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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公司干式变压器收入分别为 156,015.36万元、183,034.99万元、239,673.98 万元、142,372.22

万元。
①2020年干式变压器收入变动分析
公司 2020 年干式变压器收入为 183,034.99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27,019.63 万元，增长 17.32%，主要系

2020年公司干式变压器销量较 2019年增长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公司 2020年干式变压器产品销量较 2019年增加 4,071,857.00 kVA，增长 19.92%，主要原因为：A、风电

干式变压器国内外销量增长：受益于全球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2020 年公司主要客户维斯塔斯（VESTAS）、
西门子歌美飒（SIEMENS Gamesa）、通用电气（GE）等加大对公司风电干式变压器的采购，导致 2020 年公司
风电干式变压器国内外销量均大幅增长；B、轨道交通领域干式变压器销量增长：2020年公司承接的中国铁
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等客户的轨道交通项目完成通电验收的数量较多，导
致 2020年公司轨道交通领域干式变压器销量有所增长。

②2021年干式变压器收入变动分析
公司 2021 年干式变压器收入为 239,673.98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56,638.99 万元，增长 30.94%，主要系

2021年公司干式变压器销量较 2020年增长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公司 2021 年干式变压器产品销量较 2020 年增加 7,216,962.00kVA，增长 29.44%，主要原因为：A、干式

变压器产能增加：2020年 10月海口数字化工厂投入运营，导致公司 2021 年干式变压器产能和产量较上年
增加，可以满足更多客户订单需求；B、风电干式变压器销量增加：2021年公司积极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下国内新能源领域发展机遇，开拓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客
户的风电干式变压器大额订单，同时 2021年印度地区的风电干式变压器订单金额增幅较大，导致公司风电
干式变压器销量增加；C、水电领域干式变压器销量增加：白鹤滩水电站、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等大型水电
项目采购的公司干式变压器产品于 2021年完成验收并确认收入， 导致水电领域干式变压器销量增加；D、
高效节能领域干式变压器销量增加：东芝三菱电机、西门子（Siemens）等客户基于对公司产品质量的认可，
2021年进一步增加对公司高效节能领域干式变压器的采购；E、 随着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干式变压器产品市
场竞争力进一步提高，2021 年公司在基础设施、工业企业电气配套、数据中心等领域干式变压器销量均大
幅增长。

2）干式电抗器收入变动分析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单价（元/kvar） 126.80 111.33 110.57 115.25
销售数量（kvar） 321,402.00 664,813.60 954,278.10 909,324.00
销售收入（万元） 4,075.50 7,401.47 10,551.53 10,479.87

注：kvar 为干式电抗器的容量单位。
报告期各期，公司干式电抗器收入分别为 10,479.87万元、10,551.53万元、7,401.47万元、4,070.50万元。
①2020年干式电抗器收入变动分析
公司 2020年干式电抗器收入为 10,551.53万元，较 2019年增加 71.66万元，增长 0.68%，主要系 2020年

公司干式电抗器销量增长、销售单价小幅下降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公司 2020 年干式电抗器产品销量较 2019 年增加 44,954.10 kvar，增长 4.94%，主要系公司风能领域优

质客户加大对公司干式电抗器的采购所致。
公司 2020年干式电抗器销售单价较 2019年减少 4.68元/kvar，下降 4.06%，主要原因为：2020 年公司为

部分主要客户研发定制的低单位成本、低单价产品销量有所增加，导致该类产品平均单价有所下降。
②2021年干式电抗器收入变动分析
公司 2021年干式电抗器收入为 7,401.47万元，较 2020年减少 3,150.06万元，下降 29.85%，主要系 2021

年公司干式电抗器销量下降所致。 公司 2021 年干式电抗器产品销量较 2020 年减少 289,464.50kvar， 下降
30.33%，主要系国内干式电抗器销量下降所致。

（2）开关柜系列产品收入变动分析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单价（万元/面） 5.58 3.77 4.22 3.23
销售数量（面） 4,824.00 13,124.00 6,279.00 7,380.00
销售收入（万元） 26,915.75 49,428.97 26,518.16 23,810.09

报告期各期，公司开关柜系列产品收入分别为 23,810.09万元、26,518.16万元、49,428.97万元、26,915.75
万元。

1）2020年开关柜系列产品收入变动分析
公司 2020 年开关柜系列产品收入为 26,518.16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2,708.07 万元，增加 11.37%，主要

