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
的职业品德、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57680278
传真：010-57680279
电子邮箱：ctgr_ir@ctg.com.cn
联系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粮市街2号院成大中心5号楼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0日
附件
杨丽迎女士简历
杨丽迎，1982年9月出生，女，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公司法律事务部法律事务一处副处长，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法律合
规部（企业管理部）主任，现任公司投资并购部主任兼投资并购中心主任、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润峡招赢（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论证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日，杨丽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4.60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监管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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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独立董事

未出席董事姓名
赵增海
王永海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工作原因
工作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蔡庸忠
胡裔光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7元（含税）。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总
股本为 28,618,630,79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917,448,263.20元（含税）。除前述
现金分红外，本次利润分配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如在实施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本次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三峡能源

股票代码
600905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杨丽迎
北京市通州区粮市街2号院成大中心5号楼

010-57680278
010-57680279

ctgr_ir@ctg.com.cn

证券事务代表

王蓉
北京市通州区粮市街2号院成大中心5号楼

010-57680278
010-57680279

ctgr_ir@ctg.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全球新能源行业发展情况
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迅猛，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24年《可再生能源报告》，到2030

年，可再生能源将满足全球近一半电力需求，太阳能将占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长80%，中国可再生能源
装机容量预计将占全球总装机容量的近60%，中国太阳能设备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预计维持在80%-
90%。但世界多国仍存在融资成本过高、电网基础设施不足、系统整合程度较弱等多方面挑战，各国
还应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实现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长3倍的联合国既定目标。

（二）我国新能源行业发展情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提出，要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优化油气管网运行调度机制，推进能源
等领域价格改革，优化居民电价、气价制度，推进能源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
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
统筹好新能源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坚持规划先行、加强顶层设计、搞好统筹兼顾，注意处理好新能源
与传统能源、全局与局部、政府与市场、能源开发和节约利用等关系，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我国新
能源行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
略，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助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动电
力绿色低碳转型，着力构建风、光、水、核、火多轮驱动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新能源保持快速发展势
头，电力碳排放强度稳步下降；纵深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和科技创新，加快建设统一电力市场，持续完
善市场交易机制，推动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加大力度开展高效新能源发电、先进核电、灵活煤电、
多元新型储能、特高压输电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推进电力产业数字化进程，电力高质量发展的活力
和动力进一步增强；扎实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构建亚太电力命运共同体取得新成效，高水平电
力国际合作全方位拓展。

新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对推动能源转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根据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4年可再生能源并网情况，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不断实现新突破。2024年，全
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 3.73亿千瓦，同比增长 23%，占电力新增装机的 86%。其中，水电新增
1378万千瓦，风电新增7982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新增2.78亿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185万千瓦。截至
2024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8.89亿千瓦，同比增长25%，约占我国发电总装机的56%，其中，
水电装机4.36亿千瓦，风电装机5.21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8.87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0.46亿千
瓦。

（三）报告期内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2024年，公司新增装机容量791.70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96.14万千瓦。风电累计装机容

量达到 2243.20万千瓦，占全国风力发电行业市场份额的 4.31%，其中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704.98万千瓦，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7.08%；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2426.57万千瓦，占全国太阳
能发电行业市场份额的2.74%。

电源类别

风电
其中：海上风电

太阳能发电
水电
其他
合计

报告期内新增装机容量（万千瓦）
本公司
301.55
155.82
444.15
0.00
46.00
791.70

全国
7982
404

27757
1378

市场份额
3.78%
38.57%
1.60%
0.00%

期末累计装机容量（万千瓦）
本公司
2243.20
704.98
2426.57
20.26
106.10
4796.14

全国
52068
4127
88666
43595

市场份额
4.31%
17.08%
2.74%
0.05%

注：全国数据源自国家能源局官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太阳能发电”包括光伏、光热项目，其
中光热项目30万千瓦，“其他”项均为独立储能项目。

（四）报告期内的重点行业政策
1.新能源高质量跃升，发展路径更加清晰
2024年3月18日，国家能源局印发《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意见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统筹发展和安
全，提升能源保障能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深化能源改革创新，提高国际合作水平，加快规划建设新
型能源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能源保障。主要目标是增强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优化能源结构，提
高质量效率，夯实能源保障基础，推进非化石能源高质量发展，深化能源利用方式变革，推进能源技术
创新，持续推进能源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务实推进能源国际合作，以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用能需求，同时积极应对能源安全风险挑战。

