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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Q1-Q3归母净利同比增长81.61%，对外销售容量实现120.76%增长

营收

2020 Q1-Q3：151.26亿元

同比上升10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020 Q1-Q3：9.33亿元

同比上升81.61%

基本每股收益

2020 Q1-Q3：0.68元

同比上升78.95%

2020Q1-Q3 对外销售容量3797MW，同比增长120.76%

2020Q1-Q3 风机制造板块毛利率19.34%，与去年同期相比稳中有升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0 Q1-Q3：12.54%

较去年同期上升 3.65个百分点

2020Q1-Q3 期间费用率13.72%，同比下降4.96个百分点

2020Q1-Q3 公司归母净利润9.33亿，同比增长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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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2016-2020Q3

• 2020Q1-Q3公司实现营收151.2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09.79%

• 2016-2019年，公司营收年复合增长率17.19%

归母净利润及净资产收益率，2016-2020Q3

• 2020Q1-Q3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9.33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81.61%

• 2020Q1-Q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12.54%，同比上升3.65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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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前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09.79%，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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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

行业展望

经营回顾



业绩高速增长，净利快速释放

2020年前三季度重要经营成果

经营回顾

国际国内风电龙头地
位进一步得以巩固

海上风电交付规模继续大
幅上升

前三季度交付量同比增长
121%

领跑国内机组大型化赛道，
半直驱技术优势逐渐显现

降本控费成效显著，盈利能
力稳中向上

“滚动开发”运营模式继续推
进，开发规模显著上升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数据，公司

2019年在中国新增装机市场占有率

约为16%，连续五年居国内前三；

公司2020前三季度新增订单位居行

业前三。

公司精细化运营和精益化管理水平进

一步提高，通过有效整合供应链资源，

为公司完成生产计划提供了有效的保

障.公司2020前三季度对外销售容量

3797MW，同比大幅增长120.76%。

公司2020Q1-Q3制造板块毛利19.34%，

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公司2020Q1-

Q3综合毛利率为20.91%，净利率为

6.02%；公司2020Q1-Q3期间费用率

为13.72%，较2019年同期下降4.96个

百分点。

公司2020Q1-Q3海上风电交付规

模638.4MW，其中MySE5.5MW机

型交付规模同比增长144.44%。

截至公司2020Q3,已投产新能源电站容
量达 945.6MW；在建装机容量约
1075.5MW，规模显著上升。

陆地和海上大兆瓦机型取得重大进展，

成功推出全球最大海陆半直驱机型

MySE6.25-173；成功推出中国第一、

全球第三的11MW海上半直驱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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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前三季度新增订单2.7GW

新增订单，2015-2020Q3

• 公司2020Q1-Q3新增订单2716MW

新增订单按机型拆分，2020Q1-Q3

• 2020Q1-Q3新增订单中，陆上机组占比约为59.8%，海
上机组占比约为40.2%，单机功率3MW及以上机组占比
合计达90.4%

经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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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机”战略得以验证，公司在手订单容量维持较高水平

风机在手订单容量，2015-2020Q3

• 截至2020Q3，公司风机在手订单总容量约14.15GW,同
比增长12.6%；

• 其中，待执行订单容量为11.71GW，已中标未签合同订
单容量为2.44GW

在手订单按机型拆分，2020Q3

• 截至2020Q3，公司风机在手订单中，陆上机组占比为
57%，海上机组占比为43%

• 公司风机在手订单中，单机功率3MW及以上机组占比合
计约93. 64%

经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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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销售容量快速增长

经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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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Q1-Q3各季度分别实现风机对外销容量719MW、1304MW、1774MW

• 2020Q1-Q3累计实现风机对外销售容量3797MW，同比增长120.76%

公司风机对外销售容量



“滚动开发”运营模式持续推进，开发规模显著上升

自营风电/光伏电站年平均利用小时数，2020Q1-Q3

注：公司自营电站年平均利用小时数均为实际发电数据计算得出，并未
考虑实际并网时间影响；

经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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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Q3已投产新能源电站容量达 945.6MW；
在建装机容量约1075.5MW，规模持续上升。

