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高压项目建设提速 产业链公司持续受益

本报记者 何昱璞

近期，特高压、电网设备等相关概念股2023年业绩陆续揭晓，行业龙头上市公司利润同比大幅增长，特高压行业发展呈现向好态势。

近年来，国家电网一直把特高压工程建设作为工作重点。 “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建设特高压工程“24交14直” ，涉及线路3万余公里，变电换流容量3.4亿千伏安，总投资3800亿元。 在政策引领下，特高压项目建设将显著提速，产业链上市公司将持续受益。

上市公司业绩亮眼

近日，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三家特高压概念龙头企业中国西电、许继电气、平高电气集中披露2023年业绩报告。 2023年，中国西电实现营业收入210.5亿元，归母净利润为8.85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为6.4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2.2%、43.0%、148.8%。 其中，第四季度净利润为3.64亿元，同比增幅超150%。 许继电气2023年营业收入约为170.61亿元，同比增长13.51%；归母净利润约为10.05亿元，同比增长28.03%。 平高电气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10.77亿元，同比增长19.44%；实现归母净利润8.16亿

元，同比增长284.47%；实现扣非净利润8.07亿元，同比增长303.54%。

相关产业链公司业绩大幅增长与电网投资加大密不可分。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电网工程完成投资5275亿元，同比增长5.4%，回暖情况明显，其中特高压成为热门投资领域。

国家电网在今年年初的工作会议上表示，要以服务“双碳” 目标为战略引领，推动数智化坚强电网建设。 全面推进重点工作，大力提升配电网韧性，积极服务分布式光伏发展，深化碳管理体系建设，强化数字化智能化支撑。 2024年将继续加大数智化坚强电网建设，预计电网建设投资总规模将超5000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数智化坚强电网是以特高压和超高压为骨干网架，以各级电网为有力支撑，以“大云物移智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为驱动，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路径，数智赋能赋效、电力算力融合、主配协调发展、结构坚强可靠，气候弹性强、安全韧性强、调节柔性强、保障能力强的新型电网。

数据显示，2023年国家电网经营区域风光新能源并网容量超8亿千瓦时，利用率保持在97%以上。 开工青海哇让等10座、投产河南天池等7座抽水蓄能电站，规模创历史新高。 一批重点工程加快建设，电网资源配置能力持续提升。

促进新能源消纳

随着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加速，新能源消纳问题愈发突出 ，跨地域电力输送需求增加。 在推动打造数智化坚强电网的背景下，特高压及电力系统建设成为电网投资的重点方向。

特高压是指电压等级在交流1000千伏、直流±80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技术。 特高压技术允许跨区域进行电力输送，起到平衡各地区电力生产与负荷分布、促进新能源消纳的作用。 数据显示，国家电网已经建成33条特高压交直流线路。

特高压是能源跨区域输送的有力保障，是坚强智能电网的重要骨架。 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成熟，商业应用世界领先。 我国将建设以大型风光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2023年6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提出，将以2030年、2045年、2060年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时间节点，制定新型电力系统“三步走”发展路径，即加速转型期（当前至2030年）、总体形成期（2030年至2045年）、巩固完善期（2045年至2060年），有计划、分步骤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业内人士表示，受清洁能源外送迫切需求、省间电力互济需求以及逆周期调节需求三重因素驱动，预计2024年有望迎来新一轮特高压项目核准高峰，2024年有望核准并开工“四直两交” ，特高压投资金额在90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60%。

产业链迎发展机遇

特高压工程投资大，产业附加值高，涉及行业众多。 特高压上游包括换流阀、变压器、电容器等电源控制端产业；中游包括直流特高压和交流特高压传输线路与设备；下游主要为输配电环节的设备。 业内人士预计，2024年电网数字化投入或保持增长，营销2.0、PMS3.0等系统将稳步落地。

许继电气透露，目前公司特高压大项目在手订单包括哈密-重庆等直流线路的部分换流阀，宁夏-湖南等线路部分直流测量装置，以及部分换流站项目，在手订单合计超过16亿元。

国信证券研报显示，2023年许继电气特高压直流订单表现良好，预计2024年-2025年将进入交付高峰。 2024年，特高压柔性直流项目招标有望启动，换流阀需求预计将大幅提升。

