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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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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何福俊 工作原因 谢俊 

独立董事 姚毅 工作原因 汪曦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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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3-63801161 023-6380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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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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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9,441,637,589.34 5,141,891,266.77 27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819,449,431.74 3,056,203,685.29 221.3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6,589,583.64 68,230,401.71 -2.40 

营业收入 1,060,362,024.12 531,104,422.14 9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4,191,313.80 110,129,615.69 8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8,185,220.18 61,868,243.35 123.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92 3.81 增加1.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11 6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 0.11 63.64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了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联合能源”）控股权及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电力”）100%股权，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增加，导致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有不同程度增长。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3,475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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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1.79 225,375,604 65,712,202 无 0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9.82 187,771,797 187,771,797 无 0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8.04 153,648,628 153,648,628 无 0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33 121,108,331 121,108,331 无 0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5.81 111,000,453 0 无 0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国家 5.14 98,208,000 0 无 0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4.27 81,598,199 81,598,199 无 0 

重庆长兴水利水电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78 53,183,937 53,183,937 无 0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76 52,835,051 52,835,051 无 0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1 47,977,679 47,977,679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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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长江电力）

与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资本）同

受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控制。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长电资本）系长江电力全资子公司。 

（2）水利部综合事业局负责对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综管中心）的管理；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新华控股）为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全资子公司；

综管中心、新华控股为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水务）股东，综管中心与中国水务为一致行动人。 

（3）综管中心及其关联单位与长江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

（湖北）同系水利部直属企事业单位。（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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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注：公司股东嘉兴宝亨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质押合同》，其将所持有的公司

81,598,199 股股份进行了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 4.27%。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临 2020-046 号）。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了联合能源控股权和长

兴电力 100%股权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近 5 亿元，公司资产规模、经营区域和盈利能力

等方面实现了成倍增长。 

上半年，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市场变化，全力完成抗击疫情的电力保障

工作；充分利用流域来水，科学组织、精心调度，发电量水平显著提升；深入电力用户，不断加

大市场开拓力度，实现售电量的较大增长；强化管理、降本增效，较好完成了 2020 年上半年的各

项任务目标。 



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 1-6 月，公司自有水电站发电量为 12.39 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 9.51 亿千瓦时上升

30.27%；上网电量为 12.26 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 9.39 亿千瓦时上升 30.54%；完成售电量 52.33

亿千瓦时，比上年同期 45.57 亿千瓦时上升 14.84%； 

按照重组完成后的合并口径计算（包含标的公司联合能源、长兴电力 6 月的经营成果及截至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2020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0 亿元，比上年同期 5.31 亿元增长

99.65%；营业成本 7.90 亿元，比上年同期 4.09 亿元上升 92.95%；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总

资产 194.42 亿元，比年初增长 278.10%；总负债 93.50 亿元，比年初增长 334.08%；资产负债率

48.09%；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98.19 亿元，比年初增长 221.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4 亿元，同比增长 85.41%。 

（一）营业利润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24,054 万元，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 

1、实现电力业务利润 12,609 万元，占营业利润的 52.42%。 

2、实现电力勘察设计安装业务利润 2,010 万元，占营业利润的 8.36%。 

3、实现锰矿开采及电解锰生产加工、销售业务利润 359 万元，占营业利润的 1.49%。 

4、实现其他收益 4,230 万元，占营业利润的 17.59%，主要系报告期将递延收益的政府补助转

入当期收益。 

5、实现投资收益 1,553 万元，占营业利润的 6.46%。其中报告期确认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收益 840 万元，重庆公用站台设施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收益 222 万元，湖北

咸丰朝阳寺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收益 266 万元。 

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09 万元，占营业利润的 6.27%。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乌江电

力有限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投资取得收益。 

7、资产处置收益 2,200 万元，占营业利润的 9.15%。主要系报告期电网资产拆迁补偿收益。 

（二）报告期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推进管理、业务和文化融合 

报告期内，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完成了重组标的资产的交割

和股份发行工作，公司业务区域、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根据上市公司的规范治理

要求，为满足重组后公司业务拓展和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迅速修订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20 余项内控制度和覆盖全公司的分级授权

决策机制，内控体系进一步完善，从制度层面加快推进公司的管理融合，也为公司接下来的发展

及时提供制度支撑。 

同时，为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优势，突破固有的选人用人机制，公司新制定了《总经

理工作细则》、《职业经理人管理制度》等制度，首次采用市场化选聘方式公开招聘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和集团总部管理人员，开辟了全新的选聘用人通道，得到公司内部员工和社会优秀人才的积

极响应，极大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公司各部门、各分子公司员工之间得以在短时间内集中交

流、集中展示，进一步促进了公司文化的融合。 

公司还集中力量对各分子公司进行大规模调研，在充分了解各单位优势与诉求的基础上，大

力促进分子公司业务上的互补与互通，加强业务协同与合作，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效应

和协同优势，电力市场的议价能力及融资能力增强，业务效率和盈利水平提升。 

2、夯实主业，全面提质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电力业务各个板块结合自身特点，全力开展提质增效工作。 

电源组织方面，公司抓住自有电站流域来水较好机遇，精心组织，科学调度，充分发挥各流

域水库调节能力，自发电量同比大幅增加 30.27%，降低综合供电成本；优化电网电力电量平衡方

案，积极与国网和南网衔接，加强调度联络，保障电力供应；积极跟进“三峡电”入渝事项，预



计今年下半年落地，随着“三峡电”入渝的逐步落实，公司的电源结构更加丰富，综合购电成本

将进一步降低。 

电力销售方面，公司继续优化电力服务，大力维护和拓展用户，在疫情导致的不利局面下，

上半年完成售电量 52.3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84%，依然实现售电量的较大增长。电力工程方

