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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中泰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邮证券等及其白名单

客户。（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 2023年 05 月 04日 10:00-11:00 

地点 上海市长宁路 1193号来福士广场 T3座 12F公司会议室 

形式 线上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朱彬      

海工事业部：崔洪滨 

公司董办相关人员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开场介绍： 

（1）从全球风电市场来看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全球能源结构重塑，风电成为推

进能源转型的重要抓手，叠加风电项目自身经济性的驱使，风

电行业已逐步进入成长新周期。从整个 2022 年来看，全球范

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为 77.6GW，其中中国新增装机 37.6GW。

在经历 2022 年供应链波动带来的短期动荡后，全球风电装机

有望重回快速增长轨道。根据伍德麦肯兹报告，2022年全球风



电新增订单创历史新高，达 134.6GW，同比增长 30%。风电作

为主要的清洁能源，在行业充沛的招标体量下，2023年有望迎

来加速建设期。 

2022年，我国沿海各省先后发布“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

展规划及相关政策，多数提到海上风电并提出海上风电装机规

划，重点推进海上风电建设，山东、江苏、广东进一步提出要

打造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2023年 4月 16日，G7即七国

集团（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

7个成员国），联合公报提出在各国现有目标的基础上，承诺

到 2030年将海上风电装机容量集体增加到 150GW。本次 G7目

标的设立进一步强化海上风电全球化发展预期，已设立 2030

年装机目标的国家有望进一步上修目标，尚未设立目标的国家

海风有望迎来快速发展。根据 DNV 报告，到 2050 年，全球范

围要安装的漂浮式海上风电装置容量将达到 300GW左右，需要

约 2 万台风电机组，每台风电机组将安装在重量超 5000 吨的

漂浮式基础上。随着技术的进步，海风会逐步走向深远海，迈

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年，风电行业通过主机大型化以及产业链各环节技术进

步推进了度电成本的快速下降，风电场通过提升单体项目规

模，提高项目开发效率，摊薄投资成本，已可实现较为可观的

投资回报率。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的报告，

2010年至 2021年，加权平均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陆上风

电下降了 68%，海上风电下降了 60%。未来随着海上风电向深

远海的进一步发展，海上风电也将步入平价时代。CWEA预测，

从 2022年年底到 2030年，中国海上风电度电成本将整体降低

19%-23%。 

（2）从国内市场来看 

2022是自陆上、海上平价以来最挑战的一年，根据国家能

源局数据，2022年我国新增风电装机规模为 37.63GW，同比下



降 30%左右，2020-2021 年连续的装机高潮暂时回落，风电发

展陷入短期低潮。但 2022 年风电项目主机招标量创下记录，

全年招标量超过 90GW，预计 2022 年装机量处于短暂低谷后

2023年又将迎来高峰。中电联预测 2023年预计新增风电装机

超 6454万千瓦。截至目前，甘肃、山东、广西等 13个省（市、

区）发布 2023 年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涉及 354 个风电项目，

总容量超 48.7GW。各大开发主体正在加快资源开发速度，未来

5-10年仍将是风电装机规模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从行业来看的话，十四五期间规划的九大清洁基地及五大

海上风电基地正在变为现实。从 2022 年起国家能源局亲自督

导清洁能源大基地的建设，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进展顺利。第一批 9705 万千瓦基地项

目已全面开工、部分已建成投产，第二批基地部分项目陆续开

工，第三批基地已形成项目清单。 

不止大基地建设在推进，2022年国家已启动编制“千乡万

村驭风行动”方案，河南、广东等省已相继推动以县为单位，

建设分散式风电项目。尽管 2021 年海上风电抢装潮已落幕，

海上风电的建设热情不减，山东、浙江、广东等省份相继出台

补贴政策支持发展，山东、浙江、广东等重点区域持续有项目

开工或投产，同时伴随超大型主机、部件的面世，国家正在加

快推进深远海发展。 

（3）公司基本情况 

2022 年国内风电装机规模同比大幅下滑，零部件需求明

显下降，同时叠加大容量主机密集投入商用，部件产品迭代升

级加速等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装备制造业务受供应链、机组

大型化加速等影响，塔筒、叶片等主要产品销量同比有所下滑。 

2022 年也是公司扎扎实实推进海上风电业务的一年，公

司通过并购和自身布局基本完善了江苏和广东的优势地位。从

国内看，今年天顺海上风电的有效产能是从长风收购的 50-60



万吨，且不同于以往的老旧产能，都是规划设计单一高效的桩

基产能。其中射阳 20万吨单管桩工厂，通州湾 20万吨导管架

/升压站工厂，汕尾 20万吨导管架工厂。 

前期由于尽调工作比较多，所以本次收购进度比预计 3月

底完成有所延迟，目前这项工作已经进入尾声，预计 5月完成

工商变更，完成并表。 

随着收购的落地，公司射阳工厂的改造开始启动，预计将

形成 50-60万吨的单管桩工厂。公司在广东揭阳和阳江的两个

基地，预计可分别形成 20-30万吨导管架工厂。另外公司坚定

推进海外海上风电本土战略，这是充分考虑了海风的行业特点

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选择，德国工厂将分两期投放产能，一

期实现 30万吨产能，二期实现 50万吨总产能。 

到 2025 年之前，国内在桩基环节基本无大的新产能可以

落地了，整个行业将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当然，公司也在密

切关注福建，广东汕头、以及北部湾的进展，进一步巩固天顺

在海上风电水下桩基的领导地位。 

 