特高压设备综合供应商中国西电表示，2023年公司助力福州-厦门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等多个特高压项目顺利投运；同时，公司国际业务取得重大突破，项目数量持续增长。

作为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重要设备换流阀用核心器件的主要供应商，派瑞股份表示，公司一方面积极参与2024年相关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投标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关注特高压“出海”业务，全力争取参与海外工程。

特高压设备龙头平高电气主要提供1000kV� GIS组合电器、避雷器等核心设备。 2023年，公司中标川渝联网、宁夏-湖南、哈密-重庆等特高压交直流项目，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44.20%。 公司表示，2024年公司将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强化创新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夯实管理基础，防范化解风险，全力推动产品、服务、技术、质量、品牌提升突破，2024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20亿元至1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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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成本下降 发电量攀升

电力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全面预喜

● 本报记者 刘杨

截至4月15日收盘，Wind数

据显示，A股申万二级电力板块共

有9家上市公司披露一季度业绩

预告。 受益于燃煤电价低于预期，

电价电量同比上升，今年一季度，

除闽东电力外，其余8家电力上市

公司业绩全面预喜（5家预增、3家

扭亏）。

同时， 多家电力企业一季度发

电数据显示，火电、新能源、核电机

组发电量同比普遍攀升。 业内人士

表示， 容量电价与辅助服务市场化

定价等政策连续出台， 后续燃料成

本和财务费用还有下降空间， 火电

综合盈利能力将稳中有升， 电力行

业景气度将持续提升。

多因素推动业绩增长

江苏国信预计， 一季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亿元，

同比增长202.87%。 业绩增长主要

是受煤炭价格下降及电量增长共同

影响。 同时，公司加强燃料管理，争

取辅助服务收益，持续降本增效，盈

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湖北能源预计一季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1亿元

至9.2亿元， 同比增长128.55%至

196.15%。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

湖北能源称， 水电发电量增加，水

电业务利润增加；火电装机容量增

加，上网电量增加，且燃煤价格走

低，燃料成本减少，火电业务利润

同比增长。

2024年1至3月，公司累计完成

发电量108.33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1.87%。 其中，水电发电量同比增

长176.10%， 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12.50%， 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31.89%，水电发电量增长明显。

在发电量、 供热量增加以及

电煤市场价格回落的共同作用

下， 建投能源火电主业经营情况

好于上年同期，实现扭亏。 预计一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2.51亿元，上年同期亏损1.41

亿元。

甘肃能源预计， 一季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00万

元至 5500万元， 上年同期亏损

4255.82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发电

量增加，发电收入增加；公司所属电

站发电量14.22亿千瓦时，上年同期

发电量11.16亿千瓦时。

此外， 闽东电力预计一季报

亏损1700万元至2300万元。 公司

表示，2023年度公司业绩主要依

托房地产收入确认， 目前公司房

地产业务属于存量销售， 且已基

本销售完毕， 未来将聚焦电力主

业发展。

电力市场需求向好

从发电量看，火电、新能源及核

电机组发电量均同比攀升。

根据龙源电力公告， 截至今年

3月31日， 公司2024年以来累计完

成发电量 2122.52万兆瓦时，较

2023年同期增长8.27%。其中，风电

发电量增长1.37%， 火电发电量增

长11.30%，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增长233.33%。

三峡能源一季度总发电量达

177.35 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增 长

28.69%。 其中， 风电完成发电量

120.2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增长

16.33%； 太阳能完成发电量55.2亿

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增长64.87%；

水电完成发电量0.97亿千瓦时，较

上年同期增长14.12%；独立储能完

成发电量0.98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

期增长553.33%。

此外， 中国广核一季度由集团

运营管理的核电机组总发电量约为

550.80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上升

0.39%； 总上网电量约为518.14亿

千瓦时，较上年同期上升1.83%。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

院长林伯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一季度电力公司整体

盈利良好，一是电量增长，电力市场

需求稳步增长；二是燃煤价格下跌，

发电成本下降； 此外， 企业控制成

本，提升发电效率。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 今年1

月至2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1531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工业生产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新质生产力加