面，公司大胆探索创新业务模式，通过业务融合充分整合集团内部资源，进一步拓展了电力设计、

安装、运维和增值服务等业务领域，目前，公司已开展对控股股东长江电力电力设备、设施的运

维检修业务。 

3、践行战略，加速业务拓展 

报告期内，三峡集团组织人员深入公司调研，按照三峡集团“两端延伸”发展的重要战略布

局，积极落实《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支持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

来发展的有关意见》，为支持公司重组后的发展及业绩可实现、可持续增长，帮助公司制定未来发

展战略规划，精心筹划并大力推动各项具体措施。 

公司围绕三峡集团对公司“唯一的以配售电为主业的上市平台”的战略定位以及公司“打造

国内一流综合能源上市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积极与三峡集团开展战略和业务对接，结合当前

业务的实际开展情况以及对未来电力业务的拓展预期，全面启动公司未来五年战略发展规划的编

制工作。 

公司一方面继续稳步推进现有重点工程和存量业务，确保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等重点项目

按计划安全开展，为公司业务拓展提供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拓展业务范

围和区域范围：一是为打破现有售电区域限制，拟在上海市投资 20,500 万元成立售电公司，利用

电源组织优势、团队优势和管理优势等直接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售电业务，建立公司在全国范围

开展综合能源服务的桥头堡，同时继续对增量配电网进行深入调研论证，争取在新增配电网络建

设和电力用户方面取得突破，实现公司电力业务区域的横向拓展。二是创新业务模式，从产业链

前端成立供应链公司，为公司网内电力生产企业提供煤炭，扩大收入来源和电力来源、降低购电

成本；在产业链后端主动扶持电力用户，提供电力运维检修等增值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与忠诚

度，巩固用户市场；成立独立的运维检修公司，集中优势资源积极对外拓展市场化运维检修业务，

从而实现公司电力业务产业链的纵向拓展。 

4、抗击疫情，安全可靠供电 

面对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一方面严格按照各级主管部门要求，落实疫情防

控工作，确保内部正常生产和管理秩序；另一方面，公司快速反应，制定了疫情防控保电方案和

应急预案，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严格落实医院等重点单位驻点保电、特巡特护、远程监控等各项

措施，圆满完成了所在供区抗击疫情的电力保障任务，有力支持了所在地区的抗疫保障工作，确

保了疫情期间的安全、可靠供电。 

 

（三）下半年重点工作 

根据董事会拟订的 2020 年度经营计划，公司下半年拟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强化内部挖潜增效。加强预算执行控制和分析，进一步压缩成本开支，节约当期成本费

用；强化集团资金集中统一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在满足集团资金周转并降低集团资金余额的同

时，加强财务投融资管理；发挥规模优势和集团整体信用优势，进一步加强融资管理，降低公司

综合融资成本。 

二是多渠道降低综合供电成本。在安全渡汛前提下，优化各流域水库联合调度和梯级电站开

机组合，提高水能利用，增加自有水电上网电量；加强网内电源调度管理，提高网内电源利用小

时数，多发电、多上网，降低综合购电成本；统筹各区域电网协同，跨省跨区向外部电厂购电，

向电网、电厂争取更优惠的增供扩销政策；及时跟进“三峡电”入渝工作，协调地方政府争取更

多电量进入网内消纳。 

三是大力拓展配售电及综合能源业务。做好网内售电业务和用户服务工作的同时，突破现有



供区限制，大力发展市场化售电业务，深度参与市场化售电。深耕存量电力市场，调研分析用户

用能需求，努力开拓分布式能源、清洁能源等综合能源服务。加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联系对接，

紧跟客户需要，创新服务模式，推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积极引导优质项目落户供区。密切关注

客户市场，建立同用户间共促发展的灵活电价机制，壮大网内成长型客户市场，增加售电量。提

升电力整体经营效益。 

四是全力推动三峡集团支持意见落地。围绕“打造国内一流综合能源上市公司”的战略目标，

依托产业链专业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主动对接三峡集团、长江电力，推动三峡集团关于支

持公司发展的相关意见落地，争取承接更多的水电运维检修、长江大保护涉电项目等，提高劳动

生产率，增加营收，提升业绩。 

五是抓好锰产业经营管理。进一步加强对李家湾矿山和锰业加工厂的生产管控，推进深部采

矿工程建设和采矿权扩界工作，为后续稳产增产达产创造条件。加大工艺技术研发力度，争取在

锰矿磁选、锰渣利用、工艺优化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加大沟通及谈判力度，解决贵州锰业用电

价格过高问题。巩固拓展优质客户，畅通产品销售渠道。科学分析研判电解锰产品行情走势，适

时调整销售策略，精准实施市场购销波段操作，努力实现营销增效，促进锰业板块整体改善经营

状况。 

六是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管理。结合公司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实际，进一步加强项目安全、进度、

质量管控，促进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建成并投运京东方二期 220 千伏变电站工程；完成 2015-2018

年农网项目整体验收；抓紧推进 2020 年农网项目、三峡后续项目、集控改造工程建设；争取落实

农网结余资金投资计划和三峡后续项目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

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按照要求，公司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日披

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20-060号）。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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