2024年3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
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
促进农村地区风电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创新开发利用场景、投资建设模式和收益共享机制，推动风电
成为农村能源革命的新载体、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为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提供有力支撑。

2024年4月2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促进新型储能并网和调度运用的通知》，通知提出，电力调
度机构应根据系统需求，制定新型储能调度运行规程，科学确定新型储能调度运行方式，公平调用新
型储能调节资源。积极支持新能源+储能、聚合储能、光储充一体化等联合调用模式发展，优先调用新
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充分发挥各类储能价值。

2024年5月17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印发《关于有序推进光伏治沙项
目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提出，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将光伏开发与传统治沙相结合，开
展光伏治沙项目建设，对于推进生态治理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高度重视，按照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总体思路，共同做好规划布局，因地制宜、科学有序实施光伏治沙项目，
有效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全力推进防沙治沙高质量发展。

2024年 5月 23日，国务院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提出加大非化石能源开发力
度，加快建设以沙漠、戈壁、荒漠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合理有序开发海上风电，促进海洋能规
模化开发利用，推动分布式新能源开发利用；有序建设大型水电基地，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因地制
宜发展生物质能，统筹推进氢能发展；到2025年底，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9%左右。

2024年8月1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央层面首次对加
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为中国未来绿色转型提供发展路线图。《意见》指出，到
2030年，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减污降碳协同能力显
著增强，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基本建立，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广泛形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取得显著进展，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2024年 10月 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意
见》，提出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旨在推动能源转型，确保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实施。核心在于
统筹谋划安全替代，供需有序替代，多元融合替代，以及科技引领创新替代。到2025年，中国可再生
能源消费量目标为11亿吨标煤以上，至2030年达到15亿吨标煤以上，支撑碳达峰目标。

2024年11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能
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确立了国家能源发展的指导原则和战略目标，强调能源安全，规定了
开发、节约、供应、使用和市场监管的基本制度。法律推动非化石能源发展、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旨
在优化能源结构，提升效率，减少污染，支持可持续发展。

2024年 11月 29日，中电联发布《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发展规划蓝皮书》，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
步，到2025年初步建成，实现跨省跨区市场与省内市场有序衔接；第二步，到2029年全面建成，实现新
能源在市场中的全面参与；第三步，到2035年完善提升，支持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形成市场、价格和技
术全面协调的市场机制。《蓝皮书》共提出了八条近中期重点任务，一是构建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架
构；二是构建功能完备、品种齐全的市场体系；三是构建适应绿色低碳转型的市场机制；四是构建系统
安全充裕、灵活互动的市场机制；五是构建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运营机制；六是构建批发与零售
市场顺畅协调的衔接机制；七是构建统筹衔接的政策、管理和市场体系；八是构建科学高效的市场监
管体系。

2.深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
2024年2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价格机

制的通知》。通知要求，加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与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等统筹衔接，科学确定辅助服
务市场需求，合理设置有偿辅助服务品种，规范辅助服务计价等市场规则。按照“谁服务、谁获利，谁
受益、谁承担”的总体原则，不断完善辅助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推动辅助服务费用规范有序传导分担。
电力现货市场未连续运行的地区，原则上不向用户侧疏导辅助服务费用。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的
地区，符合相关要求的调频、备用辅助服务费用（不含提供辅助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电量费用），原则上
由用户用电量和未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的上网电量共同分担，分担比例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确定。

2024年 3月 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该办法自
2024年4月1日起施行。文件明确，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包括保障性收购电量和市场交易
电量。保障性收购电量是指按照国家可再生能源消纳保障机制、比重目标等相关规定，应由电力市场
相关成员承担收购义务的电量。市场交易电量是指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价格的电量，由售电企业和
电力用户等电力市场相关成员共同承担收购责任。