问答环节： 

1、2023 年陆上风电发展趋势？ 

各省“十四五”风电新增装机规划约 300GW，根据能源局

数据，2021和 2022年共新增风电装机 85GW，进度较慢，未来

三年需新增风电装机 215GW。去年供应链各环节生产和运输有

波动较大，同时由于大型化进程提速，部分零部件环节大型化

供应能力出现一定瓶颈，整体交付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当前这

两部分因素均有明显改善，且风电行业已顺利完成从补贴到平

价的过渡，“十四五”后半程风电装机有望加速。 

目前陆上风电站已经极具投资价值，经过 2021-2022的技

术升级带来的成本下降，陆上风电度电成本降到了一个极低的

水平，根据中国风电协会的预测，2023-2024陆上风电装机将



同比 2022 年明显回升，有望达到 60-70GW 水平，随着电网进

一步提升以及更多政策的落地，2025年后有望超过 70GW年装

机。 

 

2、2023 年海上风电发展趋势？后面几年的发展趋势？ 

根据 GWEC 数据，2022 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5.1GW，

虽较前年海上抢装年装机量下滑明显，但根据每日风电数据，

2022年海风招标量高达 17.9GW。自 2021年抢装结束后，海上

风电也进行了一轮技术升级和降本，10MW 级别的主机将在海

上固定式风机大规模应用，带来了海上风电度电成本的飞速下

降，已经基本实现了平价，海上风电的投资热情进一步高涨，

根据风电协会的预测，2023年海上装机将恢复到 8-10GW水平，

未来 10年更将是年化 25%以上的增长。随着 15MW及以上更大

主机的逐渐成熟和大规模应用，将打开海上无比广阔的空间，

可以预计海上风电未来必将成为实现全球“碳中和”最重要的

新能源。 

从行业来看，2021年是海上大的抢装潮，去年相对来说有

一些收尾的尾巴。但十四五规划整个的规划量都是比较大的，

并且是要持续到 2025 年。去年因为一些原因海上风电的审批

很多都是滞后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项目会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很多大的项目已经开始进入到竞配的阶段。也就是说，从

2023下半年开始到 2025年又会是一个新的小抢装潮，基本上

预计会和 2021年的水平差不多，因为 2021年相对来说海上装

机还是小兆瓦的机组多。 

整体的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十四五”规划已经落实了

大概有 80GW 的量，这里面还有一些涉及到各种审批的问题，

这已经落实的 80GW 里面预计大概会有 60-70GW 的量能够完全

落地进入项目实施阶段。从目前来看，预计今年下半年新开工

的海上项目大概有 20GW，其中广东的占比较大，约占 1/3，超



过 7GW。2024-2025年，预计大约还会开工 60-70GW，包括国家

目前规划的五大千万千瓦级海上基地，所有这些项目都应该在

2025年去实施完。 

因此，2025 年之前的抢装潮对海上风电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对天顺也是巨大的机遇，天顺具备的产能以及规划的产能

都会完全得到释放。对整个海上风电来说，在未来已经能预见

的三年左右的时间，它的发展都会是非常好的。而且从以往的

情况来说，规划一般会留下一些项目在后续完成，“十四五”

规划后面的 2026和 2027年预计也会继续发展，因此未来 3-5

年海上风电的前景可以预见是会蓬勃发展的。 

 

3、收购江苏长风进展如何？给公司带来哪些正面影

响？ 

收购江苏长风的第一笔定金已经在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对外支付了，目前公司的收购进度已接

近尾声，预计在本月将完成工商变更和并表。 

江苏长风的海上风电基础产品制造产能总和已达到 60 万

吨，覆盖中国海上风电资源最丰富的江苏、广东二省，主要分

布在三个地区：（1）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射

阳县射阳港经济区，主要产品为海上风电单管桩，设计产能 20

万吨；（2）南通长风新能源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通

州湾，主要产品为海上风电导管架和升压站，设计产能 20 万

吨；（3）广东长风新型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汕

尾陆丰市临港工业园，主要产品为海上风电导管架，设计产能

20 万吨。同时，江苏长风产能布局所在省、市已出台“十四

五”及“十五五”海上风电规划；当地市政府为壮大本地产业

投资及保障海风规划的落地实施，会积极推进产业链本地化，

江苏长风的本地化布局将有效提升在未来规划产能建设中的



综合竞争力。 

 

