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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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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总收入

224.57亿元

同比 + 11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74亿元

同比 + 92.84%

基本每股收益

0.95元

同比 + 79.25%

⚫ 风机对外销售容量 5.66GW，同比增长132%

⚫ 陆上风机 4.75GW，同比增长138%

⚫ 海上风机 0.91GW，同比增长106%

⚫ 风机制造业务毛利率16.89%，同比下降2.33个百分点注

⚫ 新能源电站并网容量1.08GW，在建容量2.65GW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1%

同比 + 3.66个百分点

2020年主要经营业绩

注：本年度依据新会计准则运输费计入成本



4图片来源：阳江南鹏岛风电项目

经营回顾

财务分析

行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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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总结

保持国际国内风电龙头
地位

海上风电市占率显著提升，
市场龙头地位得以夯实

收入和利润均实现跨越式
增长，投资回报显著

领跑国内机组大型化赛道，
半直驱技术优势逐渐显现

在手订单容量维持高位，
MySE产品得到市场认可

坚持“滚动开发”运营模式，
开发规模显著上升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公司在中国风电新增装

机市场占有率约为10%，连续六年

位居国内前三；在全球风电新增装

机量排名中位居第六位。

2020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224.57

亿元，同比上升114.02%；实现归母

净利润13.74亿元，同比增长92.84%；

公司加权平均ROE为15.71%，同比增

加3.66个百分点，投资回报显著。

2020年，公司风机对外销售容量为

5.66GW，同比增长132.04%；截至

2020年底，公司在手订单13.88GW，

在经历抢装潮后依旧维持高位，产品

深受业主信赖。

2020年，中国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3.06GW，公司海上风电交付规模

905MW，占比达到29.5%，较

2019年上升7.3个百分点。

截至2020年底，公司已投产新能源电站
容量达 1.08GW，在建装机容量约
2.65GW，规模显著上升。公司亦实现
了数个成熟风电场的转让，获得合理溢
价且大幅缩短资金回收期，公司风电场
“滚动开发”运营模式成效凸显。

2020年，公司3MW及以上机型在交

付项目中的占比提升至92.82%，在当

年新增订单中占比提升至98.28%，在

在手订单中占比提升至94.79%，领跑

国内机组大型化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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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订单

• 2020年，公司新增订单4.31GW，有所下滑

• 新增订单中陆上订单约3GW、海上订单约1.3GW

• 2020新增订单中，陆上机组占比约为71%，海上机组占比约为29%

• 单机功率3MW及以上机组占比合计达98.28%，同比上升约2个百

分点，继续领跑国内机组大型化

1,660 1,920 
3,290 

5,073 

11,128 

4,311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GW)
＜3MW 0.07, 

1.72%

3.XMW 1.88, 

43.61%

4.XMW 0.94, 

21.71%

5.X（陆地）

0.23, 5.34%

5.X（海上）

0.10, 2.32%

6.X（海上）

0.75, 17.42%

8.X（海上）

0.34, 7.89%

4.31GW

(GW)

年度新增订单 新增订单按机型拆分

2020年，公司新增订单4.31GW，海上机组订单占比接近三成，新增订单几乎均为3MW及以上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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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订单

• 截至2020年底，公司风机在手订单总容量约13.88GW

• 其中，待执行订单容量为10.14GW，已中标未签合同订单容量为

3.74GW

• 截至2020年底，公司风机在手订单中，陆上机组占比为59%，海上

机组占比为41%；海上机组占比较去年增加4个百分点

• 公司在手订单中，3MW及以上机型占比94.79%，同比上升约3个

百分点， 4MW及以上机组占比达58.97%，同比上升8.36个百分点

<3.0MW 0.72, 
5.2%

3.XMW 4.97, 
36%

4.XMW 2.54, 
18%

5.XMW 0.10, 
1%

5.XMW (海上) 

2.06, 15%

6.XMW (海上) 

3.17, 23%

7.XMW (海上) 

0.08, 0.6%

8.XMW (海上) 

0.24, 1.8%

13.88GW

(GW)

2.38 2.15 2.70 
4.47 

10.35 10.14 

0.65 0.86 
2.16 

2.60 

5.40 
3.7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待执行订单

已中标未签合同订单

(GW)

风机在手订单容量 在手订单按机型拆分

2020年底，公司在手订单13.88GW，海上风机订单占比继续提高，4MW及以上机型占比接近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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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机组对外销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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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4%