2024年4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电力市场运行基本规则》。规则明确，电力市场成员包括
经营主体、电力市场运营机构和提供输配电服务的电网企业等。其中，经营主体包括参与电力市场交
易的发电企业、售电企业、电力用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含储能企业、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等）。电力市
场交易类型包括电能量交易、电力辅助服务交易、容量交易等。电能量交易按照交易周期分为电力中
长期交易和电力现货交易。根据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要，逐步推动建立市场化的容量成本回收机制，
探索通过容量补偿、容量市场等方式，引导经营主体合理投资，保障电力系统长期容量充裕。国家统
筹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功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2024年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能
源法》提出，完善能源开发利用政策，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和消费结构，积极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发展，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建立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加快构建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体系；加快建立主体多元、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监管有效的能源市场体
系，依法规范能源市场秩序，平等保护能源市场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
机制，供电企业、售电企业、相关电力用户和使用自备电厂供电的企业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承担
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责任。

2024年 11月 11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力市场交易行为有关事项的通
知》。通知要求各经营主体自觉维护公平公正电力市场秩序，依法合规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不得操纵
市场价格，不得实行串通报价、哄抬价格及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拥有售电公司的发电企业，不得利
用“发售一体”优势直接或变相以降低所属售电公司购电成本的方式抢占市场份额，不得对民营售电
公司等各类售电主体和电力大用户进行区别对待。各经营主体原则上以市场注册主体为单位独立进

行报价，不得通过口头约定、签订协议等方式串通报价。多个发电厂组成的发电企业进行电能量交
易，不得集中报价。发电侧、售电侧相关经营主体之间不得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在中长期双边协商
交易外统一约定交易价格、电量等申报要素实现特定交易。

3.加快绿电绿证碳市场建设，推动能源消费绿色低碳转型
2024年1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绿色电力证书与

节能降碳政策衔接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的通知》。通知要求，加强绿证交易与能耗双控、碳排放
管理等政策有效衔接，激发绿证需求潜力，夯实绿证核发交易基础，拓展绿证应用场景，加强国内国际
绿证互认。在绿证与能耗双控政策衔接方面，明确将绿证交易对应电量纳入“十四五”省级人民政府
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指标核算。在夯实绿证核发和交易基础方面，要求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建档
立卡和绿证核发，扩大绿证交易范围。各地区要将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分解到重点用能单位，探索实
施重点用能单位化石能源消费预算管理，超出预算部分通过购买绿证绿电进行抵消。

2024年 5月 23日，国务院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方案明确，重点控制化石能
源消费，强化碳排放强度管理，分领域分行业实施节能降碳专项行动。在绿证绿电消费方面，加强可
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与节能降碳政策衔接，2024年底实现绿证核发全覆盖。将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纳责任权重分解至重点用能单位。实行重点用能单位化石能源消费预算管理，超出预算部分通
过购买绿电绿证进行抵消。加快建设绿证交易市场，做好与碳市场衔接，扩大绿电消费规模。在电价
政策方面，落实煤电容量电价，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研究完善储能价格机制。严禁对高
耗能行业实施电价优惠。强化价格政策与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的协同，综合考虑能耗、环保绩效水平，
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

2024年8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
专章》。规则明确了绿电交易定义、交易组织、交易方式、价格机制、合同签订与执行、交易结算及偏差
处理、绿证核发划转等内容。一是绿色电力是指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已建档立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所生产的全部电量。二是绿色电力交易是电力中长期交易的组成部分，执行电力中长期交易规
则。三是绿色电力交易坚持绿色优先、市场导向、安全可靠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合理反映绿色
电力的电能量价值和环境价值。四是绿色电力交易主要包括省内绿色电力交易和跨省区绿色电力交
易，绿色电力交易的组织方式主要包括双边协商、挂牌交易等。五是绿色电力交易中，电能量价格与
绿证价格应分别明确和分开结算，除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外不得对交易进行限价或指定价格。

2024年9月11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
书与自愿减排市场衔接工作的通知》。文件提出，避免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从绿证和CCER重复获
益。对于深远海海上风电、光热发电项目，拟选择参加绿证交易的，相应电量不得申请CCER；拟申请
CCER的，在完成自愿减排项目审定和登记后，由国家能源局资质中心“冻结”计入期内未交易绿证；在
完成减排量核查和登记后，由国家能源局资质中心注销减排量对应的未交易绿证，并向社会公开信
息。

