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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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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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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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425,369,311.66元，

按《公司章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42,536,931.17元后，母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382,832,380.49元，加上母公司2022年末未分配利润1,392,488,262.74元，扣除根据股东大会决

议 支付 2022年 度普 通股 股利 286,821,435.60 元 ，年 末累计 可供股东 分配 的利润 为

1,488,499,207.63元。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本年

度不送股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2024年4月24日，公司总股本1,912,142,904股，扣除公

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18,277,891股后为1,893,865,013股，以此计算预计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284,079,751.95元（含税），约占当期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55.09%。 

若在上述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化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

股数量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峡水利 60011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车亚平 王静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99号升伟晶石

公元11栋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99

号升伟晶石公元11栋 

电话 023-63801161 023-63801161 

电子信箱 sxsl600116@163.com sxsl600116@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发展情况 

2023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

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供

给需求稳步改善，转型升级积极推进，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障有力有效，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经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23年全国生产总值 1,260,582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2%。（来源：国家统计局） 

1.电力生产、供应 

2023年，电力行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能源电力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弘扬电力精神，经受住了上半年来水持续偏枯、夏季多轮高温、冬

季大范围极端严寒等考验，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强电力保障。电力供应安全

稳定，电力消费稳中向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电力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 

（1）电力需求方面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相关数据，2023年全社会用电量 9.22万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6.7%，增速比 2022 年提高 3.1 个百分点，国民经济回升向好拉动电力消费增

速同比提高。各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3.6%、6.4%、6.6%、10.0%，同比增速逐季上升。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0.1278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5%，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39%；

第二产业用电量 6.0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5%，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65.84%；第三产业

用电量 1.6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2%，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8.1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量 1.3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9%，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4.64%。 

 

 

 

 

 

 

 

 

 

 

 

 

 

 

（2）电力供应方面 

 

根据中电联相关发布，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 8.9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2%。

全国规模以上电厂中的水电发电量全年同比下降 5.6%。年初主要水库蓄水不足以及上半年降水持

续偏少，导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厂水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22.9%；下半年降水形势好转以及上年同

期基数低，8-12月水电发电量转为同比正增长。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厂中的火电、核电发电

量同比分别增长 6.1%和 3.7%。2023 年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接近六成，煤电仍是当前我国



电力供应的主力电源，有效弥补了水电出力的下降。 

2023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3.7亿千瓦，同比多投产 1.7亿千瓦；其中，新增并网太阳

能发电装机容量 2.2亿千瓦，同比多投产 1.3亿千瓦，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的比重达到 58.5%。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9.2亿千瓦。分类型看，水电 4.2 亿千瓦，其中抽水

蓄能 5,094万千瓦；核电 5,691 万千瓦；并网风电 4.4 亿千瓦，其中，陆上风电 4.0亿千瓦、海

上风电 3,729万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 6.1亿千瓦；火电 13.9亿千瓦，其中，煤电 11.6亿千瓦，

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39.9%。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在 2023年首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占总

装机容量比重在 2023 年首次超过 50%，达到 53.9%，煤电装机占比首次降至 40%以下。从分类型

投资、发电装机增速及结构变化等情况看，电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趋势持续推进。 

 

 

 

 

 

 

 

 

 

 

 

 

 

 

 

 

 

 

2.综合能源服务  

综合能源服务是一种提供面向终端的能源集成或创新解决方案的新型能源服务方式，包括“综

合能源系统+能源综合服务”两方面：其中综合能源系统是指能源供给侧以多能互补、梯级利用和

综合供应为核心，协调优化电、热、冷、气、水等多种能源的供应、转化、存储、消费，以提高

综合效益的新型区域能源系统；能源综合服务是指通过综合能源系统，对能源需求侧的建设、运

维、管理、销售、金融及技术设备等多类型服务需求实施一体化、集成化提供，推动能源的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利用。 

在国家“双碳”目标牵引下，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已成为推进新一轮“能源革命”的关键着力

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

型能源体系”，有关部门先后发布《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关

于进一步推进电能替代的指导意见》《“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等纲领性文件，引导和推动

电力生产端、消纳端的节能降碳、绿色转型。2023 年，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蓝皮书》，

明确提出要加强电力供应支撑体系、新能源开发利用体系、储能规模化布局应用体系、电力系统

智慧化运行体系等四大体系建设，支持培育壮大综合能源服务商、电储能企业、负荷集成商等新

兴市场主体，大力发展综合能源服务。 

近年来，国内综合能源服务发展迅速，行业基本面持续改善，供给端电力市场化改革推进产

业链价值向下游配售、综合能源服务等环节延伸。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电力上下游企业、社会



资本抓住新电改和经济结构转型新机遇，从不同切入点积极探索综合能源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实

现能源基础设施互联、能源形式互换、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数据互通、能源分配方式互济、能源

与消费商业模式互利。根据国网能源研究院测算，预计 2025年综合能源服务市场规模达到 0.8-1.2

万亿，2035年达到 1.3-1.8万亿。伴随综合能源服务业务快速发展，用户分布式光伏、综合能源

站、能源托管、节能服务等典型业态得到快速发展。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2023年，全国分