+35.84%

1,448
1,796

2,439

+132% 5658

• 2020年，各季度风机对外销售容量分别为719MW、1304MW、1774MW、1861MW，合计出货量5658MW，同比增长132%

• 公司3.XMW及以上机型销售占比92.82%。其中， 3.XMW以下平台机型销量406MW、3MW-5MW平台陆地机型销量4347MW、5.XMW海上机型

销量770MW、6.XMW与7.XMW平台机型销量合计136MW

• 按海陆分类来看，陆上风机出货量约为4753MW，同比增长137.9%，海上风机出货量约为905MW，同比增长105.7%

公司风机对外销售容量

2020年，公司对外销售容量增长132%，陆上风机、海上风机出货量均实现翻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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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运营业务

• 公司装机量较大的几个省份的自营风电场，平均利用小时数均超过

了全国平均水平

• 2020年底，公司新能源电站并网装机容量约1.08GW，在建装机容

量约2.65GW

• 2020年，公司共完成4个项目的出让工作，对应容量198MW

428

779 741

1080

468

700

994.5

2648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自营电站并网量

在建项目

（MW）

自营电站并网及在建容量

2155

2350 2334 2375

2097

1588
1520 1555

1160

内蒙 河北 河南 新疆 全国平均 内蒙 云南 陕西 全国平均

风电 光伏

（小时）

自营风电/光伏电站年平均可利用小时数

2020年底，公司自营风场并网容量突破1GW，在建容量突破2GW，报告期售出电站198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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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成果

2020年，公司研发投入7.41亿元，同比增长58.7%。公司继续以“产业链全局观”谋划产品与产业链协

同创新。

类别 整机类 部件类 技术类 其他 合计

重大项目 15 16 6 - 37

重点项目 2 4 9 - 15

一般项目 5 38 3 46

合计 17 25 53 3 98

◼ 完成亚洲陆上运营最大单机容量机型MySE5.2-166并网运行

◼ 完成海上大叶片机型MySE6.45-180、MySE8.3-180样机吊装

◼ 推出海上大容量机型MySE11-203、陆上大容量机型MySE6.25-182/173

◼ MySE5.0-81A1碳玻混预埋叶片下线

2020年重点研发项目统计

主要成果

2.87 3.03 

2.52 

4.67 

7.41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人民币亿元）

研发投入



11

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明阳秉承“发展清洁能源，造福人类社会”的企业使命，始终把社会责任融入于企业经营管理中。

环境 社会 公司治理

废气排放

非甲烷总烃排放量：414千克

研发

研发技术人员：1713人 资产总额：516亿元（同比增长：49%）

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量：6.232千克 研发技术人员比例：16.86% 营业收入：224.57亿元（同比增长：114%）

氮氧化物（NOx）排放量：1,487.36千克 研发投入：6.01亿元 归母净利润：13.74亿元（同比增长：93%）

硫氧化物（SOx）排放量:275.56千克 研发占营业收入比例：2.7% 基本每股收益：0.95元（同比增长：79%）

废水排放

生化需氧量（BOD）排放量：1.39吨

员工

员工总数：10,163人 全球风电新增装机量排名：第六名

氨氮（NH3-N）排放量：0.01吨 劳动合同签订率：100% 中国风电新增装机量排名：第三名

生活废水排放量：339,705立方米 社会保险覆盖率：100%

废弃物排放
所产生的有害废弃物总量：566.69吨 硕士及以上员工：506人

所产生的无害废弃物总量：23,790.96吨 女性员工：1,320人

能源使用 耗电量：59,050,705千瓦时 少数民族员工：2,008人

能源使用

天然气消耗量：20,810,569立方米 举办培训场次：113场

液化石油气消耗量：24,895立方米

汽油、柴油消耗量：157,712升

耗水量：507,843立方米

2020年可持续发展关键指标

•CEO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能力建设

•制定社会责任战略、督导社会责任工作
战略决策

•建立环境指标、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的衡量指标

•制定执行计划、协调沟通管理
责任管理

•设立战略与可持续发展部

•可持续发展工作专业化执行机构
责任执行

•社会责任指标评价

•社会责任工作总结、编制社会责任报告
综合评价

社会责任组织体系



12图片来源：锡林浩特市风电供热项目

经营回顾

财务分析

行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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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与净利润、ROE