系该类产品销售单价增长幅度超过销量下降幅度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2020 年公司开关柜系列产品销售单价较 2019 年增加 0.99 万元/面，增长 30.65%，主要原因为：①2020

年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海利得（002206.SZ）、绵阳惠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优质客户建立良
好合作，对其销售的该类产品对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要求较高，因此销售单价较高；②2020 年公司开关柜
系列产品收入中，销售单价较低的标准化产品收入占比有所下降。

2020年公司开关柜系列产品销量较 2019 年减少 1,101 面，下降 14.92%，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
地区的民用住宅领域项目进度延后所致。

2）2021年开关柜系列产品收入变动分析
公司 2021年开关柜系列产品收入为 49,428.97万元，较 2020年增加 22,910.81 万元，增长 86.40%，主要

系该系列产品销量大幅增长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2021 年公司开关柜系列产品销量较 2020 年增加 6,845 面，增长 109.01%，主要原因为：①2021 年公司

积极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内新能源领域发展机遇，承接了较多风电场项目、光伏上游厂商客户
订单，导致公司风能、太阳能领域开关柜系列产品销量大幅增长；②随着公司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开关柜系
列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高，2021 年公司在基础设施、工业企业电气配套、数据中心等领域开关柜系列产品
销量均大幅增长。

（3）箱变系列产品收入变动分析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单价（万元/台） 31.18 32.84 34.72 28.72
销售数量（台） 619.00 612.00 422.00 356.00
销售收入（万元） 19,298.24 20,097.06 14,653.38 10,223.82

报告期各期， 公司箱变系列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10,223.82 万元、14,653.38 万元、20,097.06 万元、
19,298.24万元。

1）2020年箱变系列产品收入变动分析
公司 2020 年箱变系列产品收入为 14,653.38 万元，较 2019 年增加 4,429.56 万元，增长 43.33%，主要系

2020年公司箱变系列产品销量、销售单价大幅增长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公司积极拓展风能领域的箱变系列产品订单，2020 年公司应用于风能领域的箱变系列产品销量及收

入大幅增长，且该领域的箱变系列产品销售单价较高，拉高了 2020年公司箱变系列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
2）2021年箱变系列产品收入变动分析
公司 2021 年箱变系列产品收入为 20,097.06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5,443.68 万元，增长 37.15%，主要系

2021年公司箱变系列产品销量增长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2020年以来，国内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恢复增长，公司因此加大该领域的箱变系列产品的市场开

拓力度，由于太阳能发电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公司于 2021年公司完成了较多太阳能发电项目的箱变系列产
品验收并确认收入，导致 2021年箱变系列产品销量及收入增长。

（4）电力电子设备系列产品收入变动分析
报告期各期， 公司电力电子设备系列产品收入分别为 16,008.51 万元、3,482.57 万元、3,766.34 万元、

975.88万元，该系列产品主要为应用于光伏电站的一体化逆变并网装置，以下为报告期内公司一体化逆变
并网装置产品销售单价、销售数量及销售收入情况：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销售单价（万元/台） 41.79 40.18 44.13 35.83
销售数量（台） 22.00 69.00 72.00 417
销售收入（万元） 919.42 2,772.58 3,177.70 14,941.78

报告期各期， 公司一体化逆变并网装置的收入分别为 14,941.78 万元、3,177.70 万元、2,772.58 万元、
919.42万元，占电力电子设备系列产品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3.34%、91.25%、73.61%、94.21%。

1）2020年电力电子设备系列产品收入变动分析
2020 年电力电子设备系列产品收入为 3,482.57 万元，较 2019 年减少 12,525.94 万元，下降 78.25%，主

要原因为：受新冠疫情及国内光伏补贴持续下调的影响，2020年公司一体化逆变并网装置的订单及销量减
少。

2）2021年电力电子设备系列产品收入变动分析
2021年电力电子设备系列产品收入为 3,766.34 万元，较 2020 年增加 283.77 万元，增长 8.15%，主要系

2021年公司应用于储能领域的储能变流升压一体机销量增加所致。
（5）工业软件开发与服务收入变动分析
公司于 2018年 10月收购上海鼎格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工业软件开发与服