2024年10月21日，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做好2023、2024年度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配额分配及清缴相关工作的通知》。文件在履约制度、配额分配计算方法、抵销配额清缴、配额结转等
方面做出新的要求。随本次通知发布的《2019-2024年度碳排放配额结转方案》明确了配额结转规则。

2024年10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的指导
意见》。文件提出，一是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稳步发展生物质发电，鼓励生物质发电项目提供调
峰等辅助服务。二是完善绿色能源消费机制。全面落实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控制
要求，使用绿证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核算的基础凭证，加强绿证与节能降碳政策的有效衔接。三
是健全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完善适应可再生能源特性的
电力中长期、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交易机制，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与各类用户开展直接交易及与
用户签订多年购售电协议。稳妥有序推动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参与市场化交易，促进分布式新能源就
近消纳。加强新能源在公平接入电网、参与电力市场及消纳利用等方面的监管。

4.促进新能源消纳利用，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2024年5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 保障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通知明确，要加快推进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系统调节能力提升和网源协调发展、充分
发挥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科学优化新能源利用率目标、扎实做好新能源消纳数据统计管理、常态
化开展新能源消纳监测分析和监管工作等重点任务。通知提出，要充分发挥电力市场机制作用，优化
省间电力交易机制。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进一步推动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打破省间壁垒，不得
限制跨省新能源交易。探索分布式新能源通过聚合代理等方式有序公平参与市场交易。通知要求，
要科学确定各地新能源利用率目标，部分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可适当放宽新能源利用率目标，原则上
不低于90%，并根据消纳形势开展年度动态评估。

2024年7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2024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
的通知》。通知指出，一是本次下达的2024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为约束性指标，按此对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考核评估。二是根据国务院印发的《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为推
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向重点用能单位分解，今年新设电解铝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目标，
电解铝行业企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完成情况以绿证核算，2024年只监测不考核。三是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按照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合理安排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风电、光伏发电保障性并网规模。
严格落实西电东送和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要求，2024年的占比原则上不低于2023
年实际执行情况。冀北、蒙西、青海、甘肃等地区要切实采取措施提升消纳能力，强化监测预警，保障
新能源消纳利用处于合理水平。

（一）公司所属行业及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产品为电力，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所属行业为电力生产行业中的风力发电以及太阳

能发电。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及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公司以风能、太阳能的开发、投资和运营为主营业务，积极发展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大力开发海

上风电，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荒漠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深入推动源网荷储一体
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积极开展抽水蓄能、新型储能、氢能、光热等业务。同时，投资与新能源业务关联
度高、具有优势互补和战略协同效应的相关产业，基本形成了风电、太阳能、储能、战略投资等相互支
撑、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目前，公司业务已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装机规模、盈利能力
等居于国内同行业前列。

（二）公司经营模式
1.前期开发模式
公司项目前期开发主要流程包括资源获取及评估、项目立项、投资决策。
项目实施单位负责在管辖范围内筛选项目资源，根据情况签订项目开发协议；项目实施单位按公

司相关规定开展资源、限制因素、建设条件、造价、经济评价等初评估工作，根据初评估结果并结合区
域内政策要求，组织参与项目指标竞争性配置或申报，根据授权情况报请公司决策；取得项目指标后，
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进一步评估论证，对满足立项条件的项目，组织对项目立项进行内部审核并向公
司申请开展项目立项，公司前期工作管理部门对项目立项请示进行审查，提出立项审核意见，审定后
报决策机构审议和批准，通过立项决策后项目实施单位组织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及前期手续办理等
工作；项目可研报告经过评审收口、取得关键前期手续等，满足项目投资决策条件后，项目实施单位向
公司申请开展项目投资决策，通过投资决策的项目，由前期工作管理部门商公司相关部门办理批复文
件。

2.采购及建设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询比采购、竞价采购、谈判采购、直接采购等方式开展工程类、货物

类和服务类采购，其中，公开招标为公司的主要采购方式。按照《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公司制定
了《招标及采购管理制度》，招投标及采购的各项流程均按照相关制度进行。

