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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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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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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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

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

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

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

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

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

持续督导协议，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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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荐机构已与电气风电签订承销及保

荐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

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备案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

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1 年上半年度电气风电在持续督导

期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

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形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

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

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

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

等 

2021 年上半年度电气风电在持续督导

期间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

项 

5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

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电气

风电的业务发展情况，对电气风电开

展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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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电气

风电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

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电气风电依照相关规定

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督导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行为规范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

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

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

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

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电气风电的内控制度的设

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电气

风电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

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

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人对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信息披

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对信

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

关程序进行了核查，公司已按照监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依法

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公告，确保各项重

大信息披露及时、准确、真实、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

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

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

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

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

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

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

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 

保荐人对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信息披

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对信

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

关程序进行了核查，公司已按照监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依法

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公告，确保各项重

大信息披露及时、准确、真实、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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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

查通知书》（沪证调查字 2021-1-028

号），因上海电气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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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

取措施予以纠正 

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上海电气立

案调查。 

2021 年上半年度，电气风电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1 年上半年度，电气风电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

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

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披

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

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

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 

2021 年上半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

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

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

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

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

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

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

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

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1 年上半年度，电气风电未发生前

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

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

质量。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

荐人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内，对上市

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他人提供

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

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

（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

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2021 年上半年度，电气风电不存在需

要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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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政策风险 

1、国家支持与引导政策调整的风险 

我国风电行业在前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和引导，如

明确上网电价、建立“消纳责任权重引导、并网多元保障、保障性和并网竞争性

配置”等长效机制，以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等。2021 年国家对优惠政策的调整，

将影响风电场投资者投资意愿与风机整机行业景气度，进而传导至公司使整机业

务的市场空间、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抢装潮对公司业绩影响的风险 

为了在风电行业鼓励政策取消前获取补贴，近年来风电行业出现了抢装潮，

行业未来的一部分需求在当期提前实现，形成需求透支的情况。国家补贴自 2022

年全面退出，在海上风电省补不明晰的情况下，风电场投资者投资意愿在抢装潮

之后可能随之下降，导致海上风电整机行业景气度有所下滑。如果公司不能在抢

装潮后获取足量订单，未来可能面临经营业绩下降的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近年来，风电行业发展迅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业集中度较高。市场在

价格方面竞争加剧，2021 年上半年陆上风机价格持续“探底”。同时，由于 2022

年国家补贴全面退出，抢装潮结束后，毛利率较高的海上风机主机价格也将下降。

为应对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公司的竞争对手纷纷在产品研发、市场拓展上加大

投入，并积极寻找新的盈利模式和利润增长点。如果公司未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不能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持续推出高品质的产品，并提供新技术的服务，经营

业绩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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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政策与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公司将通过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重视

关键组件技术研发，实现不同技术路线的巩固与升级发展。通过把握未来大容量、

精细化、定制化等产品趋势，更好的抓住市场机会。通过产品技术进步，提高产

品发电效率、降低度电成本，实现产品成本优化与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公司将持

续打造“一体两翼”业务格局，积极拓展风资源开发与后服务市场，探索综合能

源业务，构建企业多元盈利能力。 

（三）供应链风险 

2020 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呈现快速上涨态势，公司产品涉及的主要原材

料铜、碳钢、硅钢涨幅均超 40%，存在供应链继续涨价风险。在国内抢装背景下，

码头资源紧张，可能导致产品出货时间延长、码头费用增加，影响项目交付和收

益。公司为此将加强供应信息管理，实时掌握供应商及物料市场信息，结合产品

路线，进一步优化供应链；同时推进开发备用码头做资源储备，利用特种工装设

备扩展码头适用范围等工作，积极应对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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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 1-6 月/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2,253,341,802.83 5,637,752,796.87 11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51,476,330.36 104,570,514.22 23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2,937,573.64 55,411,884.16 464.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72,901,315.86 1,930,743,226.32 -22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471,996,122.76 4,324,591,205.51 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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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35,153,899,590.83 31,766,344,403.90 10.66 

主要财务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13 20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13 207.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07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16 2.65 增加 3.5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57 1.40 增加 4.17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2.73 2.35 增加 0.38 个百分点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17.34%，主要系风机交付规模较上年同期上

升使得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22.90%，主要系为确保

海上风机产品的交付，保障产品供应链的稳定，公司本期采购付款大幅增加。 

4、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较

同期增长，主要是营业利润较同期增加所致。 

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增加主要是营业利润较同期增加所致。 

6、公司研发投入绝对金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

入，其中产品和技术研发项目的材料投入及试验试制费用均有大幅增加。同时，

报告期间研发人员数及其平均薪酬均有所增长。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竞争优势具体体现为： 

（一）稳固的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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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入风电行业的企业之一，通过 15 年的积累打造了 7 大研