新能源电站并网及在建容量，2017-2020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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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346.5, 37%

西北, 354.1, 37%

南方, 47, 5%

东北, 198, 21%

华北, 34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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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399.5, 37%

新能源电站在建容量分布（MW），2020Q1-Q3新能源电站并网容量分布（MW），2017-2020Q3

“滚动开发”运营模式持续推进，开发规模显著上升

经营回顾

945.6MW 1075.5MW



财务分析

经营回顾

行业展望



92.82%

4.36%
2.82%

92.82%

4.36%
2.82%

2020前三季度风机业务营收约140亿元，毛利率19.34%

风机及配件销售业务

• 公司2020Q1-Q3实现风机及配件销售业务收入140.4亿元，同比增
长121.45%；占总营收比例为92.82%

• 风机业务营收 2019Q1-Q3：63.4亿元；2020Q1-Q3：140.4亿元

• 风机业务毛利率 2019Q1-Q3：19.22% ；2020Q1-Q3：19.34%

发电业务

• 公司2020Q1-Q3实现发电业务收入6.6亿元，同比增长19.27%；
占总营收比例为4.36%

• 发电业务营收 2019Q1-Q3：5.53亿元； 2020Q1-Q3：6.6亿元

• 发电业务毛利率 2019Q1-Q3：64.89%； 2020Q1-Q3：62.65%

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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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前三季度毛利率维持平稳，期间费用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95个百分点

毛利率及净利率，2016-2020Q3

• 2020Q1-Q3公司综合毛利率为20.91%，净利率为6.02%

财务分析

期间费用率， 2016-2020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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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Q1-Q3公司期间费用率为13.72%，较2019年同期下降
4.9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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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净现金流与货币资金情况

经营性净现金流， 2016-2020Q3

• 公司2020Q1-Q3经营现金净流量为32.92亿元，同比显著增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增加

货币资金， 2016-2020Q3

• 截至2020Q3，公司货币资金为106.11亿元，维持历史较高水平

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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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及应付账款周转天数概览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2016-2020Q3

• 2020Q1-Q3，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63天，与去年同
期相比下降162天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2016-2020Q3

• 2020Q1-Q3，公司应付账款周转天数为135天，与去年同
期相比下降100天

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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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回顾

财务分析

行业展望



风电实现规模化发展：累计并网容量已超224GW

中国风电新增并网量及累计并网量（GW），2008-2020Q3

• 2020Q1-Q3中国新增风电并网装机容量13.06GW，截至2020Q3，风电累计并网容量已达223.83GW

行业展望

Source：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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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光伏持续发展，发电量占比连年提升

中国风电、光伏发电量及发电占比，2015-2020Q3

• 2015-2020Q3，中国风电发电量占比稳步上升，从3.23%上升至6.13%

• 2019年，中国风电发电量首次突破4000亿千瓦时

行业展望

Source：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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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前三季度国内市场公开招标容量为18.27GW

中国风电市场公开招标容量统计，2016-2020年1-9月

• 2020年前三季度国内市场公开招标容量为18.27GW

行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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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上风电正穿越技术积累期进入规模爆发式增长阶段

行业展望

• 据Wood Mackenzie预测，未来10年，中国将继续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增装机市场，海上风电装机量或达40GW，

在全球新增海上风电市场中占比约32%，市场增长潜力巨大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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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展望

省份 项目容量（GW）

2019年平价申报项目 4.51

2020年平价申报项目 11.4

已核准平价大基地 34.6

待核准平价大基地 5.2

合计 55.71

平价项目储备充足

各省份平价项目容量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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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行业展望

• 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 目前我国提出的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远远超出了《巴黎协定》“2℃温控目标”下全球2065--2070年左右

实现碳中和的要求。

2010.04.10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习近平指出，到2020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将达到15%左右

