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660                                             证券简称：电气风电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08 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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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参会机构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中信证券 华鹏伟；长江证券 周圣钧；中信建投 陈思同；

国海证券 邱迪；西证创新投资 梁涛；睿澜私募基金  罗贵

文；平安证券 皮秀；财通证券 李晨、杨鼎良、金坤；东方

财富 杨安东；东方证券 王树娟；东吴证券 胡隽颖；东兴

基金 孙义丽；方正证券 郭彦辰、卢书剑；富蘭克林華美证

券 邱泓瑞；光大证券 邓怡亮；广发证券 张玲、马章雄；国

联证券 陈子锐；国盛证券 魏燕英；国泰君安 朱攀；国信

证券 陈抒扬；朱雀基金 杨杰；中银基金 罗庆；中国人寿

养老保险 洪奕昕；中国国际金融 车昀佶、李佳瑛；上海东

方证券资产 郑华航；九泰基金 黄皓；易方达基金 董昊天；

浙商证券 曹宇以及其他在线投资机构人员。 

  2024年 08月 27 日下午 15:00-16:00 

形式 电话会议 

公司接待人员 

总  裁 王  勇 

董事会秘书 黄锋锋 

总工程师、总裁助理 蒋  勇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容 

1、请介绍上半年行业招标、招标价格、装机情况，以

及公司对今年海风、陆风招标量的预计。 

答：行业招标量方面：今年上半年招标量持续增长，行

业整体招标在 76.6GW左右，其中陆上 70GW左右，海上 6.6GW

左右。预计全年招标量会突破 120GW，陆风大概在 100GW 以

上，海风预计 13-14GW左右。未来随着沙戈荒项目的启动，

预计招标量还会持续保持。此外，随着专属经济区海域（深

远海）相关政策的出台，未来深远海领域也是新的增长点。 



行业招标价格方面：陆上中标价格（不含塔筒）大概在

1300-1500元/KW，海上中标价格（不含塔筒）大概在 2600-

2700元/KW。其中陆上价格基本维持在横盘震荡的状态，没

有出现进一步的下探，海上因为目前整体招标量较少，仍需

进一步的观察。 

行业装机方面：上半年度受限于陆上项目的审批核准及

接入问题、海上项目的前期审批问题，相应的装机及并网量

的增长并不是很明显，上半年国内整体并网量同比增长 12%。 

2、公司成本管控的措施，以及毛利率预期？ 

答：一是通过技术研发实现技术降本，包括公司陆上机

组路线全部切换至双馈，同时推动成熟产品升级和新产品向

大型化、平台化、模块化、轻量化发展；二是通过采购端的

全供应链成本控制，运输端的持续方案优化以及通过精益制

造进一步控本；三是深入推进销售订单项目成本全流程策划

管控机制，从每个项目接单之后进行全流程的成本精细管

控，有效提高销售订单项目盈利性。 

通过采取这些降本控本举措，公司上半年整机毛利率有

所提升，基本回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后续公司会持续

通过技术创新、降本措施的执行将毛利率维持在一个相对合

理的区间。 

3、公司下半年出货的展望？ 

答：公司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去年下降，一方面因为公

司 2023 年全面切换陆上产品技术路线，陆上新接订单获取

阶段性的有所放缓，从 2023年 10月份开始逐渐获取新的销

售订单，部分订单的转化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实现。同时，去

年公司重点跟踪地区的海风项目招标量减少使得海上新接

订单减少，以及受上半年部分销售订单项目执行进度延后影

响，均导致上半年可转化的项目交付和收入有所减少。公司

下半年会致力于提升新接订单转化率、紧盯订单项目进度与

物料交付等方面的工作，没有其他客观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预计今年全年的交付量同比去年会有一定上升。 

4、公司上半年收入构成及各板块毛利情况？ 

答：公司上半年的收入构成包括整机销售、提供服务（含

备品备件）以及电力销售，其中收入的主要占比还是整机销

售。与去年同期相比，各业务板块毛利率均有所提升。 

5、公司目前的市场竞争策略？ 

答：陆上市场保持一定的市占率，同时加大海上和海外

细分市场的拓展，海上仍旧力争确保在第一梯队，海外加大



对订单的获取。 

6、公司目前海外订单获取情况、以及目前覆盖了哪些

市场区域？ 

答：公司海外市场项目起步相对较晚，但作为公司重要

的发展战略布局，已在东南亚和东亚市场，如韩国、越南、

印尼等地实现海外订单突破，累计海外在手订单超 40 万千

瓦。同时公司也在拓展中东市场和东欧市场，探索提供技术

许可加本地化供应链支持、服务支持等商业模式，力争完成

全年的海外订单获取目标。 

7、公司目前山东 N2 项目进展情况？ 

答：公司山东 N2 项目已取得项目核准，目前正推进相

关部门建设前期审批工作，同时由于项目的投资开发形式尚

未确认，该项目进展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会加速推进相关

事宜，力争今年下半年实现项目陆地部分开工建设。 

8、预计未来市场主流机型容量？ 

答：目前看陆上中低风速区域以 5-7MW机型为主，高风

速区域以 8-10MW 机型为主，同时行业及公司也都在预研

12MW及以上的陆上机组。海上中低风速区域目前以 12-14MW

机型为主，高风速区域以 16-18MW机型为主，20MW以上的机

组在预研中。 

9、未来双馈机型是否会在海上应用？ 

答：海上区域对机组的运行可靠性要求较高，综合看半

直驱技术路线的优势在于全生命周期的运维成本相对较低。

同时海上机组容量目前在 12MW 级别以上，而陆上双馈路线

目前运行的最大容量目前为 10MW，12MW 级别的双馈机组行

业还在研发阶段，暂时难以满足目前海上区域对机组大容量

的要求。所以对于海上 10MW 级别以上的机组预计目前还是

以半直驱为主。 

10、海外订单的交付周期？ 

答：海外陆上订单项目的交付周期一般较短，一般在销

售订单签订当年或者次年开始交付。海上订单项目同样因为

涉及的前期审批手续、建设准备更为复杂，交付周期会更长

一些。 

11、公司在海上订单获取方面的目标？ 

答：上半年公司海上中标 80 万千瓦，预计全年海上订

单获取规模同比会有一定增长。 

12、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有哪些支持？ 

答：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电气”）对公司的业务发展一直是非常支持的，公

司作为上海电气内专注于风电装备制造业务的平台，属于上

海电气集团整体对于新能源板块的战略布局。上海电气自有

资源建设过程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公司机组；在研究开

发方面，公司协同上海电气内部各业务板块的专家，加强核

心技术的问题攻关。同时各方在供应链方面也加强相应的协

同作用，有助于公司掌控相关零部件的质量、成本以及交付

时间。 

13、公司未来在资源开发方面的布局？ 

答：公司上半年通过自主拓展获得 200MW陆上风场开发

指标并完成海上 1GW风场项目核准，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与

母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电气新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此为平台开展多种能源一体化项目开

发和投资业务。另一方面，公司还通过与部分战略合作方成

立合资公司，举双方优势进一步获取新能源资源项目，助力

公司推动风资源的滚动开发。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4年 08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