（2）建设模式
公司项目建设包括施工准备、工程建设和工程验收三个部分。项目施工准备主要包括开工手续

办理、招标采购、初步设计、施工准备工程等；工程建设主要包括技术、进度、造价、安全和职业健康、生
态环境保护、质量等管理，由项目建设单位按照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标准规范及相关制度，
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实现安全、环保、质量、进度、造价的协调统一；工程验收以国家和行业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以及项目批准文件、设计文件、有效合同等为依据，按管理职责严格开展项目的单位工
程、工程启动、工程试运及移交生产、工程竣工等验收。

3.项目运维模式
公司在遵守法律法规、确保安全和环保达标排放的基础上进行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储能等电

力生产。电力运行与维护方面，公司已经制定电力生产、运行管理、检修管理、设备管理、备品备件管
理等各项规章制度，保证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建立涵盖安全培训、技能培训
和生产管理培训的完整培训体系，保证生产和管理人员的技能与业务水平的提升。

公司区域公司、专业化分（子）公司全面负责、组织区域内所有场站的运行、检修及其相关工作。
其下设集控中心和检修中心，实现运行集中监控，场站“无人值班（少人值守）”；检修中心根据场站位
置分布情况设置集中检修点，实现区域内场站设备自主检修。公司采取以“远程集中监控、现场无人
值班（少人值守），区域自主检修，统一规范管理”为核心内容的运维模式，自主运维与对外委托相结
合，将区域公司、专业化分（子）公司作为集约式运维管控单位，在生产管理上实施“三个集中”，即生产
管理集中、运行集中、检修集中，做到所辖场站电力生产的统一管理、统一部署、统一协调、统一运作、
统一营销。

4.销售模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等相关规定，

符合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沼气发电除外）、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符合并网技术标准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由电力市场相关成员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
网电量包括保障性收购电量和市场交易电量。电网企业、电力调度机构、电力交易机构等应按照国家
相关政策要求，组织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等电力市场相关成员，按照以下分工
完成可再生能源电量全额保障性收购工作：（1）电网企业应组织电力市场相关成员，确保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保障性收购电量的消纳；（2）电力交易机构应组织电力市场相关成员，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参与市场交易；（3）电力调度机构应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保障性电量收购政策要求，并保障
已达成市场交易电量合同的执行。对未达成市场交易的电量，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电网企业、
电力调度机构可按照相关规定，采用临时调度措施充分利用各级电网富余容量进行消纳。

随着电力市场的不断发展，公司已在全国多省区参与市场化交易，但各省区市场化进程不同，售
电模式也存在差异。在未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区域，公司依据新能源发电项目核准备案时国家能源价
格主管部门确定的区域电价或特许权投标电价与电网公司直接结算电费。在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区
域，电能销售模式为部分电能由电网公司采购，按项目批复电价结算；其余电量需参与市场化交易，按
交易电价结算。报告期内，公司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省区有 23个：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河
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四川、云南、山西、陕西、山东、福建、湖南、广西、江苏、广东、安徽、浙江、江西和
河南。未来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交易范围和规模可能将不断扩大，可再生能源电量
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式销售将成为主要方式。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2024年

356,871,426,
700.32

86,717,397,282.18

29,717,044,357.67

6,111,426,749.80

6,055,514,102.01

18,897,329,323.30

7.22

0.2135

0.2135

2023年

调整后

311,845,264,168.19

82,480,167,476.12

26,501,574,113.98

7,174,124,131.49

7,008,579,848.95

14,428,207,150.97

8.99

0.2506

0.2506

调整前

311,707,560,904.40

82,529,395,261.07

26,485,472,393.22

7,181,086,737.34

7,008,579,848.95

14,417,230,797.01

8.99

0.2509

0.2509

本 年 比
上年

增减(%)
14.44

5.14

12.13

-14.81

-13.60

30.97

减少 1.77
个 百 分

点

-14.80

-14.80

2022年

调整后

262,497,391,544.70

77,141,852,488.36

23,830,723,713.19

7,099,459,477.73

7,180,206,096.83

16,866,495,590.26

9.63

0.2482

0.2482

调整前

262,334,348,436.93

77,184,117,667.46

23,812,176,257.98

7,114,445,126.12

7,180,206,096.83

16,808,647,859.71

9.64

0.2487

0.248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7,899,120,372.61
2,421,823,921.76