4、公司海工方面有何规划？ 

公司谋求通过三到五年时间成为全球第一的风电海工在

海风基础（包括漂浮式）的龙头企业。 

公司在海上风电的谋划和布局已经经过了三年的研究和

深思熟虑，不管是欧盟还是中国，海上风电经过多年的准备和

技术升级，均已到达了快速增长的时期。 

中国政府规划了五大海风基地，天顺的主要目标是其中的

江苏、福建以及广东三省。江苏省、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全国海

上风电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拥有丰富的海上风电

资源、完整的产业链和良好的政策环境。由于不管是近海固定

式海上风电桩基和未来漂浮式海上风电漂浮平台均对码头/港

池以及紧挨着码头/港池的生产用地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导致

产能供给存在瓶颈，未来在海上风电桩基和漂浮平台竞争将相

对健康。除了目前落地在江苏、广东两省的产能，公司也在积

极推动在广东和福建更多的产能落地，但码头的规划及审批需

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也请关注后续的信息披露。 

今年一季度我们也与广东的揭阳和阳江分别签约，将开始

启动新海工工厂的建设。同时，随着长风收购的落地，我们的

射阳工厂将启动改造，在今年年底预计会形成 50-60万吨产能

的单管桩工厂。 

在海外市场，尤其在海上风电比较确定的欧盟，我们的战

略是本地落地生产，这是和海风行业惯例相吻合的。尤其海上

风电业务施工窗口期较短，客户更加依赖本地产能来确保交付

的准确和稳定性；另外考虑未来几年海外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

以及欧盟碳关税已经提上议程，我们会坚定推动海外的产能落

地来满足海外的需求。 



 

5、请教一下导管架这个产品，国内少有大型专门做导管

架的基地，未来应用市场情况怎么看？还有壁垒，做这种大

型的专门做导管架的这个基地的难度，包括未来的一个格局，

是怎么看的？ 

导管架产品主要是根据水深。广东在 2021 年小抢装潮时

单桩居多，大概占 80%左右，水深应该在 20-30米之间。导管

架因为水深一般都超过 35米甚至到 50米的水深，这个水深区

间一般是应用导管架。在超过 45米到 50米之上，大部分是用

漂浮式，在 50 米以上，基本都应用漂浮式。各个省份来说，

基本上目前新出的项目，包括未来的项目，水深都会超过 30

米，因此导管架产品是未来 3-5年之内的一个大趋势。 

天顺收购长风后，有两个基地是专业做导管架的，产能领

先于其他的一些小产能。当前很多工厂它原来都是船厂这类

的，产能比较小，一般一个月 2-3台。但其实导管架的市场实

际上很大，目前来看应该是供远远低于求，所以对于客户来说

需求很大。对天顺来说，我们会尽快提升产能，与未来大的需

求量起量相匹配。  

 

6、现在有很多做单桩的企业有基地，未来做单桩的企业

切换到做导管架的这个难度在哪里，会不会单桩的产能就比

较难切换到导管架，有这种情况吗？未来导管架的格局会比

单桩的格局更好一些吗？ 

有这种情况，因为导管架现在的高度在 55 米以上，最高

大概在 70 米以上。单桩是平躺着做的，是平着合拢的，这和

导管架的最后合拢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大型工厂的配套的

大型设施和工厂布局完全与导管架是有区别的。专业导管架工

厂和专业做单桩的工厂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切换起来可能比

较难。  



导管架格局会好一些，因为导管预计会占未来市场主流，

占整个市场大概 70%-80%。但同时导管架的产能也比较有限，

受码头、场地等资源的限制，较少有合适的场地可以新增导管

架产能，因此近几年预计都会呈现一个供小于求的状态，竞争

格局会比较好。  

 

公司总结发言： 

天顺一直坚持在风电行业，我们也长期看好风电行业，我

们也抓住这个机遇，从陆上开始往海上切换，预计未来几年的

话，海上业务以及我们的风电场开发业务会成为我们的第二成

长曲线。  

天顺通过过去一年到两年的时间，稳扎稳打，我们把很多

海上风电的产能都逐一的落地并且去实现。目前来看，我们的

产能基本是在 5个海上风电基地里面。并且目前已经在江苏和

广东已经占据了非常优势的位置，未来我们也希望在福建继续

保持这个领先的位置。这是我们会重点关注和布局三个区域，

也是未来中国海上风电发展最快的这三个区域。  

我们的战略方向，包括我们 5年的发展目标都已经定了，

接下来就是扎扎实实的把这些产能落地。刚才也提到了，海上

风电的发展经过了 2021 年的抢装，经过了政策的一些规划支

持，现在到了落地兑现的时候了。从 2023年下半年开始到 2025

年 2026 年，是海上风电逐步兑现的时候，我们会抓住这个机

遇，我们的产能也是基本上赶上海上风电需求起量的时候，剩

下的一些刚才提到的其他布局的区域，基本上在 2025 年之前

是来不及产能落地的。所以在水下基础，尤其在导管架这个环

节，未来的竞争格局会远远优于海上其他环节以及陆上风电这

一块。我们也会抓住这个机遇，去实现我们海上业务的一个跨

越式增长。 

谢谢大家！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3年 05 月 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