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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风电”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负责电气风电上市后的持

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半年度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1、保荐人制定了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明确了现场

检查的工作要求。 

2、保荐人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

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通过与公司的日常沟通、现场回访等方式开展

持续督导工作，并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4、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根据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持续督

导职责，具体内容包括： 

（1）查阅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三会会议材料；

（2）查阅公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内部审计等内部控制制度；

（3）查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明细、关联交易合同、信息披露文件；

（4）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制度、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募集资

金使用明细账； 

（5）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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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公开信息查询； 

（7）查询公司公告的各项承诺并核查承诺履行情况； 

（8）通过公开网络检索、舆情监控等方式关注与发行人相关的媒体报道情

况。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23 年 1-6 月下降 71.28%，据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当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是①受本报告期受部分销

售订单项目执行进度延后影响，②2023 年度新增订单不足同时 2024 年上半年度

大部分新增订单尚不具备交付条件，产品交付量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导致本报

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113,144.51 万元，未弥

补亏损额较大。据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未分配利润较上年年末减少 3.87 亿

元，主要是本期营业利润虽略有上升，但期间费用中固定费用仍需支出，无法与

收入同比下降，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7 亿元，未分配利

润相应减少。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存货的账面价值为 254,073.00 万元，存货金额

较大，若未来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市场竞争加剧或由于技术迭代导致产品更新换

代加快，可能导致存货跌价风险提高，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提请公司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充分地揭示

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提请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事项引致的相关风险。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事项主要如下： 

（一）业绩亏损的风险 

公司已经采取切换陆上产品技术路线、海上产品大型化升级、管理优化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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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措施应对市场挑战，但若后续风机市场招标价格仍持续大幅快速下降，而公司

无法保证产品成本随销售价格同步下降，或因公司部分产品未来可能受较为恶劣

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产生质量问题，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业绩

仍可能存在亏损的风险。 

（二）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研发风险 

风电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行业技术迭代及客户要求的提升将对公司研

发与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公司将持续对技术研发进行投入，但公司能否顺应未

来风电市场发展趋势，保持技术的领先性，推出更受客户认可的产品具有一定不

确定性。 

2、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人才密集型行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较大。目前公司具

备一定的人才优势，并始终重视对研发人员的引进、培养与选拔，已形成一支稳

健高质量的技术研发和技术管理队伍。如果公司不能持续吸引新技术人才并有效

地培育、选拔、任用、留住技术人才，将会导致公司失去人才优势而对技术核心

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3、核心技术泄密风险 

核心技术是公司保持竞争优势的有力保障，核心技术的保密对公司的发展尤

为重要。如果在经营过程中，因核心技术信息管理不善导致核心技术泄密，将对

公司的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三）经营风险 

1、市场竞争风险 

随着国家对风电行业补贴政策的退出、风电进入平价时代以来，国内风电市

场海、陆风机销售价格持续快速走低，行业竞争日益加剧，整机商的盈利空间面

临巨大挑战。如公司无法保证不断优化设计和技术迭代更新，推出适应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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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性能、高品质产品，同时有效控制成本，则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或将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核心零部件交付风险 

在风机产品快速大型化、轻量化的发展趋势下，如果上游零部件供应企业未

能及时布局并提高配套大型风机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和质量管控能力，可能导致部

分零部件出现交付紧缺和/或技术质量问题的风险。 

（四）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余额较大的风险 

公司应收账款及列示在流动资产的合同资产账面价值期初合计为

9,530,400,964.29 元，期末合计为 7,537,398,366.82 元，占期初及期末资产总额的

比例分别为 36.86%和 30.00%，占资产总额比例较高。如果下游客户出现资金状

况紧张或其他影响回款的不利情形，可能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2、对政府补助存在一定依赖的风险 

上期和本期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73,273,243.30 元和

3,080,843.64 元，占非经常性收益的比例相对较高。若未来政府相关政策或补助

发生变化，则可能对公司的利润造成不利影响。 

3、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随着国家对风电行业补贴政策的退出，风机售价快速下降，价格竞争进一步

加剧。如果公司产品成本下降的速度无法与市场价格下降的速度相匹配，可能会

导致公司毛利率水平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进而导致公司业绩的波动。 

4、存货跌价准备风险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存货的账面价值为 254,073.00 万元，存货跌价

准备余额为 26,411.63 万元。其中存货账面价值较上年年末增加 52.23%，据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主要是由于上半年度为保证下半年度预计的集中生产交付

予以备料准备所导致。若公司对市场需求的预测出现偏差，或者客户订单在未来



 