快培育，新动能产品增长较快，带动

相关行业用电量较快增长。

“11%的增长速度显示出我国

经济运行蓬勃向上的态势。 ” 林伯

强称。

新能源布局成效凸显

4月15日， 申万宏源最新研报

显示， 容量电价与辅助服务市场化

定价等政策连续出台， 燃料成本和

财务费用还有下降空间， 火电综合

盈利能力将长期稳中有升。

近年来， 我国在电价改革领域

动作频频， 进一步明确了对煤电的

重新定位， 压实了煤电在电力系统

“压舱石”的角色，煤电成本下降对

于发电企业来说构成直接利好。

申万宏源认为， 考虑到低基数

效应，看好火电盈利能力大幅反弹，

煤电成本下降使得国电电力、 华能

国际、 国投电力等电力企业的经营

状况显著改善。

此外， 随着我国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加快， 新能源发电占比不断上

升。 新能源机组发电量攀升也提振

了相关上市公司业绩表现。

粤电力A预计，一季度实现盈

利1.1亿元至1.4亿元， 同比增长

24.39%至58.32%。 公司表示，一

季度公司提高机组负荷率， 叠加

新机组投产影响， 上网电量同比

增加。 同时，燃料价格回落使火电

业务发电边际贡献扩大。 此外，新

能源布局成效凸显， 新能源装机

规模不断扩大， 对公司业绩作出

稳定贡献。

湖北能源加速新能源转型。 按

照公司规划，2023年至2025年年

均新增装机 2.08GW，2021年至

2025年新能源装机年均复合增速

可达45.3%。

多款低空经济领域

黑科技产品亮相消博会

●本报记者 傅苏颖 王舒嫄

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无人机……4月15日，在

第四届消博会上， 多家企业携带的低空经济领域黑

科技产品颇为吸睛。业内人士认为，低空经济在推动

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区域经济发展和提升应急保障能力等方面意义重

大，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新动能。作为一

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在政策的推动下，未来市场空间

广阔，到2035年我国低空经济产业规模预计将达到

6万亿元。

多种飞行器齐聚消博会

“我们带来旗舰产品参加这次消博会 ，

EH216-S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 （电动垂直起降航

空器）刚刚获得适航三证（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

证、标准适航证）。 ” 亿航智能副总裁贺天星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未来乘坐亿航无人驾驶航空器的

消费者， 不需要任何驾驶技术， 也不需要考任何驾

照， 只需预约‘空中的士’ ， 一键下达指令就可以

‘自由飞行’ 。 ”

在此次消博会上，大疆科技设立了“消费级

无人机” 和“行业级无人机” 两个展位，带来了无

人机DJI� Avata2、DJI飞行眼镜3及DJI穿越摇杆

3等多个新品。“Avata2搭配眼镜和摇杆，可以享

受沉浸式的操作，实时看到飞行画面。 该产品操

控感很好，新手可以轻松上手。 ” 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

大疆飞机2摆放在大疆行业级展台“C位” 。“该

款产品主要进行无人值守作业， 支持高精度测绘及

安防、巡检作业。 ” 大疆工作人员介绍。

作为首创便携式照明无人机公司， 浙江极客桥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此次携新品参展。 公司相关

人士介绍， 公司此次参展了消费级和工业级三款照

明无人机，相对此前的产品更加便携。“传统的照明

设备以高杆灯或者车载照明为主， 其便携性和移动

性不强。 公司的系列无人机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应急

救援、消防、城市管理、建筑、交通、旅游、文化休闲等

领域，为数字化赋能各行业提供强力支撑。 目前，公

司产品已销往全国各省市及中东、欧洲、非洲、东南

亚等海外市场。 ”