务。 2021年 12月公司处置上海鼎格 21%的股权后，丧失对上海鼎格的控制权，上海鼎格自 2021年 12月 31
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报告期各期公司工业软件开发与服务收入分别为 1,189.63 万元、1,776.72 万元、
2,530.80万元、0万元。 2019-2021年公司工业软件开发与服务收入逐年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上海鼎格自研
的多款工业软件逐步获得市场及客户的认可，尤其在半导体、汽车制造及其他工业制造领域的收入逐步增
长。

（6）安装工程业务收入变动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安装工程业务收入分别为 3,590.49 万元、1,362.59 万元、5,539.82 万元、2,403.79 万元。

2020年公司安装工程业务收入较 2019年减少 2,227.9万元，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所致。 2021年公司安装
工程业务收入较 2020年增加 4,177.23万元，主要系公司海南的安装工程业务增加所致。

（二）营业成本分析
1、营业成本构成
报告期各期，公司营业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本 159,622.48 99.34% 251,639.25 99.61% 177,315.44 99.95% 160,850.22 98.48%
其他业务成本 1,053.70 0.66% 98.50 0.39% 90.53 0.05% 2,485.76 1.52%
合计 160,676.18 100.00% 252,624.21 100.00% 177,405.97 100.00% 163,335.97 100.00%

公司营业成本主要为主营业务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呈现相同的增减变化趋势。
2、主营业务成本构成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139,717.82 87.53% 211,857.79 84.19% 144,228.17 81.34% 134,427.18 83.57%
直接人工 6,356.49 3.98% 12,973.32 5.16% 11,114.15 6.27% 10,944.28 6.80%
制造费用 9,833.56 6.16% 19,141.55 7.61% 16,422.40 9.26% 15,478.75 9.62%
其他合同履约成本 3,714.62 2.33% 7,666.60 3.05% 5,550.72 3.13% - -
主营业务成本 159,622.49 100.00% 251,639.25 100.00% 177,315.44 100.00% 160,850.22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结构较为稳定，其中直接材料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达 80%以上，
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特点相匹配。

3、分产品的成本构成情况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分产品的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 118,614.98 74.31% 186,144.11 73.97% 140,741.35 79.37% 119,224.46 74.12%
其中：干式变压器 115,547.44 72.39% 180,978.10 71.92% 133,781.29 75.45% 112,269.41 69.80%
干式电抗器 3,067.53 1.92% 5,166.02 2.05% 6,960.06 3.93% 6,955.04 4.32%
开关柜系列产品 22,118.78 13.86% 39,957.28 15.89% 20,796.02 11.73% 18,906.12 11.75%
其中： 中低压成套开关
设备 22,118.78 13.86% 39,957.28 15.88% 20,796.02 11.73% 18,906.12 11.75%

箱变系列产品 16,075.87 10.07% 16,590.50 6.59% 11,636.57 6.56% 7,877.77 4.90%
其中：箱式变电站 16,075.87 10.07% 16,590.50 6.59% 11,636.57 6.56% 7,877.77 4.90%
电力电子设备系列产品 676.90 0.42% 2,815.47 1.12% 2,234.33 1.26% 11,127.45 6.92%
其中： 一体化逆变并网
装置 629.51 0.39% 2,005.83 0.80% 2,034.61 1.15% 10,290.45 6.40%

其他电力电子产品 47.40 0.03% 809.64 0.32% 199.72 0.11% 837.00 0.52%
其他产品及业务 2,135.95 1.34% 6,131.89 2.43% 1,907.17 1.08% 3,714.42 2.31%
其中： 工业软件开发与
服务 - - 1,356.75 0.54% 744.62 0.42% 496.21 0.31%

安装工程业务 2,105.32 1.32% 4,775.14 1.90% 1,162.55 0.66% 3,218.21 2.00%
其他 30.64 0.02% - - - - - -
合计 159,622.48 100.00% 251,639.25 100% 177,315.44 100.00% 160,850.22 100.00%

