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大一带一路绿色基金完成中核汇能投资签约 

 

近日，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管理的光大一带一路绿色基金（「光大绿色基

金」）联合中核新兴产业基金（「中核产业基金」）完成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中核汇能」）的投资签约。中核汇能是中核集团的非核新能源产业开发建

设与运营平台，此次为其首次对外融资，总融资额超过 70 亿元人民币，其他投

资人包括中国人寿、川投能源、浙能电力、中信证券、军民融合产投基金等知

名产业和机构投资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要支持发展中国家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深化生态环境和

气候治理合作”，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要“把绿

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

生存的共同家园”。光大绿色基金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和“绿色”两个主

题，在设立之初便确立了绿色能源、绿色环境、绿色制造和绿色生活四大绿色

投向，通过投资培育能更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内优质企业，推动其产

品、技术、服务“走出去”，促进绿色发展。 

此次投资是光大绿色基金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重要指示精神，践行绿色能源投资的积极探索。同时，此次投

资也是落实光大集团与中核集团于 2019 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重要务实举

措，将充分发挥双方各自在金融、新能源方面的业务布局和专业优势，实现优

势互补、合作共赢。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决策部署，光大绿色基金

依托已有四大绿色投向，经过充分研究分析，在双碳相关领域选定三条投资主

线开展投资：一是能源生产端。主要逻辑是以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辅以

储能、氢能等手段，逐步替代化石能源发电。新能源发电是实现“双碳”目标

的重要方式。预计至 2060 年实现碳中和时，光伏和风电将成为第一、二大发

电来源，总装机量将比 2020 年分别增长 30 倍和 6 倍，行业发展前景广阔。在

光伏、风电方面，重点关注下游需求驱动的设备销量增长机会，技术进步、并

购整合带来的降本增效机会，以及集中式、分布式光伏发电运营商投资机会。



   

在储能方面，关注技术创新类的锂电池及相关材料、新型固态电池，模式创新

类的电池资产管理服务机会。在氢能方面，关注具备一定成熟度的制取、运

输、加注设备和技术等。二是能源利用端，即在工业、交通、建筑等各个部门

使用能源时实现零碳排放，主要逻辑是在能源脱碳的前提下实现电力化，剩余

难以电力化的部分由氢能等进行补充。工业脱碳方面，重点关注具有较高成熟

度的工艺改造、节能提效、新型材料、回收利用设备和技术等。交通脱碳方

面，新能源汽车产业爆发增长是确定性机会，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核心

部件，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用。建筑脱碳的方向是轻型

化、集约化、制品化转型，从投资上关注装配式建筑、新型胶凝材料、低碳混

凝土等机会。三是减碳支持端。关注通过支持性的设备和技术辅助减少现有能

源消耗和碳排放。重点关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AI、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能迅速、显著提升相

关行业的能效水平，降低最终排放。此次投资也是绿色基金在能源生产端投资

主线上的重要布局。 

中核汇能 

中核汇能成立于 2011 年，主营业务包括风力、光伏发电，地热、充电桩等新

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及维护。“十四五”期间，中核汇能将围绕“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依托中核集团品牌优势，全面推动风电、光伏、地热、

储能、氢能等多种清洁能源协同高效发展，全方位打造行业领先、世界一流的

综合能源提供商、服务商。根据中核汇能母公司中国核电年报，2021 年，中核

汇能收入约 46.21 亿元，净利润约 12.75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