政策支持低空经济发展

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 低空经济可以辐射

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 具有产业链条长、 辐射面

广、成长性和带动性强等特点。 其中，无人机产业是

低空经济的主导产业。

政策支持低空经济发展，多地规划密集出台。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超20个省份已将低空经济

纳入政府工作议程，在建设通航机场、组建发展通航

机队以及低空飞行器制造产业链等方面进行布局。

贺天星表示，低空经济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希

望通过亿航智能的技术、 产品以及不断完善的地面

基础设施， 早日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低空域

的出行方式，随时一键“打飞的” 。

据悉， 亿航智能的订单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以

及旅游景区、城市交通的运营商，目前暂时不适合C

端销售，因为涉及一系列航空管制和航空安全管理。

“我们已经收到上千架的订单， 未来争取把

成本降到最低。 ” 亿航智能联席首席运营官王钊

说，“现在的通行价格已非常亲民，比滴滴专车贵

一些。 ”

“随着政策的相继发布， 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

会更加规范，正规的培训机构将不断增多，将有助于

无人机的使用更加规范化。 ” 大疆工作人员介绍。

探索商业化应用

政策持续发力，企业相继涌入，低空经济发展迎

来一系列利好。中泰证券表示，随着政策引导及技术

迭代，低空经济将迎来发展良机，预计低空经济产业

规模到2035年将达到6万亿元。

从产业链角度看， 低空经济主要涉及低空飞行

器制造、低空运营服务、低空基础设施与配套保障等

方向。

业内人士认为， 当前已进行商业化探索的应用

领域包括物流、农业、旅游等。 随着空域管理与技术

发展完善，下游场景有望向生产作业、公共服务、航

空消费三大方向持续拓宽，商业模式将趋于成熟。

针对该领域的投资机会，华创证券认为，持续看

好低空经济重大产业趋势及主线投资机会。 运营层

应用场景的繁荣是全链条繁荣的关键， 而基础配套

的完善是制造、运营的保障。 对于低空经济发展，打

造领先的低空管理和安全体系是重中之重。 建议关

注基础配套综合保障领域的相关企业， 尤其是低空

空管、监视与信息技术安全领域的企业。

海通证券认为， 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是最先受益

的板块。当前，低空基础设施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设

备制造商的步伐， 未来将成为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对于低空制造领域，在政策和技术创新双重驱

动下，农林植保、物流、电力巡检等无人机制造领域

将受益；在认证进程加速和商业化运营推进下，空中

出租车、空中旅游观光、急救医疗等应用领域的电动

垂直起降航空器制造商， 以及相关子系统供应商将

受益。

产业链迎发展机遇

特高压工程投资大，产业附加值高，涉及

行业众多。 特高压上游包括换流阀、变压器、

电容器等电源控制端产业； 中游包括直流特

高压和交流特高压传输线路与设备； 下游主

要为输配电环节的设备。 业内人士预计，

2024年电网数字化投入或保持增长， 营销

2.0、PMS3.0等系统将稳步落地。

许继电气透露，目前公司特高压大项目在

手订单包括哈密-重庆等直流线路的部分换流

阀，宁夏-湖南等线路部分直流测量装置，以及

部分换流站项目，在手订单合计超过16亿元。

国信证券研报显示，2023年许继电气特

高压直流订单表现良好， 预计2024年-2025

年将进入交付高峰。 2024年，特高压柔性直

流项目招标有望启动， 换流阀需求预计将大

幅提升。

特高压设备综合供应商中国西电表示，

2023年公司助力福州-厦门1000千伏特高

压交流工程等多个特高压项目顺利投运；同

时，公司国际业务取得重大突破，项目数量持

续增长。

作为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重要设备换流

阀用核心器件的主要供应商，派瑞股份表示，

公司一方面积极参与2024年相关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的投标工作， 另一方面积极关注特