（三）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1、毛利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营业务毛利 36,491.03 99.23% 76,799.19 98.93% 64,064.50 98.77% 60,467.56 98.98%
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 27,832.75 75.68% 60,931.34 78.49% 52,845.17 81.48% 47,270.78 77.38%
其中：干式变压器 26,824.78 72.94% 58,695.88 75.61% 49,253.69 75.94% 43,745.95 71.61%
干式电抗器 1,007.97 2.74% 2,235.45 2.88% 3,591.48 5.54% 3,524.83 5.77%
开关柜系列产品 4,796.97 13.04% 9,471.69 12.20% 5,722.14 8.82% 4,903.96 8.03%
其中：中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4,796.97 13.04% 9,471.69 12.20% 5,722.14 8.82% 4,903.96 8.03%
箱变系列产品 3,222.37 8.76% 3,506.56 4.52% 3,016.81 4.65% 2,346.05 3.84%
其中：箱式变电站 3,222.37 8.76% 3,506.56 4.52% 3,016.81 4.65% 2,346.05 3.84%
电力电子设备系列产品 298.97 0.81% 950.87 1.22% 1,248.25 1.92% 4,881.06 7.99%
其中：一体化逆变并网装置 289.91 0.79% 766.75 0.99% 1,143.09 1.76% 4,651.33 7.61%
其他电力电子产品 9.06 0.02% 184.11 0.24% 105.16 0.16% 229.73 0.38%
其他产品及业务 339.97 0.92% 1,938.73 2.50% 1,232.14 1.90% 1,065.71 1.75%
其中：工业软件开发与服务 - - 1,174.05 1.51% 1,032.10 1.59% 693.42 1.14%
安装工程业务 298.47 0.81% 764.68 0.98% 200.04 0.31% 372.29 0.61%
其他 41.49 0.11% - - - - - -
其他业务毛利 283.72 0.77% 834.26 1.07% 794.59 1.23% 622.55 1.02%
综合毛利 36,774.75 100.00% 77,633.45 100.00% 64,859.09 100.00% 61,090.11 100.00%

报告期各期，公司毛利主要来源于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开关柜系列产品、箱变系列产品和电力电子
设备系列产品，该四类产品毛利合计占公司综合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97.24%、96.87%、96.43%、98.29%。

2、毛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主营业务毛利率 18.61% 23.38% 26.54% 27.32%
其他业务毛利率 21.21% 45.86% 89.77% 20.03%
综合毛利率 18.62% 23.51% 26.77% 27.22%

3、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及变动总体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毛利率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毛利率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毛利率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毛利率

干式变压器系列 74.67% 19.01% 75.23% 24.66% 80.20% 27.30% 75.23% 28.39%
其中：干式变压器 72.60% 18.84% 72.97% 24.49% 75.83% 26.91% 70.49% 28.04%
干式电抗器 2.08% 24.73% 2.25% 30.20% 4.37% 34.04% 4.74% 33.63%
开关柜系列 13.72% 17.82% 15.05% 19.16% 10.99% 21.58% 10.76% 20.60%
箱变系列 9.84% 16.70% 6.12% 17.45% 6.07% 20.59% 4.62% 22.95%
电力电子设备系列 0.50% 30.64% 1.15% 25.25% 1.44% 35.84% 7.23% 30.49%
其中： 一体化逆变并网装
置 0.47% 31.53% 0.84% 27.65% 1.32% 35.97% 6.75% 31.13%

工业软件开发与服务 - - 0.77% 46.39% 0.74% 58.09% 0.54% 58.29%
安装工程业务 1.23% 12.42% 1.69% 13.80% 0.56% 14.68% 1.62% 10.37%
其他 0.04% 57.52% - - - - - -
合计 100.00% 18.61% 100.00% 23.38% 100.00% 26.54% 100.00% 27.32%

（1）公司产品定价模式及影响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定制化产品和标准化产品，且定制化产品占比较高。 公司产品定价主要

以原材料和外购件、生产相关的人工成本、折旧以及其他费用等成本因素为基础，综合考虑产品类型、技术
难度、工艺要求、市场竞争情况、战略地位、一定的利润水平等因素，最终通过与客户协商或投标的方式确
定产品价格。

（2）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变动总体原因分析
1）公司 2020年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19年减少 0.78个百分点，主要系 2020年公司实施新收入准则，原

通过“销售费用”核算的运输费改为计入营业成本，导致产品单位成本增加所致。 假设未实施新收入准则，
2020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28.84%，较 2019年增加 1.52个百分点。