2,420,313,233.50

4,420,579,676.55

第二季度
（4-6月份）

7,159,544,208.87
1,616,748,407.60

1,617,254,660.94

3,697,437,865.31

第三季度
（7-9月份）

6,700,898,014.10
1,054,669,780.57

1,051,509,371.33

6,120,824,809.30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7,957,481,762.09
1,018,184,639.87

966,436,836.24

4,658,486,972.1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558,394
548,248

0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都城伟业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融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产品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有限公

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减

23,538,700
0
0
0
0
0

155,453,172
0
0
0

期末持股数量

8,064,485,300
6,000,000,000
998,000,000
998,000,000
998,000,000
998,000,000
760,099,506
463,718,516
286,241,192
284,703,523

三峡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三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三峡资本系公司控股股东三
峡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与水电水利规划
设计总院有限公司均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

尚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不适用

比例(%)

28.18
20.96
3.49
3.49
3.49
3.49
2.66
1.62
1.00
0.99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股东
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度第一期绿
色中期票据(碳中和

债)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度第二期绿
色中期票据(碳中和

债)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度第一期绿
色中期票据(碳中和

债)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度第二期中

期票据

简称

23三能01

22 三 峡 新 能
MTN001(碳中和债)

22 三 峡 新 能
MTN002(碳中和债)

24 三峡新能 GN001
(碳中和债)

24 三 峡 新 能
MTN002

代码

240168.SH

102280300.IB

102281065.IB

132480010.IB

102482181.IB

到期日

2028-11-09

2025-02-21

2025-05-10

2027-02-08

2034-06-06

债券余额

1,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利率（%）

3.08

2.65

2.75

2.38

2.66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度第二期绿色中期

票据(碳中和债)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1年度第二期绿色资产

支持票据(碳中和债)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

票据(碳中和债)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度第二期绿色中期

票据(碳中和债)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

资券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于2024年11月11日(2024年11月9日为非交易日，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向投资者支付自2023年11月9日至2024年11月8日期间的利息。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于2024年3月18日(2024年3月17日为非交易日，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向投资者支付自2023年3月17日至2024年3月16日期间的利息及债券本金。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于2024年5月13日(2024年5月11日为非交易日，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向投资者支付自2023年5月11日至2024年5月10日期间的利息及债券本金。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于 2024年 5月 20日向投资者支付自 2023年 11月 20日至
2024年5月19日期间的利息及兑付部分本金；于2024年11月20日向投资者支付自2024年5月20

日至2024年11月19日期间的利息及兑付剩余本金。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于 2024年 2月 21日向投资者支付自 2023年 2月 21日至
2024年2月20日期间的利息。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于 2024年 5月 10日向投资者支付自 2023年 5月 10日至
2024年5月9日期间的利息。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于2024年1月29日(2024年1月27日为非交易日，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向投资者支付自2023年7月31日至2024年1月26日期间的利息及债券本金。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2024年
70.96

6,055,514,102.01
0.10
2.41

2023年
69.40

7,008,579,848.95
0.11
2.69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56

-13.60
-9.09
-10.41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4年末，公司并网装机容量达到4796.14万千瓦。其中，风电2243.20万千瓦，光伏发电2426.57

万千瓦。2024年度，公司完成发电量719.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0.40%。其中，风电发电量451.73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5.96%；光伏发电量254.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44%。报告期内，公司上网电量
699.15亿千瓦时，其中风电上网电量437.25亿千瓦时，光伏发电上网电量248.31亿千瓦时。其中，参
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电量为409.65亿千瓦时，占全年上网电量的58.59%。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7.1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13%；营业成本 140.78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8.34%；营业利润85.2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12%；利润总额85.6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5.0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11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81%。

2024年末，公司合并资产总额3,568.7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4.44%；负债总额2,532.25亿元，较上
年末增长17.01%；所有者权益合计1,036.4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60%，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权益867.1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14%。2024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70.96%，较上年末上升1.56个
百分点。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905 证券简称：三峡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4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7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

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 公司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中国三峡新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口径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6,111,426,749.80
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口径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未分配利润为32,618,626,122.79
元，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2,759,913,993.46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7元（含税）。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28,
618,630,79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917,448,263.20元（含税），占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比例为31.37%。