5 

无法顺利执行，致使存货积压、库龄变长、存货可变现净值降低，公司将面临存

货跌价的风险。 

（五）行业风险 

国家支持与引导政策调整风险。我国风电行业未来持续与高速发展，一定程

度上仍将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与引导。如果国家行业相关政策的调整降低风电场

投资者投资意愿，将影响风机整机行业景气度，进而对公司整机业务的市场空间

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六）宏观环境风险 

1、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大宗商品价格在过往几年波动较大，近期较为平稳，未来不排除由于市场预

期回暖、需求增加、产能波动、成本上涨等情况继续造成原材料价格波动，进而

对公司成本控制造成影响。 

2、国际形势对海外市场的影响 

公司在 2024 年将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并且部分海外销售订单项目也将开

始执行交付。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公司海外销售

订单项目可能会面临项目暂缓、物流运输受阻、客户国政策因国际形势变化而改

变等风险，影响海外后续订单获取或在手订单项目执行进度。同时，海外通胀、

外汇汇率波动等因素也可能会对相应的销售收入及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4 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2024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及

变动分析如下所示：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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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2024 年 1-6 月/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1-6 月/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218,409,701.60 4,241,741,609.13 -7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6,809,027.60 -371,025,489.6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3,780,020.95 -447,268,332.7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530,039,002.78 -1,637,729,112.0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484,271,571.83 5,865,195,128.37 -6.49 

总资产 25,126,562,323.39 25,857,415,570.16 -2.83 

主要财务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8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82 -5.34 减少 1.48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94 -6.43 减少 0.51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16.47 6.64 增加 9.83 个百分点 

1、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71.28%，主要是①受本报告期受部分销售

订单项目执行进度延后影响，②2023 年度新增订单不足同时 2024 年上半年度大

部分新增订单尚不具备交付条件，产品交付量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导致本报告

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 

2、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较上期减少 8.92 亿元，主要是销售商

品收到的现金减少，同时因为备货较多支付较多到期应付账款和到期票据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1、产品前沿占位与精细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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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风机产品实现了全功率与全场景覆盖，可根据不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进

行差异化设计。并且还可为各类产品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助力客户实现更高效

稳定的项目运营与投资回报。公司在直驱、双馈技术路线的经验与积累基础上，

较早布局高可靠性、紧凑型的半直驱路线，报告期内下线“Poseidon”海神平台第

三代产品，覆盖国内全海域市场，并配合新优化的整机控制策略，在危险工况下

能有效保护机组、提升可靠性。公司在每台风机上都安装了智能终端，为故障诊

断、运维提升提供有效支撑的同时能够为客户形成数据资产。同时，公司已布局

多个测试验证基地及样机试验基地，结合从材料、部件到整机的贯穿全生命周期

的测试，报告期内同期全球最大的 40MW+滨海试验台投入使用，助力为客户提

供“高可靠、可信赖”的全生命周期综合最优的解决方案。 

长期的技术深耕与前瞻性的产品布局有力支撑了公司未来发展与市场竞争

力。基于自主研发的海上“Poseidon”海神平台和陆上卓越平台，公司根据市场

当前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开发了多款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海陆大兆瓦风电机组。报告

期内，公司完成海上 18MW 级别机组下线，该机组可根据市场与客户需求升容

至 20MW，有效满足市场对大容量风机的需求；在深远海应用场景具备较好技术

经济优势的 16MW 海上低频机组正在车间组装，将于三季度完成产品组装与测

试。公司完成截止目前全球最大容量的构网型陆上 10MW 级风机下线，该风机

针对沙戈荒中高风速项目环境与大容量机型需求定制化开发，同时为沙戈荒环境

进行了整机特殊设计，以高质价比助力大基地建设。 

同时，公司持续关注运维服务能力提升，紧密跟踪海上风电逐渐向深远海发

展的趋势，率先在行业内推出专业 SOV 运维母船交通方案。公司定制的亚洲首

制海上风电 SOV 运维母船已于报告期内顺利完成首次风场实效试航，为后续成

功实施深远海运维打下坚定基础。 

2、核心技术与研发体系优势 

公司采取开放式研发策略，除上海研发总部以外，还成立了欧洲研发中心、

北京研发中心、杭州研发中心、大连研发中心、西安研发中心及兰州研发中心。

公司与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兰州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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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充分运用风电领域的国内外优势资源，建立了产学研合作体系，构建了产

品、技术、研发的进步与创新的重要引擎。公司具备国内较强的整机及关键部件

设计能力，具备了以叶片技术、控制技术为代表的风机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具备

了领先的装备制造能力，形成了由数字化顶层设计、智能化生产制造、整机系统、

核心部件、风电场等各个级别组成的核心技术体系优势。 

此外，公司积极布局核心部件技术穿透领域，对驱动链（主要包括齿轮箱、

发电机）、叶片、混塔等核心部件推进自研自制，加强了对核心部件从设计、生

产工艺等方面的技术掌控力。报告期内，公司叶片制造基地均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首个项目的 S98 叶片成功发运；S111 叶片已在 EW10.0-230 机组上得到应用。同