• 2020年公司实现营收224.57亿元，同比增长114.02%

• 2016-2020年，公司营收年复合增长率36.23%

• 2020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3.74亿元，同比增长92.84%

• 2020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15.71%，较2019年上升

3.66个百分点

65.20 
52.98 

69.02 

104.93 

224.57 

0

50

100

150

200

25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36.23%
（人民币亿元）

+114.02%

3.15 3.56 4.26 

7.13 

13.74 

8.93% 9.34%
10.05%

12.05%

15.71%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归母净利润

加权平均ROE

+92.84%

（人民币亿元）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及净资产收益率

2020年，受益于风机制造业务板块的带动，公司营业收入、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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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营业收入与净利润

• 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73.3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3%，环比增长7.73%

• 分季度来看公司盈利能力保持稳定，归母净利润稳重有升

23.64 
17.46 

22.69 

31.95 32.83 
29.78 

53.43 

68.05 
73.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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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亿元）

1.67 

0.39 

2.95 

1.80 1.99 
1.47 

3.83 4.02 
4.41 

7.13%

2.05%

12.60%

5.43% 5.06% 4.85%
7.05% 5.73% 6.02%

-0.4

-0.3

-0.2

-0.1

0

0.1

0.2

18Q4 19Q1 19Q2 19Q3 19Q4 20Q1 20Q2 20Q3 20Q4

归母净利润

净利率

（人民币亿元）

季度营业收入 季度归母净利润及净利率

2020年第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环比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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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8%

4.41%
2.32%

风机制造板块占比

电站运营占比

其他占比

224.57亿元

收入构成

• 公司风机制造板块销售收入209.47亿元，同比上升126.76%

• 电站运营收入9.90亿元，同比增长31.30%

历年收入构成

62.62 49.88 61.09
92.38

209.47

0.42 
2.23 

6.28 

7.54 

9.9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风机制造板块收入
电站运营收入
其他收入

93.28%

88.03%
88.50%

2020年，风机制造板块、电站运营收入均有增长，风机制造板块占比有所提高。

2020年收入构成占比

• 2020年，得益于风机销售的大幅增长，风机及配件业务占比提高

至93.28%，提高5.25个百分点

• 发电收入保持增长，占比下滑2.78个百分点至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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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净利率与期间费用率

• 2020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为18.57%，较2019年下降4.09个百分点

• 2020年公司净利率为5.81%，较2019年下降0.49个百分点

• 剔除运输费计入成本的影响，整体盈利能力保持稳定

• 2020年公司期间费用率为11.00%，较2019年下降6.91个百分点

• 按照新会计准则，风机产品运输费由销售费用调整进入成本，造成一

定的影响

25.87% 26.58%
25.08%

22.66%

18.57%

4.42%
6.20% 6.12% 6.30% 5.81%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毛利率

净利率

19.28%

23.53%
22.23%

17.91%

11.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毛利率及净利率 期间费用率

2020年，公司盈利能力保持稳定，受运输费用调整至成本影响，毛利率、期间费用率均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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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
49.88

61.09

92.38

209.47

25.86%
24.87%

20.92%
19.22%

16.89%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风机及配件收入

毛利率

+126.74%
（人民币亿元）

风机及配件销售业务

风机及配件销售业务

2020年，风机及配件销售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对外销量增长132%。

◼ 对外销售容量实现5.66GW，同比增长132.04%

◼ 陆上风电约4.75GW，同比增长137.9%

◼ 海上风电约0.91GW，同比增长105.7%

◼ 风机及配件销售业务毛利率16.89%，同比下降2.33

个百分点

◼ 根据新会计准则要求，运输费用调整计入成本，不追

溯调整往期，导致表观毛利率有所下降。剔除运输费

计入成本的影响，制造板块毛利率稳中有升

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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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

电站运营业务

◼ 2020年，公司实现发电业务收入9.90亿元，同比增长

31.30%；占总营收比例为4.41%

◼ 报告期内，发电量为20.4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34%

◼ 发电业务毛利率为61.72%

◼ 市场化交易占比26.55%

电站运营收入

2020年，公司自营电站规模进一步提高，发电收入也同比例增加。

主要指标

0.42 

2.23 

6.28 

7.54 

9.90 

54.19%

65.85%
68.04%

64.47%
61.72%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发电业务收入 毛利率

（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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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净现金流与合同负债变化情况

• 2020年，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为36.31亿元 • 受益于行业高景气度，公司在手订单容量及金额连年攀升，合同负