除前述现金分红外，本次利润分配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是否低于5000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是否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的情形

本年度
1,917,448,263.20

0
6,111,426,749.80

上年度
2,232,458,217.60

0
7,174,124,131.49

上上年度
2,175,404,939.20

0
7,099,459,477.73
2,759,913,993.46
6,325,311,420.00

0
6,795,003,453.01
6,325,311,420.00

否
93.09
否

否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经营发展需求和股东利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并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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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438号文《关于核准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857,1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5元。截至 2021年 6月 4日，公司实际

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857,1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713,15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人民币 198,875,720.00元，募集资金实际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22,514,274,
280.00元；另扣除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信息披露费、印花税、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22,499,629,138.97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1年6月4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专户，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4日验资报告》(XYZH/
2021BJAA30836号)。

(二)2021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1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294,406.06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476,806.06万元，按募集资金用途用于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317,600.00万元，补充流动
资金 500,000.00万元。2021年发生银行手续费 0.64万元，取得银行利息收入 14,023.08万元，截至
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971,043.81万元。

(三)202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2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455,250.00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投项目315,250.00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140,000.00万元。2022年发生银行手续费0.76万元，取得银行利息收入15,653.93万元，
转出已使用自有资金垫付的发行费用1,464.51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29,982.47万元。

(四)202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353,932.00 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353,932.00 万元。

2023年发生银行手续费0.65万元，取得银行利息收入10,127.01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186,176.83万元。

（五）2024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公司 2024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30,721.00 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30,721.00 万元。

2024年发生银行手续费0.51万元，取得银行利息收入2,530.77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57,986.09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公司严格按照规定
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根据2021年4月2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监管银行选聘并开立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于2021年6月3日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樱桃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营业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宣武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客站支行及保荐机
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已按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报告期内，协议各方均按照所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截至2024年
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宣武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樱桃园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营业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宣武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客

站支行
合 计

账号

11171101040013020
0200000619200269530

871902052610905
91030078801788669669
10235000000273564

初时存放金额

7,879,995,998.00
5,628,568,570.00
4,502,854,856.00
2,251,427,428.00
2,251,427,428.00
22,514,274,280.00

截止日余额

378,974,123.83
200,100,977.64
208,111.21
54,481.07
523,237.45

579,860,931.20

存储方式
协 定 存 款/定

期
活期存款-通

知存款
活期存款-协

定存款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协
定存款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度公司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该类情况。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该类情况。
(五)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投项目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

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三
峡能源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三峡能源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30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三峡新能源阳西沙
扒 300MW海上风电

场项目
三峡新能源阳西沙
扒二期 400MW海上

风电场项目
昌邑市海洋牧场与
三峡 300MW海上风
电融合试验示范项

目
漳浦六鳌海上风电

场D区项目
长乐外海海上风电

场A区项目
三峡新能源江苏如
东 H6(400MW) 海 上

风电场项目
三峡新能源江苏如
东H10(400MW)海上

风电场项目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
沙扒三期 400MW海

上风电场项目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
沙扒四期 300MW海

上风电场项目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
沙扒五期 300MW海

上风电场项目
海西基地项目格尔
木110万千瓦光伏光

热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
变
更
项
目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332,
492.95

599,
362.30

424,
366.01

131,
247.22

96,247.96

78,748.33

87,498.14

500,
000.00

2,249,
962.91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55,
600.00

390,
100.00

96,247.96

46,058.10

30,200.00

255,
613.23

135,
000.00

165,
000.00

358,
038.65

640,
000.00

2,271,
857.94

2,249,962.91
1,053,651.88

46.83%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155,
600.00

390,
100.00

96,247.96

46,058.10

30,200.00

255,
613.23

135,
000.00

165,
000.00

358,
038.65

640,
000.00

2,271,
857.94

本年度投
入金额

28,826.00

11,394.00

22,362.00

68,139.00

130,
721.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155,600.00

390,100.00

96,247.96

46,058.10

30,200.00

229,464.00

135,000.00

165,000.00

346,639.00

640,000.00
2,234,

309.06
由于阳江区域2024年风资源偏小，导致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
三期 4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四期
3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和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五期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的发电量不及预期，当年收益较可研有所偏