时，公司自主开发了两款用于陆上卓越平台的双馈齿轮箱，可提高扭矩密度、降

低成本。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13MW 及 16MW 的海上水冷半直驱发电机自研，

其中 13MW 发电机部件已完成样机制造；此外，公司完成 10MW 级别自研自制

混塔的设计并获取批量订单，预计下半年实现批量交付。 

3、市场区域覆盖与业务协同优势 

公司通过全国性的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实现了全国各地重点市场客户、资源、

人才的覆盖，构建了辐射全国各地的高效高质量服务体系与能力。报告期内海陆

销售团队融合、客户线与区域协同作战，建立关键情报协同体系，依托上海电气

资源及大客户总监体系，分级维护与地方政府、客户的紧密关系，提升覆盖率，

增加赢率。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是拥有 120 年历史的工业品牌，其具备风光储氢及高

效清洁能源、工业驱动、输配电等多能源要素的装备制造与解决方案能力，在能

源融合发展背景下具备组合拳优势。在面临多种复杂能源供需项目时，公司可以

基于上海电气现有解决方案能力，整合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从而形成竞争

优势。 

4、产品品牌优势 

公司经过多年经营发展，已形成全面的产品体系、过硬的产品质量、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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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能力。公司在发展中，建立了中国最大的海上风电样本库，在 2015-2022 年

连续 8 年海上风电新增装机量全国第一，在 2016 年、2021 年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量全球第一，在 2023 年内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千万千瓦。同时，在多个

中国风电发展里程碑时刻留下印记，包括中国首个平价上网的风电项目、中国首

个批量安装 3MW 级别以上风机的风电项目、中国首个海上“双十”项目、全球首

个深远海漂浮式风电与海洋牧场养殖一体化设计项目、国家千万千瓦级粤东海上

风电基地首批示范项目等，进一步奠定了“上海电气”品牌在中国海上风电领域

的领先地位、在中国风电领域的先进地位。 

（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通过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及市场信息，查阅公司招

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等，未

发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 1-6 月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20,067.28 28,161.01 -28.74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20,067.28 28,161.01 -28.74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

比例（%） 
16.47 6.64 

增加 9.83 个百分

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二）研发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研发项目进展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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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

规模 

本期投入金

额 

累计投入金

额 

进展或阶

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前

景 

1 

关键核心零

部件技术穿

透（二期） 

29,599.80 2,150.51 16,382.32 

上年度结

转项目，

处于开发

验证阶段 

通过关键核心

零部件的技术

穿透，大大降低

设计成本，且提

升关键核心零

部件的设计质

量和可靠性 

穿透各部件核心技术；

提升风机可靠性和成

本竞争力 

提供具有市

场竞争力、

高可靠性、

低成本的海

陆大兆瓦风

力发电机部

件 

2 

海上大兆瓦

产品研发（二

期） 

50,000.00 7,411.64 41,147.87 

上年度结

转项目，

处于开发

验证阶段 

适应我国全部

海域的海上风

电项目 

产品继承了经过验证

的平台技术，保证了风

机可靠性；通过模块化

设计，保证部件的复用

率，提高供应链的成熟

度；同时通过大叶片技

术、先进控制策略及电

气系统优化设计，在降

低风机载荷同时获得

最佳的性能表现，保证

良好的发电收益。提升

风机容量，降低风电场

建设成本；产品技术属

于国内领先 

为深远海市

场提供具有

市 场 竞 争

力、高可靠

性、低成本

的海上大兆

瓦风力发电

机组以及大

兆瓦漂浮式

风机 

3 
陆上大兆瓦

产品研发 
25,000.00 2,367.58 17,904.88 

上年度结

转项目，

处于开发

验证阶段 

主要面向三北

和中东南部等

低、中、高风速

市场的 6MW等

级以上的平台

化产品。在陆上

无补贴时代，降

低项目度电成

本的大型化平

台化系列产品，

基本能够覆盖

陆上 90%以上

的市场区域，尤

其是点位资源、

风资源和运输

条件受限的区

域。 

该项目打造单机容量

6MW 等级以上陆上产

品平台。该平台产品基

于发电量分布的整机

系统性设计、叶片动态

气动设计，优化整机发

电性能达到最优；集成

整机系统多目标寻优、

紧凑型传动链、超大型

高效叶片、基于模型控

制和独立变桨等多项

新技术，实现风机整体

尺寸小、重量轻的目

标；采用供应链深度协

同开发模式，构建低成

本、有交付保障的供应

链；并通过全方位多层

次的测试验证，实现零

缺陷的设计闭环。以更

覆 盖 陆 上

90%以上的

风电市场区

域，尤其是

点位资源、

风资源和运

输条件受限

的区域，可

满足国内绝

大部分低、

中、高风速

风电市场开

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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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