高压“出海”业务，全力争取参与海外工程。

特高压设备龙头平高电气主要提供

1000kV� GIS组合电器、避雷器等核心设备。

2023年，公司中标川渝联网、宁夏-湖南、哈

密-重庆等特高压交直流项目， 新签合同额

同比增长44.20%。 公司表示，2024年公司将

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强化创新引领，全

面深化改革，夯实管理基础，防范化解风险，

全力推动产品、服务、技术、质量、品牌提升突

破，2024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20亿元至130

亿元。

特高压项目建设提速 产业链公司持续受益

近期，特高压、电网设备等相关概念股2023年业绩陆续揭晓，行业龙

头上市公司利润同比大幅增长，特高压行业发展呈现向好态势。

近年来，国家电网一直把特高压工程建设作为工作重点。 “十四五”

期间，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建设特高压工程“24交14直” ，涉及线路3万余

公里，变电换流容量3.4亿千伏安，总投资3800亿元。 在政策引领下，特高

压项目建设将显著提速，产业链上市公司将持续受益。

● 本报记者 何昱璞

上市公司业绩亮眼

近日，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三家特高压概念龙头企业中国西电、 许继电

气、 平高电气集中披露2023年业绩报告。

2023年， 中国西电实现营业收入210.5亿元，

归母净利润为8.85亿元，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6.41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12.2% 、43.0% 、

148.8%。 其中，第四季度净利润为3.64亿元，

同比增幅超150%。 许继电气2023年营业收

入约为170.61亿元，同比增长13.51%；归母

净利润约为10.05亿元，同比增长28.03%。 平

高电气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10.77亿元，同

比增长19.44%； 实现归母净利润8.16亿元，

同比增长284.47%； 实现扣非净利润8.07亿

元，同比增长303.54%。

相关产业链公司业绩大幅增长与电网投

资加大密不可分。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

据，2023年电网工程完成投资5275亿元，同

比增长5.4%，回暖情况明显，其中特高压成

为热门投资领域。

国家电网在今年年初的工作会议上表

示，要以服务“双碳” 目标为战略引领，推动

数智化坚强电网建设。 全面推进重点工作，

大力提升配电网韧性，积极服务分布式光伏

发展，深化碳管理体系建设，强化数字化智

能化支撑。2024年将继续加大数智化坚强电

网建设，预计电网建设投资总规模将超5000

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数智化坚强电

网是以特高压和超高压为骨干网架， 以各级

电网为有力支撑，以“大云物移智链” 等现代

信息技术为驱动， 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

路径，数智赋能赋效、电力算力融合、主配协

调发展、结构坚强可靠，气候弹性强、安全韧

性强、调节柔性强、保障能力强的新型电网。

数据显示，2023年国家电网经营区域风

光新能源并网容量超8亿千瓦时， 利用率保

持在97%以上。 开工青海哇让等10座、投产

河南天池等7座抽水蓄能电站， 规模创历史

新高。一批重点工程加快建设，电网资源配置

能力持续提升。

促进新能源消纳

随着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加速，新能源消

纳问题愈发突出， 跨地域电力输送需求增

加。 在推动打造数智化坚强电网的背景下，

特高压及电力系统建设成为电网投资的重

点方向。

特高压是指电压等级在交流1000千伏、

直流±80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技术。 特高压

技术允许跨区域进行电力输送， 起到平衡各

地区电力生产与负荷分布、 促进新能源消纳

的作用。 数据显示，国家电网已经建成33条

特高压交直流线路。

特高压是能源跨区域输送的有力保障，

是坚强智能电网的重要骨架。 我国特高压输

电技术成熟，商业应用世界领先。我国将建设

以大型风光基地为基础、 以其周边清洁高效

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 以稳定安全可靠的

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

体系。

2023年6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新型电

力系统发展蓝皮书》 提出， 将以2030年、

2045年、2060年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

时间节点，制定新型电力系统“三步走”发展

路径，即加速转型期（当前至2030年）、总体

形成期 （2030年至2045年）、 巩固完善期

（2045年至2060年），有计划、分步骤推进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

业内人士表示， 受清洁能源外送迫切需

求、 省间电力互济需求以及逆周期调节需求

三重因素驱动，预计2024年有望迎来新一轮

特高压项目核准高峰，2024年有望核准并开

工“四直两交” ，特高压投资金额在900亿元

以上，同比增长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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