发中心、11 个生产基地，逐步成长为国内领先的风电整机制造商与服务商。公司

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逐步走出一条产品许可、二次开发、战略合作与自主

研发齐头并进的产品技术路线，成功开拓出一条智能化助推风电进化、数字化赋

能风电未来的发展路径。多年来，公司业务实现了海陆并举均衡发展，在彭博新

能源财经公布的 2020 年全球风电整机商榜单中，公司新增装机容量全球排名第

七，海上第二。 

（二）全覆盖的产品图谱 

公司风机产品实现了 1.25MW 到 8MW 全功率覆盖，根据不同的地理和气候

条件，进行差异化设计，为不同客户需求和客观风资源环境提供定制化产品，实

现陆上和海上全场景覆盖。陆上风电机组针对不同环境特点形成了分别适用于高

温、低温、高海拔、低风速、抗台风等产品系列，海上风电机组针对不同海域特

点形成了高风速、中低风速、抗台风、低温等的产品系列。 

（三）完备的核心技术体系 

依托强大研发团队，公司成功构建数字化顶层设计级别、智能化生产制造级

别、整机系统级别、核心部件级别及风电场级别核心技术体系。 

数字化顶层设计方面，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并自主开发风电场数

字化解决方案“风云”系统。目前，新一代基于模型的控制技术已经应用于公司

新产品开发中应用，为后续产品的数字化竞争力提升提供了支撑。 

智能化生产制造方面，莆田及汕头基地建立的智能化生产流程与制造体系已

应用于部分产品。 

整机系统及核心部件级别方面，公司具备发电机组整机设计、载荷控制、永

磁直驱发电机与变频器耦合、海上基础载荷一体化设计等能力，具备领先的叶片

设计技术，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机组已基本采用自主设计的叶片。 

风电场级别方面，公司具备风电场设计与运维、电网适应性、环保与持续发

展方面技术，可通过运用技术手段实现对风场的精细化规划设计、精益运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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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分析、提升改造，以获得最优的度电成本，从仿真建模、故障穿越、电能质

量、调压调频、振荡抑制等多个方面满足电网的要求，并且具有绿色选址、绿色

设计、绿色施工、绿色运行和绿色回收技术。 

（四）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与专业技术团队 

公司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

建立起一支层次结构合理、专业知识扎实、经验丰富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团队。

公司研发人员涵盖了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测试及运营维护等各环节。管理

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均具有丰富的风电行业从业经验，对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有

着较为准确的判断和认识。与此同时，公司还建立了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和有竞

争力的薪酬体系，为未来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21 年 1-6 月，公司研发投入为 33,411.35

万元，较 2020 年 1-6 月增长 152.69%。 

（二）研发进展 

公司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已经具备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93 个、实用新型专利 144 个、外观设计专利 5

个和软件著作权 31 个。上述专利涵盖了公司产品的各个关键技术领域，体现了

公司在技术研发、设计环节的核心竞争力。 

 
本期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91 28 385 93 

实用新型专利 35 23 198 144 

外观设计专利 0 0 5 5 

软件著作权 15 15 31 31 

其他 75 2 90 3 

合计 216 68 709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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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26 号），并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同意，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

板发行公告》，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共计

533,333,400 股，每股发行价为 5.44 元。该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2,799,069,742.52 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886,258,149.48 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收到银行利息 5,526,552.58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1,918,338,145.62 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对应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8110201013201316394 1,012,785,841.38 

新产品和技术开发

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21907790410608 539,549,030.15 

山东海阳测试基地

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行 
444281514228 292,174,984.46 

后市场能力 

提升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第四支行 

31050165360000003998 46,407,175.90 
海上风电机组柔性

技改项目 

31050165360000003999 27,421,018.62 
陆上风电机组柔性

技改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卢湾支行 
98990078801100001584 95.11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1,918,338,1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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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是否合规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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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 
直接持股数

量（股） 

间接持股数

量（股） 

合计持股数

量（股） 

合计持股占

比 

上海电气 控股股东 792,000,000 8,000,000 800,000,000 60.00% 

金孝龙 董事长 - - - - 

缪骏 董事/总裁 - - - - 

刘国平 董事 - - - - 

张和平 董事 - - - - 

司文培 董事 - - - - 

储西让 董事 - - - - 

张恒龙 独立董事 - - - - 

王永青 独立董事 - - - - 

周芬 独立董事 - - - - 

张艳 监事会主席 - - - - 

王君炜 监事 - - - - 

施蕾 职工代表监事 - - - - 

郑刚 副总裁 - - - - 

张飙 副总裁 - - - - 

黄锋锋 
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 - - - 

康鹏举 核心技术人员 - - - - 

许移庆 核心技术人员 - - - - 

马文勇 核心技术人员 - - - - 

陈晓静 核心技术人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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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文 核心技术人员 - - - - 

马成斌 核心技术人员 - - - - 

蒋勇 核心技术人员 - - - - 

朱志权 核心技术人员 2,700 - 2,700 0.0002025% 

彭明 核心技术人员 - - - - 

刘嘉明 核心技术人员 - - - - 

白宏伟 核心技术人员 - - - -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上述公司或人员持有的电气风电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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