债随之进一步增长

• 2020年，公司合同负债项金额为85.60亿元

0.91 

12.93 

2.76 

57.55 

36.31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人民币亿元）

8.27 6.44 

18.64 

68.59 

85.6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人民币亿元）

经营性净现金流 合同负债注

2020年，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继续保持净流入。

注：2019年及之前为预收款项科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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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及应付账款周转天数概览

• 2020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68天，较2019年下降108天 • 2020年，公司应付账款周转天数为125天，较2019年下降72天

261 

299 

246 

176 

68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312 

383 

278 

197 

12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

2020年，业务商业环境改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与应付账款周转天数进一步下降。



21图片来源：湛江外罗海上风电项目

经营回顾

财务分析

行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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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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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内风电新增装机量历史新高

• 2020年，政策影响下，国内风电行业需求大幅提高，新增并网装机量创历史新高。初步估计，风电装机量在总装机中比例达到12.8%

• 截至2020年底，我国风电、光伏合计装机量达535GW，在总装机中比例达到24.32%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

全国并网装机量创新高

2020年，全国新增风电并网装机量71.67GW，累计装机量达到282GW，同比增长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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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千瓦时）

全国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进一步提升

• 2020年，我国风电发电量增加6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5%，发电量占比接近6.3%

• 风电、光伏发电量占比进一步提高，合计约9.8%左右。其中，风电占比提高0.75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国家统计局

全国风电、光伏发电量及占比

2020年，风电发电量在全国发电量中占比突破6%，发电量同比增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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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上风电装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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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5 6,067

50.5%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

历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量分布

2020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量继续保持了6GW，其中中国装机量占比进一步提高至50.5%。

• 中国海上风电装机量保持了高速增长，近5年年化增速53.4%

• 除英国的国外，欧洲其他地区装机量也开始迅速提高

中国, 50.45%

荷兰, 24.62%

比利时, 

11.00%

英国, 7.96%

德国, 3.91%
韩国, 0.99%葡萄牙, 0.28%

美国, 0.20%

6067MW

2020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量分布

• 2020年，中国海上风电装机量占比达到50.45%

• 截至2020年底，我国累计海上风电装机量约90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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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地区装机量占比达到60%

• 2020年，全国弃风限电情况稳中有降，下降至3.4%，平均利用小

时数达到2097小时

• 2020年，“三北”地区新增装机量占比合计达到60%，较2019年比例

提高十个百分点

• “三北”地区并网环境持续改善，装机空间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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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风率（右轴）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

2020年全国弃风率进一步下降 2020年各地区新增并网容量占比

2020年，在全国新能源消纳环境保持良好，弃风率稳中有降，为风电装机创造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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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内市场公开招标容量34.81GW

• 2020年，公开市场招标量有所下降，公开招标容量（已开标）34.81GW，同比下降27.3%

• 2020年四季度，市场招标量有所回升，达到16.54GW，较去年同比增长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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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统计口径为项目开标日期（非发标日期）

国内公开市场招标量

2020年，国内市场招标略有下降，四季度招标量同比增加128%，较往年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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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与碳达峰目标确定

◼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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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1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

自主贡献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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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将说到做到！

◼ 2020年12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

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 2020年12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

◼ 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强调“要把碳达峰、碳中和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

中和的目标”，指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

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

中国

美国

印度俄罗斯日本

德国

伊朗

韩国

伊拉克

沙特阿拉伯

加拿大

世界其他国家

“3060”目标明确 2019年全球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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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北京宣言：开发30亿风电，引领绿色发展

◼ 2020年10月，北京国际风能大会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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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提出契合国家碳中和战略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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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网荷储一体化与多能互补

先进技术突破、体制机制创新、多能统筹规划
市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中长期和现货市场，无歧视引入市场主体

网架：一体化电网结构加强，保障电源、自备应急电源配置，一体化运营方案

技术：储能、灵活性改造、通信技术、智能化技术、大数据，提升调节能力

构建源网荷储高度融合的发展路径，

包括区域级、市县级、园区级等不同

规模等级，优化整合电源、电网、负

荷资源.

源网荷储一体化

存量常规电源，合理配置储能，统筹

各类电源规划、设计、建设、运营，

有限发展新能源。

多能互补（风光水火储）

◼ 2021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下发了《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

◼ 区域（省）级重在“市场建设”、市（县）级重在“网架规划”、园区级重在“技术应用”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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