2）公司 2021年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20年减少 3.16个百分点，主要系 2021年铜线、硅钢等主要原材料
价格上涨所致。

3）公司 2022年 1-6月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21 年减少 4.77 个百分点，主要系铜线、硅钢等主要原材料
价格上涨所致。 鉴于 2021年以来铜线、硅钢等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实际情况，自 2021 年四季度以
来，公司承接新订单时已逐步上调产品售价以抵消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毛利率的影响，例如，2022 年 1-6 月
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平均售价较 2021年增长 8.60%，当期承接同类产品新订单平均价格较 2021 年平均售
价增长 15.54%。

4、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比较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综合毛利率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顺钠股份 19.07% 22.52% 24.37% 28.84%
特变电工（注） 38.33% 30.27% 20.61% 20.61%
许继电气 20.39% 20.58% 20.18% 18.04%
伊戈尔 19.38% 17.10% 20.46% 23.99%
森源电气 未披露 22.09% 17.62% 28.66%
白云电器 14.11% 18.11% 21.34% 23.10%
中国西电 未披露 21.70% 16.50% 21.75%
特锐德 18.97% 21.49% 21.42% 26.52%
平均值 21.71% 21.73% 20.31% 23.94%
平均值（剔除特变电工） 18.38% 20.51% 20.27% 24.41%
金盘科技 18.62% 23.51% 26.77% 27.22%

数据来源：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整理。
注：2019-2021年，特变电工的新能源产业及配套工程收入占比分别为 20.51%、27.63%、32.59%，主要为

多晶硅生产销售及电站建设业务，多晶硅市场供不应求；2019-2021年，特变电工的能源业务收入占比分别
为 17.27%、19.32%、21.88%。 2021年、2022年 1-6月特变电工毛利率较上年增长，主要系多晶硅价格和煤炭
价格上涨及高毛利率产品收入占比提高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略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剔除特变电工），主要系公司产品结构、应用

领域、客户群体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主要产品为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报告期内该系列
产品营业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平均达 76.33%，其产品销售单价及毛利率均高于油浸式变压器；而
报告期各期干式变压器产品中应用于新能源、高端装备、高效节能等领域的专用特种干式变压器收入占干
式变压器总收入的比例平均达 65.30%，特种干式变压器以毛利率较高的风电干式变压器为主；公司报告期
内主要客户为通用电气（GE）、西门子（SIEMENS）、维斯塔斯（Vestas）等国际知名企业，其对产品性能、质量
及定制化要求较高，因此向该类客户销售产品的毛利率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关产品毛利率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 产品类别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顺钠股份 变压器系列 18.74% 22.50% 24.87% 30.54%
伊戈尔 工业控制用变压器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26.11%
平均值 18.74% 22.50% 24.87% 28.33%
金盘科技 干式变压器系列 19.01% 24.66% 27.30% 28.39%

注 1：数据来源：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整理。
注 2：根据公开信息，上表中顺钠股份、伊戈尔的对应产品均主要为干式变压器；特变电工也是公司干

式变压器系列产品的重要竞争对手，但由于其油浸式变压器业务规模更大，并且定期报告中将油浸式变压
器、干式变压器合并披露为“变压器产品”，无法获取干式变压器毛利率数据；许继电气、森源电气未披露变
压器毛利率；中国西电的变压器收入主要为油浸式变压器，因此未在上表中对比。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公司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毛利率略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主要原因为：
公司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性能优异、 质量稳定， 积累了通用电气（GE）、 西门子 (SIEMENS)、 维斯塔斯
（VESTAS）等众多优质客户，产品被应用于风力发电等新能源领域的比重较高，导致公司干式变压器系列产
品毛利率相对较高。 公司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关产品应用领域、客户群体的对比情况
如下：
公司 产品类别 应用领域及客户群体

顺钠股份 变压器系列
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多个城市的轨道交通、数据中心、水利发电站、风力发电站、火
力发电站、光伏能源发电站、核反应堆电站、岸电系统、船舶及海上平台、工矿企
业、商业民用建筑配电站、国家电网及南方电网等电力和配电系统。

伊戈尔 工业控制用变压器 主要应用于节能、环保型设备以及医疗、安防等设备配套，客户主要是国际、国内
一流的工业控制设备制造商，如日立、明电舍、博世、施耐德、艾默生等。