2014.06.13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

议

习近平就中国能源战

略发表重要讲话，重

点强调调整一次能源

结构，增加非化石能

源比例

2014.11.16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九次峰会

习近平宣布，中方计

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提高到20%

2015.11.30

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

幕式

习近平作出公开承诺，

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将提高到20%左右

2020.9.22

第75届联合国大会

习近平提出，二氧化

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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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北京宣言：开发30亿风电，引领绿色发展

行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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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北京国际风能大会上，来自全球400余家风能企

业的代表一致通过并联合发布了《风能北京宣言》，旨在顺应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最新要求，通过推动制定更加积极的

产业政策，促使风电产业保持高质量发展，为后疫情时代全球

经济绿色复苏、构建零碳社会夯实基础。

• 宣言提出，综合考虑资源潜力、技术进步趋势、并网消纳条件

等现实可行性，为达到与碳中和目标实现起步衔接的目的，在

“十四五”规划中，须为风电设定与碳中和国家战略相适应

的发展空间：保证年均新增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2025年

后，中国风电年均新增装机容量应不低于6000万千瓦，到

2030年至少达到8亿千瓦，到2060年至少达到30亿千瓦。

一、设定支撑碳中和目标的产业发展规划

二、依法建设良好产业政策环境

三、将风电打造成绿色复苏新动能

四、推动电力消费侧的绿色革命

五、建立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机制。

《风能北京宣言》倡议



开展“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和“源网荷储一体化”

行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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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底国家发改委及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风光水火储一体化”“网源荷储一体化”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指导意见》在能源转型升级的总体要求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基本原则框架下，提出“两个一体化”的范畴与内涵，
强调统筹协调各类电源开发、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效率、适度配置储能设施、充分发挥负荷侧调节能力。

• “风光水火储一体化”侧重于电源基地开发，强化电源侧灵活调节作用，优化各类电源规模配比，确保电源基地送电可持续
性。 《指导意见》强调，要因地制宜采取风能、太阳能、水能、煤炭等多能源品种发电互相补充，并适度增加一定比例储能。

• “源网荷储一体化”侧重于围绕负荷需求开展，充分发挥负荷侧的调节能力，激发市场活力、引导市场预期。《指导意见》
明确，侧重于围绕负荷需求开展，以储能等先进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安全、绿色、高效为目标，创新电力生产和
消费模式，为构建源网荷高度融合的新一代电力系统探索发展路径，实现源、网、荷、储的深度协同。

两个“一体化”发展

针对“风光储一体化”

风光火储一体化 风光水储一体化 风光储一体化

针对“源网荷储一体化”

开展“区域(省)级源

网荷储一体化”建设

开展“市(县)级源网

荷储一体化”建设

开展“园区级源网荷

储一体化”建设



免责声明

本文件不构成或不作为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本公司”)的任何证券的任何认购或发售的要约的一部分、或诱使认

购或发售上述任何证券的任何要约的一部分，也不得被诠释为计划用于邀请上述任何要约、或作为订立任何种类的合同或

承诺的依据、或就该订立合同或承诺而可被依赖的文件、或以本文件劝诱该订立合同或承诺。据此，任何根据或就任何发

售作出的、关于认购或购买本公司的证券的决定必须仅根据载于本公司已发布的正式公告而作出；且本公司无就本文件内

的任何信息作出任何陈述，本公司已发布的正式公告所载的除外。

前瞻性陈述

本介绍载有若干关于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公司管理层的若干计划和目标以及中国风能行业展望的前瞻性陈述。

该等前瞻性陈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不确定因素及其他可导致本公司实际业绩与该前瞻性陈述所明示或暗示的任何未

来业绩重大不同的因素。 该前瞻性陈述乃根据关于本公司目前和未来的业务策略、本公司和其子公司目前运营的政治和

经济环境和将来继续运营之假设而作出。此等前瞻性陈述仅反映公司的管理层截至本介绍之日为止的观点，因此不应依赖

该等前瞻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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