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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陈述
本简报或包含前瞻性陈述，该等陈述乃建基于有关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 (「本公

司」或「光大绿色环保」)业务的大量假设及不受本公司控制的因素，并受到重大风险

及不明朗因素的影响，因此实际业绩或与该等前瞻性陈述出现重大偏差。本公司概不承

担就日后发生的事件或情况而更新该等陈述的责任。本简报包含的资料应以简报作出时

候为准，本公司未曾作出更新及将不会更新该等资料以反映本简报日后或发生的重大发

展。本简报的投影片只供支持有关本公司背景资料作出讨论。本公司不会明示或暗示陈

述或保证本简报包含的任何资料或意见是公平、准确、完整或正确，因此不应依赖该等

资料或意见。收件人在作出判断时不应以该等资料或意见为基础，本简报包含的资料和

意见或基于或取自本公司管理层的判断及意见，因此该等资料不可能经常获得核实或确

认。本公司或本公司的财务顾问、或任何有关董事、高级职员、雇员、代理人或顾问概

不会就内容承担责任，或因使用本简报的资料或本简报而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本

简报并无考虑任何投资者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特别需要，因此不构成招揽或邀约购

买或出售任何证券或相关金融工具，亦不会作为任何合约或承诺的基准或依据。本简报

不得抄袭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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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权益股东应占权益 EBITDA

5

单位：港币千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光大绿色环保

签约环保项目

136个

投资总额

327

42个

环境修复项目

11.6
服务合同总金额

(人民币亿元 )

(人民币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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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02



百万港元 2021年 2020年 变动

收益 8,447 9,835 -14%

毛利 2,346 3,012 - 22%

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
销前盈利 (EBITDA)

2,838 3,065 -7%

股东应占盈利 1,110 1,503 -26%

每股基本盈利 (港仙) 53.74 72.72 -26%

每股全年股息 (港仙) 11.00 15.00 -27%

财务分析

2021年收益录得港币84.47亿元, 由于建造服务收益下跌61%，致总收益较去年港币98.35亿元下降14%,年内投运项目的
数量均较去年大幅增加, 运营服务收益同比上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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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应占盈利减少主要受国策及行业变化影响，公司主动调整发展战略致建造服务收益减少，亦受到生物质原材料价
格上涨和危废处置单价下跌影响，但若撇除发行ABN所产生的一次性权利维持费约港币9,473万元，股东应占盈利同比
下跌约20%；

2021年年末股息每股4港仙，全年派息率约20.5%（2020年:20.6%)。

受惠运营项目增长带动，生物质综合利用上网电量、生活垃圾处理量、蒸汽供应量以及危固废处理量均录得持续上升，
运营服务收益由2020年的港币50.99亿元增长25%至2021年的港币63.51亿元；

股东应占盈利下跌幅度比EBITDA大主要由于财务费用增加36%，若撇除发行ABN所产生的一次性权利维持费的影响，财
务费用增幅19%，与总借贷增幅相若；

毛利同比降22%，主要是生物质原材料成本上升及固废处置单价下降所致；



百万港元 于31/12/2021 于31/12/2020 变动

总资产 40,540 35,265 +15%

总负债 26,394 22,398 +18%

股东权益 13,761 12,524 +10%

流动比率(%) 137.5 156.2 -18.70ppt

资产负债比率
(总负债/总资产) (%)

65.11 63.51 +1.60ppt

于2021年12月底，总资产及股东权益较去年底分别上升15%及10%; 资产负债比率及流
动比率分别为65.11%及137.5%，均处于稳健的水平; 

年内成功发行首笔人民币5.89亿元以国补应收账款为基础的资产支持票据（ABN），并
通过循环购买的方式续购人民币1.93亿元ABN，有效盘活国补应收账款及实现出表，增
强经营现金流，有效控制资产负债比率，较去年底微升1.6ppt，余下未发行之注册金额
为人民币14.11亿元会根据市场情况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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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港元 于31/12/2021 于31/12/2020 变动

短期贷款 4,493 22% 2,315 14% 94%

长期贷款 16,058 78% 14,619 86% 10%

贷款合计 20,551 16,934 21%

未使用银行贷款额度 7,907 7,592 4%

贷款额度总计 28,458 24,526 16%

未使用银行贷款额度 7,907 7,592 4%

现金及银行结余 2,644 2,727 -3%

可动用现金及未使用银行
贷款额度

10,551 10,319 2%

截至2021年12月31
日止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止

有效利率 3.41% 3.85% -0.44ppt

截至2021年底，总贷款金额约港币205.5亿元，较去年底升21%，其中长期贷款占比78%。另外，
可动用现金及未使用银行贷款额度共约港币105.5亿元，继续维持充裕现金水平；