金盘科技 干式变压器系列
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高端装备、高效节能、工业企业电气配套、基础设施、民用住
宅、传统发电及供电、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 公司客户主要为通用电气（GE）、西门
子（SIEMENS）、维斯塔斯（Vestas）等国际知名企业以及大型国有控股企业或上市
公司。

（四）期间费用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销售费用 6,184.89 3.13% 11,533.20 3.49% 8,899.25 3.67% 13,440.09 5.99%
管理费用 10,014.40 5.07% 18,467.02 5.59% 13,228.07 5.46% 12,592.02 5.61%
研发费用 8,149.04 4.13% 15,758.08 4.77% 11,190.53 4.62% 10,146.09 4.52%
财务费用 -679.98 -0.34% 3,547.38 1.07% 2,455.55 1.01% 29.60 0.01%
合计 23,668.35 11.99% 49,305.68 14.93% 35,773.40 14.77% 36,207.80 16.13%

报告期各期，公司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16.13%、14.77%、14.93%、11.99%。 2020年期间费用率下降主要系
2020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收入准则后，公司原通过“销售费用”核算的运输费用改为计入营业成本中的其
他合同履约成本，导致销售费用率下降所致。

1、销售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运输费 - - - - - 4,655.19 3.65%
职工薪酬 3,127.04 5,604.77 54.13% 3,636.32 2.85% 3,535.40 8.54%
办公费 935.19 1,353.94 -6.39% 1,446.43 12.81% 1,282.14 2.13%
宣传推广费 612.75 976.14 18.25% 825.52 -2.30% 844.99 9.08%
售后服务费 420.89 1,083.47 27.53% 849.55 1.43% 837.58 4.73%
业务招待费 198.92 602.78 1.06% 596.46 -9.52% 659.21 7.15%
差旅费 341.66 939.41 59.63% 588.50 -3.70% 611.12 3.59%
保险费 16.46 365.72 -31.88% 536.85 -0.54% 539.75 29.56%
投标费用 239.20 430.23 42.92% 301.03 -14.78% 353.22 -9.90%
股份支付 248.95 110.73 - - - - -
其他 43.85 66.01 -44.33% 118.58 -2.40% 121.49 -18.86%
合计 6,184.89 11,533.20 29.60% 8,899.25 -33.79% 13,440.09 5.48%

报告期各期，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 13,440.09 万元、8,899.25 万元、11,533.20 万元、6,184.89 万元，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99%、3.67%、3.49%、3.13%。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主要为运输费和职工薪酬，具体分
析如下：

（1）运输费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运输费分别为 4,655.19 万元、0 万元、0 万元、0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2.07%、

0.00%、0.00%、0.00%，具体如下：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运输费（万元） - - - 4,655.19
营业收入（万元） 197,450.93 330,257.66 242,265.06 224,426.08
运输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0.00% 0.00% 0.00% 2.07%

注：2020年 1月 1日起实施新收入准则后，公司原通过“销售费用”核算的运输费用改为计入营业成本
中的其他合同履约成本，因此上表中 2020年、2021年、2022年 1-6月运输费为 0万元。

公司与国内客户约定的运费承担方式主要包括客户自提、送货到客户指定地点，与国外客户约定的运
费承担方式主要包括客户自提、送货到国内港口、送货到客户指定地点。

（2）销售人员职工薪酬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人员数量、年平均工资水平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薪酬总额 3,127.04 5,604.77 3,636.32 3,535.40
平均人数 225 202.0 190.0 192.5
人均薪酬 13.90 27.75 19.14 18.37

注：上表中平均人数=（期初人员+期末人数）/2。
报告期各期，公司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金额分别为 3,535.40万元、3,636.32万元、5,604.77万元、3,127.04

万元，销售人员各期人均薪酬分别为 18.37 万元、19.14 万元、27.75 万元、13.90 万元。 2021 年公司销售人员
平均薪酬较 2020 年增幅较大，主要原因为：①2021 年公司销售业绩较 2020 年大幅上升，公司主要销售人
员的奖金等薪酬相应增加；②2021年公司不再享受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保、公积金减免政策。

