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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 

（排名不分先后） Eurizon Capital Asia Limited;中国守正

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鲍尔赛嘉（上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

司； 

时间 2023 年 02 月 27 日 0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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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沟通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 朱彬 

公司董办相关人员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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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年均新增装机 70GW+。前两

年由于防疫与感染因素对各环节生产和运输有一定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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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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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陆上风电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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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电联数据，2022 年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4.07G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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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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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在海上固定式风电场上的大规模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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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更将以年化 25%以上的规模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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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计未来海上风电必将成为实现全球

“碳中和”最重要的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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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正在开展现场尽

调，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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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

基（包括漂浮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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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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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海上风电桩基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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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两省的产能以外，公司也

积极推动在广东和福建两省有更多的产能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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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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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海风行业惯例相吻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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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已经积极考察东南亚以及南美区

域。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3 年 02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