持续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通过发行熊猫债中期票据及ABN，以及优化境内外融资比例，进一步降
低融资成本至3.41%，较去年同期3.85%下降0.44ppt。 10

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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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服务收益：由于年内可确认在建收益的项目数量为15个,较去年减少3个,及本年在建项目规模较去年小,在建收益同比下跌61%；
生物质综合利用运营服务收益 ：上网电量60.2亿千瓦时、生活垃圾进厂量292万吨及蒸汽供应量215万吨，分别同比上升12%、29%及60%，

运营服务收益同比上升25%；
危废及固废处置运营服务收益 ：危废及固废处理量26.87万吨同比增加48%，但市场竞争激烈致固废填埋及危废焚烧处理单价分别下跌28%及

15%；
光伏发电及风电运营服务收益 ：上网电量2.8亿千瓦时，同比上升10%；
运营服务收益： 占2021年总收入75%,超越非现金流带动的建造服务收益。

按经营活动收益分析
收益占比 2021年 2020年

建造服务收益 21% 45%

运营服务收益 75% 52%

财务收入 4% 3%

收益 100% 100%

运营数据 2021年 2020年
万(度/吨) 万(度/吨)

生物质上网电量 602,714 536,572

光伏及风电上网电量 28,298 25,778

售汽量 215 134

垃圾进厂量 292 227

危废及固废进厂量 26.87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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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千元)

建造服务收益 运营服务收益
财务收入

4,182,317

(82%)

5,098,641

359,434

3,869,337

(87%)

7,086

(2%)

593,292

(13%)

4,462,629

859,786

(50%)

167,656

(3%)

5,502,601

(80%)

6,350,948

266,740

(97%)

274,106

7,366

(3%)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生物质综合利用

危废及固废处置

光伏发电及风电

环境修复

557,647

(11%)

1,736,617

876,831

(50%)

774,542

(12%)

318,320

(5%)191,021

(4%)

205,485

(3%)

352,34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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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8,394 

1,158,305 

167,656 
191,021 

6,264,735 

1,658,459 

318,320 

205,485 

2020年 2021年

四大业务板块收益分析

收益：
2021年：约港币84.47亿元（同比减少14%）
2020年：约港币98.35亿元

单位：港币千元

生物质综合利用
危废及固废处置

光伏发电及风电
环境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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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7,204 

419,733 

39,233 181,365 

2,060,530 

686,664 

42,182 
189,181 

2020年 2021年
生物质综合利用

环境修复
光伏发电及风电

四大业务板块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盈利分析

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2021年：约港币29.79亿元
2020年：约港币31.98亿元

*未扣除分摊总公司及企业净支出

单位：港币千元

危废及固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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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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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运营服务收益较去年增加25%，总收益的占比亦从去年的52%上升至
75%;

随着大量筹建/在建项目陆续建成完工并投入运营，预计未来运营服务收益占
比将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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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质量- 持续改善

(45%)
(52%)

(3%)

2020年
5,099

4,462

274

(21%)

(75%)

(4%)

建造服务收益

运营服务收益

财务收入

2021年

6,351

359

1,737

单位：百万港元



经营现金- 显著提升

2018 2019 2020 2021

蒸汽销售量（万吨） 36.3 81.9 134.3 215.5

36.3

81.9

134.3

215.5

◆ 过去四年的蒸汽销售量复合

增长率超 80%；未来两年

预计蒸汽销售量将超过400
万吨/年

◆ 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大力发展非电协同业务，蒸汽销售规模首超200万吨，显著
改善项目创现能力;

◆ 年内成功发行首笔ABN人民币5.89亿元，并通过循环购买的方式续购人民币1.93

亿元ABN，有效增强经营现金流；

◆ 年内成功回收国补资金人民币5亿元，进一步充实经营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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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拓展- 有序转型

业务覆盖收购香港
 佳安绿色能

源光伏项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业务覆盖

15个省、自治区

及特别行政区

德
国

签约江苏省

签约安徽省
 南谯生物质

12万吨供热项目

签约湖北省
 钟祥一体化33万

吨供热项目

签约四川省
 中江500吨 /日

垃圾发电项目
 绵竹300吨 /日

垃圾发电二期

 徐州10万吨废旧轮胎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

 镇江新区分布式光伏及碳
中和项目

 丰县碳中和及城市环境管
家业务

 丰县光伏整县推进项目
 淮安500吨/日垃圾发电

二期（供热14.9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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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拓展生物质非电业务，稳步扩大供热规模，年内新增60万吨

年供热产能；发挥传统业务优势，通过处置县域医疗废弃物、餐厨、

园林垃圾、畜禽粪污、高质化炉渣灰渣利用等业务实现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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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拓展- 有序转型