规模 

本期投入金

额 

累计投入金

额 

进展或阶

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前

景 

低的度电成本满足常

规和大型基地项目的

收益需求 

4 
陆上新一代

产品研发 
32,000.00 4,258.05 6,188.22 

上年度结

转项目，

处于开发

验证阶段 

陆上全新一代

“卓越 ”平台产

品，创造高可

靠、可信赖的平

价风力发电机

组，平台机组容

量等级覆盖 5.X

兆瓦至 10.X 兆

瓦。产品重点目

标市场为中东

南、西南、东北、

北方局部的超

低风速、低风速

区域；三北及新

疆等区域的中

高风速、中低风

速区域。 

卓越平台采用高低功

率组合，低功率机组核

心零部件采用了供应

链成熟可靠的产品，经

过运行检验；高功率机

组主要零部件技术参

数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应用了多项创新技术，

例如分区散热管理、双

面主梁碳板叶片、先进

控制策略、多层数字化

产品融合等，综合实现

较优的整机技术水平。 

为三北等地

区沙戈荒大

基地项目和

南部、东北

地区超低风

速、低风速

区域市场提

供具有竞争

力的风机产

品 

5 

全生命周期

设计优化技

术研究（二

期） 

7,295.60 869.15 6,863.62 

上年度结

转项目，

处于开发

验证阶段 

通过风电场设

计优化关键技

术研究及示范、

技术穿透及验

证优化，持续提

升风电机组可

靠性及风电场

性能 

整机和风电场整体性

能最优 

进一步提高

风电机组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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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

规模 

本期投入金

额 

累计投入金

额 

进展或阶

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前

景 

6 

深远海和综

合能源技术

研究（三期） 

44,618.00 1,019.63 7,597.77 

上年度结

转项目，

处于开发

验证阶段 

以新兴的深远

海和综合能源

风电市场为目

标，开展对固定

式和漂浮式风

机一体化设计

技术研究、设计

新型式过渡水

深和深远海漂

浮式基础、漂浮

式示范工程研

究、海上综合解

决方案技术研

究、综合能源利

用技术研究、

16MW 机型车

间组装调试等 

设计适应中国海域条

件的漂浮式基础型式，

综合能源示范属同期

国内最大容量 

应用于漂浮

式风机新产

品的开发 

7 

新一代数字

化和云服务

平台开发（二

期） 

12,888.60 1,721.91 6,881.97 

上年度结

转项目，

处于开发

验证阶段 

深化数字化技

术研究、数字化

产品的研发，通

过先进降载技

术及数字化产

品集成应用，增

强产品的竞争

力、提升产品性

能、降低产品成

本为目标 

新一代数字化和云服

务平台开发（二期）将

在一期的基础上进行

夯实优化，针对开发的

工具/软件或已经使用

的商业软件进行二次

开发，建立持续优化机

制；开发功率预测技

术；通过数据赋能为产

品全生命周期提供服

务等各类技术渗透不

断优化风机的可靠性，

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进一步实现

风机运行监

控数字化管

理，实时掌

握风机运行

状态，及时

解决风机运

行过程中问

题 

合计 / 201,402.00 19,798.46 102,966.65 / / / / 

数据来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通过查阅公司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基于前述核

查程序，保荐人未发现公司存在新增业务。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制度、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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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对账单和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并对大额募集资金支付进行凭证抽查，查阅

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程序文件，实地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场，

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使用进度，取得上市公司出具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基于前述核查程序，保荐人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并予以执行，募集资金使用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基

于前述检查未发现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05,853,394 股，报告期内股份增加 520,000 股。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2023 年 12 月

31 日持股数 

2024 年 6 月

30 日持股数 

报告期内股份

增减变动量 

增减变动

原因 

乔银平 董事、董事长 20,100 42,540 22,440 
公 司 董

事、监事

及高级管

理人员实

施增持公

司股份计

划 

王勇 董事、总裁 15,478 33,248 17,770 

王红春 职工代表监事 15,053 33,153 18,100 

王明军 副总裁（离任） 15,470 23,430 7,960 

吴改 董事、副总裁 21,700 40,255 18,555 

刘向楠 董事、副总裁 12,588 29,376 16,788 

黄锋锋 
董事会秘书、财

务总监 
19,658 40,658 21,000 

注：王明军先生已于 2024 年 03 月 12 日辞职，详见公司董事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十一、保荐人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未发现应当

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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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