差。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三期4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已于2021
年末全容量并网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海西基地项目格尔木
光伏项目已于 2024年全容量并网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
目并网后尚有工程尾款、质保金等款项待支付，目前上述款项

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结算中，可按照承诺金额使用募集资金。
昌邑市海洋牧场与三峡300MW海上风电融合试验示范项目和
漳浦六鳌海上风电场D区项目由于公共卫生事件、风机安装船
等施工设备紧张、项目部分前期审批手续当时未取得等因素影
响，建设周期和投资额度发生调整，工程进度当时难以满足募
集资金使用时间要求，为充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已对两个募投项目进行了变更。目前昌邑市海洋牧场

与三峡300MW海上风电融合试验示范项目已建成投产。
公司于2021年8月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
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IPO募投项目金额
调整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人民币 317,600万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截至 2021年 6月 3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专项审核报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

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并履行了相应公告程序。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57,986.09万
元，主要系募投项目工程款处于结算中，未投入全部募集资金。

不适用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的差额
(3)＝(2)-(1)

-26,149.23

-11,399.65

-37,548.88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
(4) ＝
(2)/(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89.77

100.00

100.00

96.82

100.00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1
年末

2021
年末

2021
年末

2021
年末

2021
年末

2021
年末

2021
年末

2021
年末

2024
年末

不 适
用

—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6,979.09

7,650.94

31,030.44

17,804.71

19,287.08

-1,656.28

-291.45

751.53

不适用

不适用

81,556.06

130,721.00
2,234,

309.06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

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项目全容量并网日期。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三 峡 广 东 阳 江
阳 西 沙 扒 三 期
400MW 海 上 风

电场项目
三 峡 广 东 阳 江
阳 西 沙 扒 四 期
300MW 海 上 风

电场项目
三 峡 广 东 阳 江
阳 西 沙 扒 五 期
300MW 海 上 风

电场项目
海 西 基 地 项 目
格尔木 110万千
瓦 光 伏 光 热 项

目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产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
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昌邑市海洋
牧场与三峡
300MW 海上
风电融合试
验示范项目、
漳浦六鳌海
上 风 电 场 D

区项目

节余募集资
金

—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55,613.23

135,000.00

165,000.00

358,038.65

640,000.00
1,553,651.88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255,613.23

135,000.00

165,000.00

358,038.65

640,000.00
1,553,651.88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28,826.00

11,394.00

22,362.00

68,139.00

-
130,721.00
昌邑市海洋牧场与三峡 300MW海上风电融合试验示范项目和漳浦六鳌
海上风电场D区项目由于公共卫生事件、风机安装船等施工设备紧张、项
目部分前期审批手续当时未取得等因素影响，建设周期和投资额度发生
调整，工程进度当时难以满足募集资金使用时间要求，为充分保护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已对两个募投项目进行了变更。2021年8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2021年9月17
日，公司召开了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该议案。公司
于 2021年 8月 27日、2021年 9月 18日对上述事项及决议进行了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9、2021-010、2021-011、2021-017）。
公司将三峡新能源阳西沙扒3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三峡新能源阳西沙
扒二期 4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A区项目、三峡新
能源江苏如东H6（4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H10
（4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三期400MW海上风电
场项目、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四期 3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三峡广东
阳江阳西沙扒五期3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
新设募投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于 2022年 8月 8日经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2022年8月24日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9日、2022年8月24日披
露的《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用于新设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中国三峡新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7、2022-062）。
三峡广东阳江阳西沙扒三期4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已于2021年末全容
量并网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海西基地项目格尔木光伏项目已于2024
年全容量并网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并网后尚有工程尾款、质保
金等款项待支付，目前上述款项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结算中，可按照承诺金

额使用募集资金。
不适用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229,464.00

135,000.00

165,000.00

346,639.00

640,000.00
1,516,103.00

投 资 进
度 （% ）
(3)=(2)/(1)

89.77

100.00

100.00

96.82

100.00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1年末

2021年末

2021年末

2024年末

不适用

—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1,656.28

-291.45

751.53

不适用

不适用

-1,196.20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否

否

否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变 更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化

否

否

否

否

否

—

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项目全容量并网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