◆ 紧跟“双碳”战略，深入挖掘发展机遇，成功落地镇江光伏、丰县

光伏等项目，通过收购香港佳安绿色能源 (现称 :光大佳安绿色能源)

拓展香港光伏项目，实现香港地区项目零突破，促进公司向综合能

源服务商转型；

◆ 发展固废资源化业务，探索新技术的突破以及多元固废协同处理模

式的应用，落地徐州废旧轮胎处置等新兴业务。



◆ 建立区域调度机制，推进生物质燃料前端收运，从源头保障燃料供

应今年本地化利用率达80%， 秸秆使用率达31%，品种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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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 协同增效

◆ 生物质供热项目持续发力，年内实现215万吨蒸汽供应，同比提升

60%；

◆ 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危固废市场，统筹市场资源扬长避短，共享信息

与资源，有序开发客户，危固废累计处置量26.87万吨;

◆ 全面开展运营对标管理工作，夯实精细化管理基础，推进项目提质

增效。



◆ 发行首单出表型国补ABN人民币5.89亿元并进行循环购买人民币1.93

亿元,首三年利率为4.05%，盘活应收账款的同时充实运营现金流，实

现融资和出表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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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筹划- 多措并举

◆ 成功发行全国首单碳中和及乡村振兴绿色熊猫债人民币10亿元；

◆ 加强预算管理，全面推行运行成本、管理费用标准化及应收账款管理和

国补清单申报工作;

◆ 年内新增16个项目纳入国补目录且已到账人民币5亿元，还有6个项目

待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复核后纳入目录。

◆ 持续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优化境内外融资比例，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至3.41%，较去年3.85%下降0.44ppt；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完成研发管理制度修订，并组织参编国家标准2项、团体标准2项、
指南1项。取得1项发明专利在内的专利授权8项，与多所大学及科
研院所建立联合研发机制。

◆技术研发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着眼转型发展所需，提升技术研发管理水平，建立了固废技术标准
及行业动态共享平台 ,重点关注碳中和、光储充一体化、动力电池回
收及大宗固废资源化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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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引领- 持续发力

◆开发碳资产，蓄势以待

全面启动碳资产核算工作，8个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已完成CCER开
发（未完成核证备案），待时机成熟积极参与的碳排放交易中。



安全至上坚持绿色发展道路 共建和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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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贡献绿色电力631

万兆瓦时 ,可供
5,258,432个家庭一
年使用；

⚫ 「一般可燃工业固废
安全清洁高效焚烧技
术开发及应用」课题
成功获得中国科学技
术部「国际合作重大
专项」 立项；

⚫ 致力于完善环境管理
体系的建设工作。

⚫ 依托生物质综合利用
项目精准扶贫；

⚫ 通过实地探访，了解
当地居民实际困难并
提出解决方案；

⚫ 帮助贫困户提升岗位
操作技能，增强自身
工作能力，实现自主
上岗。

⚫ 职业健康安全
（”OHS”)  管理体系
覆盖100%工作者；

⚫ 无因工伤造成的人员
伤亡事故；

⚫ 为消除工作中存在的
职业病风险，通过培
训科目，提升员工对
职业病的认识。

ESG管理- 进中求优



业务展望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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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稳固主业，夯实根基

24

- 。

 推 进 资 源 化 项 目 突

破 ， 统 筹 区 域 市 场 ，

降 本 开 源 ， 提 升 市

场 竞 争 力 。

降本开源

危固废处置中心

技术赋能

环境修复中心

 推 进 现 有 业 务 从 单 一

发 电 向 提 供 综 合 能 源

转 型 ， 大 力 推 进 供 热 、

餐 厨 、 污 泥 等 协 同 业

务 的 发 展 ， 统 筹 燃 料

体 系 ， 提 质 增 效 。

协同增效

清洁能源中心

 加 大 技 术 研 发 与 创 新

投 入 ， 以 公 司 业 务 发

展 向 导 ， 实 现 生 活 垃

圾 填 埋 场 修 复 等 核 心

技 术 的 突 破 。



2. 聚焦双碳，推动转型

➢ 着 眼 “ 环 境 、 资 源 、 能 源 、 气 候 ” 四 位 一 体 定 位 ， 聚 焦 双 碳 目 标

新 机 遇 ， 探 索 从 终 端 治 理 向 减 污 降 碳 协 同 的 源 头 治 理 转 变 ， 更 加

关 注 环 境 、 资 源 及 能 源 的 协 同 ；

➢ 拓 展 填 埋 场 修 复 EPC或 EPC+O业 务 ， 围 绕 江 苏 、 山 东 、 浙 江 、

大 湾 区 等 发 达 地 区 以 及 公 司 业 务 优 势 区 域 ， 加 大 力 度 拓 展 污 染 场

地 、 填 埋 场 修 复 、 渗 滤 液 处 理 业 务 等 ；

➢ 大 力 推 进 危 固 废 综 合 利 用 、 资 源 循 环 利 用 、 碳 减 排 及 碳 捕 捉 业 务 ；

➢ 积 极 开 发 光 伏 、 “ 源 网 荷 储 “ 与 现 有 生 物 质 项 目 协 同 的 综 合 能 源

服 务 业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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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 绕 “ 双 碳 ” 目 标 ， 抓 住 碳 市 场 机 会 ， 盘 活 存 量 及 新