布式光伏新增装机 96.27GW，同比增长 88.4%，其中，用户光伏新增装机 43.38GW，同比增长 72.2%，

占我国新增分布式光伏装机的 45.16%，工商业光伏新增装机 52.89GW，同比增长 104.2%；新型储

能新增装机 22.6GW/48.7GWh，总装机规模达到 31.39GW/66.87GWh，较 2022年末增长超过 260%；

至 2023年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达 859.6万台，同比增长 65%；综合能源完成投资额快速增

长，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项目加快推进。（来源：国家能源局） 

（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电力生产、供应 

公司水电总装机容量为 75万千瓦，同时兼具网内非自有电源统调能力，供电区域覆盖重庆市

万州区、涪陵区、黔江区、秀山县、酉阳县、两江新区等地，作为所在地区重要的电力供应主体，

公司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产生活用电提供着重要的电力能源保障，年均供电量占重庆市

年均用电量的 10%左右，在所服务地区拥有重要的市场地位。 

2.综合能源服务 

公司 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特色化拓展综合能源业务，经过三年来

的不断摸索尝试，逐步明晰了“围绕大用户、开发大项目”的特色发展策略，正在聚焦拓展 “能

源站（岛），分布式光伏，能源托管（含节能），源网荷储一体化”四大模式，同时积极布局新型

储能等新业态。目前，公司综合能源业务总体尚处于起步阶段，属于综合能源行业新兴主体，已

完成综合能源业务模式探索、技术积累与初期规模布局。 

（一）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的主营业务为电力生产、供应，综合能源服

务等业务。其中，电力生产、供应属于核心业务。 

（二）经营模式 

1.电力生产、供应 

电力生产的业务模式：公司拥有水电装机 75万千瓦，同时具备火电统调电源，所发电量通过

公司的配电网络销售给重庆万州、涪陵、黔江等供电区域内的电力用户。 

电力供应的业务模式：公司的骨干电网覆盖重庆市多个区县，并与重庆市、贵州省、湖南省、

湖北省等电网联网运行，供电区域划分明确。除销售自发水电外，还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网

内其他电力生产单位购进电力，通过公司配电网络销售给终端用户。 

2.综合能源服务 

公司综合能源业务主要立足用户用能特性和低碳降耗需求，引进“源网荷储”理念、发挥能

源服务专长，投资并运营用户侧分布式能源站（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分布式光伏等）、储能设施，

同时从综合供能、节能改造等入手开展合同能源管理，积极探索用户综合能源创新服务。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电力生产、供应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包括售电量的增加、自有水电站发电量增加、综合

购电成本控制等；公司综合能源服务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包括项目投资收益增加和运营期获取的

相关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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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23,537,179,468.07 21,860,417,031.02 7.67 21,252,056,308.2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163,745,720.05 11,042,464,641.94 1.10 10,924,007,091.92 

营业收入 11,176,830,262.42 11,093,013,982.74 0.76 10,176,798,040.8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15,664,261.87 476,220,000.09 8.28 865,095,096.9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6,473,427.78 437,365,046.28 -32.21 782,416,244.5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66,552,378.98 854,598,769.83 48.20 1,314,856,796.7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4.62 4.32 
增加0.3个百

分点 
8.2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25 8.00 0.4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25 8.00 0.4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943,993,623.55 2,744,728,042.65 2,702,220,356.28 2,785,888,23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8,401,837.35 69,701,157.98 306,118,904.35 178,246,03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69,901,658.86 51,428,679.82 274,397,669.45 40,548,73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4,064,864.24 155,980,013.18 825,614,207.12 749,023,0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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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9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14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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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10,117,089 272,589,534 14.26 0 无 0 

国有

法人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0 153,648,628 8.04 0 无 0 

国有

法人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0 121,108,331 6.33 0 无 0 

国有

法人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0 111,000,453 5.81 0 无 0 

国有

法人 

重庆发展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110,000,000 110,000,000 5.75 0 无 0 

国有

法人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

中心 
0 98,208,000 5.14 0 无 0 国家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

组合 
3,000,049 50,000,000 2.61 0 无 0 其他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0 47,977,679 2.51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0 45,730,551 2.39 0 无 0 

国有

法人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13,180,000 43,177,556 2.26 0 质押 29,188,5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三峡电能有限公司同受

三峡集团控制。（2）水利部综合事业局负责对水利部综合

开发管理中心的管理；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水利

部综合事业局全资子公司。（3）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未获悉其他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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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重庆三峡水利

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22 重庆水电

MTN001 
102280145 2027-01-19 1,000,000,000 3.2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22重庆水电 MTN001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 2022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4年付息的公告》（临 2024-0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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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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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77亿元，比上年同期 110.93亿元上升 0.76%；营业成本 100.29

亿元，比上年同期 99.28亿元上升 1.02%；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35.37亿元，比

年初上升 7.67%；总负债 121.14亿元，比年初上升 14.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64

亿元，比年初上升 1.10%。资产负债率 51.47%，同比上升 3.15个百分点。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16亿元，同比上升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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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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