增碳资产，实现碳减排经济效益；

➢ 紧 跟 国 家 战 略 ， 把 准 市 场 脉 搏 ， 培 育 碳 资 产 管 理 相 关

的新兴业务，为公司新一轮发展贡献 动能；

➢ 密 切 关 注 绿 色 金 融 产 品，助力公司价 值提升 。

3. 盘活资产，提升价值



➢ 夯实运营管理体系，实现生产运行标 准化、 精细化 、智慧

化，促进运营项目提质增效；

27

4. 深化管理，保驾护航

➢ 完 善 采 购 管 理 体 系 ， 持 续 优 化 分 级 采 购 ， 完 善 供 应 商 和 专

家 库 管 理 ， 推 动 并 组 织 集 中 采 购 ， 实 现 采 购 成 本 最 大 程 度

的集约；

➢ 强 化 年 度 风 险 自 评 工 作 ， 通 过 风 险 自 评 过 程 有 效 识 别 和

分 析 风 险 ， 并 对 现 有 风 险 处 置 能 力 和 内 控 的 有 效 性 进 行

全面、科学的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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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引领，创新发展

➢ 积 极 整 合 外 部 科 技 资 源 开 展 产 学 研 合 作 ， 聚 焦 生 物 质 灰 渣

及 大 宗 固 废 资 源 化 利 用 、 填 埋 场 修 复 、 碳 监 测 及 碳 捕 捉 等

方 面 ， 切 实 解 决 转 型 中 遇 到 的 技 术 难 题 ， 推 动 公 司 建 设 及

运营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

➢ 关 注 行 业 前 沿 技 术 发 展 ， 重 点 研 究 环 保 、 资 源 化 及 “ 双

碳 ” 新 技 术 、 新 材 料 、 新 模 式 ， 实 现 与 现 有 业 务 的 协 同

发展；

➢ 搭 建 开 放 式 技 术 、 资 源 及 业 务 整 合 平 台 ， 引 领 公 司 转 型

发展。



• 到2030年，基本建立完整的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基本制度和政策体系，形成非

化石能源既基本满足能源需求增量又规模化替代化石能源存量；

• 在符合电力规划布局和电网安全运行条件的前提下，鼓励通过创新电力输送

及运行方式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就近向产业园区或企业供电，鼓励产业

园区或企业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色电力；

• 加强农村电网技术、运行和电力交易方式创新，支持新能源电力就近交易。

《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

围绕上述政策，大力开发“源网荷储“一体化模式，探索集供电、供热(供冷)、供气
为一体的多能互补，多能联供系统，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

6. 紧跟政策，赋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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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5年，建成一批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试点，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占农村

能源的比重持续提升，农村电网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壮大，绿色

低碳新模式新业态得到广泛应用，新能源产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补充和农民增收的重要

渠道;

• 推动千村万户电力自发自用，支持具备资源条件的地区，特别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以

县域为单元，采取“公司+村镇+农户”等模式，利用农户闲置土地和农房屋顶，建设分布式

风电和光伏发电，配置一定比例储能，自发自用，就地消纳。

《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

围绕上述政策，聚焦分布式光伏发电、储能、碳汇、碳足迹捕捉、生态修复新商
业模式等新兴业务。

6. 紧跟政策，赋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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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废旧物品回收设施规划建设，完善城市废旧物品回收分拣体系;

• 推进60个大中城市率先建成基本完善的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对全国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 以实现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化发展为重要任务，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中原、兰西等重点

城市群，建设区域性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产业基地。

《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 各地要高度重视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建设，加大落实推进力度，确保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目标

如期完成，推动实现“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目标任务;

• 各基地和骨干企业要以节能降碳为导向，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开展节能改造，选

用高效节能技术设备，回收利用余压余热余能，提高能效水平，发挥好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替代天

然资源的协同降碳作用，形成利废建材行业降碳示范效应。

《加快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建设的通知》

围绕上述政策，聚焦纳米二氧化硅制备、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废盐综合利用、
油泥处理、飞灰水洗等新兴业务。

6. 紧跟政策，赋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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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