（3）同行业上市公司销售费用对比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顺钠股份（注） 3.90% 4.60% 6.06% 13.95%
特变电工 2.47% 3.29% 4.99% 5.79%
许继电气 2.29% 3.24% 3.39% 3.69%
伊戈尔 2.51% 2.96% 4.03% 6.18%
森源电气 未披露 6.51% 6.02% 6.51%
白云电器 7.90% 6.02% 6.59% 8.58%
中国西电 未披露 4.15% 3.43% 6.73%
特锐德 5.24% 6.07% 6.13% 7.59%
平均值 4.05% 4.60% 5.08% 7.38%
平均值
（剔除顺钠股份） 4.08% 4.61% 4.94% 6.44%

金盘科技 3.13% 3.49% 3.67% 5.99%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注 1：上表中顺钠股份销售费用率 2019年较高主要系其收入 2019大幅下降所致。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率处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合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率略低

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剔除顺钠股份）的原因如下：
1）公司的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收入占比较高，相比于传统的油浸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一般体积较

小、损耗低、安全性高、散热能力和防潮能力强，这一方面导致公司销售产品的单价和附加值更高，另一方
面凭借这些优良特性干式变压器对油浸式变压器原有部分市场逐步形成替代， 市场竞争程度低于油浸式
变压器；

2）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通用电气（GE）、西门子（SIEMENS）、维斯塔斯（VESTAS）、国家电网、中国铁路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集团客户，集团内部的新客户开发成本较低；

3）公司重视研发投入，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积累了竞争优势，在新能源、高端装备、高效节能等领域拥
有一批优质的大客户资源，公司重点通过技术创新来维护和拓展业务，降低日常销售费用支出。

2、管理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职工薪酬 5,229.20 9,338.01 28.61% 7,260.96 5.38% 6,890.21 13.82%
办公费 1,731.34 3,183.44 43.18% 2,223.39 14.30% 1,945.20 2.13%
折旧与摊销 1,732.29 3,453.86 70.79% 2,022.24 35.19% 1,495.89 12.56%
中介机构费 359.93 629.06 6.33% 591.62 -29.23% 835.92 55.39%
差旅费 204.00 916.35 80.63% 507.32 -23.48% 662.95 25.07%
业务招待费 165.74 447.60 24.34% 359.98 -14.88% 422.93 24.77%
维养费 142.54 275.86 16.02% 237.76 -27.51% 328.00 46.43%
股份支付 383.80 183.74 - - - - -
其他 65.56 39.10 57.66% 24.80 127.28% 10.91 -30.51%
合计 10,014.40 18,467.02 39.60% 13,228.07 5.05% 12,592.02 15.16%

报告期各期，公司管理费用分别为 12,592.02 万元、13,228.07 万元、18,467.02 万元、10,014.40 万元，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61%、5.46%、5.59%、5.07%。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主要为职工薪酬、办公费、折旧
摊销费。

（1）管理人员职工薪酬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人员数量、年平均工资水平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薪酬总额 5,229.20 9,338.01 7,260.96 6,890.21
平均人数 590 532.5 475.5 483
人均薪酬 8.86 17.54 15.27 14.27

注：上表中平均人数=（期初人员+期末人数）/2，包含劳务派遣人数。
报告期各期，公司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金额分别为 6,890.21万元、7,260.96万元、9,338.01万元、5,229.20

万元，管理人员各期人均薪酬分别为 14.27万元、15.27万元、17.54万元、8.86万元。 2021年公司管理人员平
均薪酬较 2020 年增幅较大，主要原因为：①2021 年公司不再享受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保、公积金减
免政策；②2021年公司根据新业务发展需要加大引入高端管理人才。

（2）同行业上市公司管理费用对比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顺钠股份 5.81% 8.60% 8.07% 8.87%
特变电工 3.16% 4.03% 4.13% 4.62%
许继电气 2.97% 3.92% 4.28% 4.28%
伊戈尔 5.07% 4.64% 7.13% 6.91%
森源电气 未披露 10.03% 9.54% 9.45%
白云电器 6.94% 5.41% 5.14% 4.92%
中国西电 未披露 8.48% 8.47% 8.42%
特锐德 6.13% 6.45% 7.04% 7.08%
平均值 5.01% 6.45% 6.73% 6.82%
金盘科技 5.07% 5.59% 5.46% 5.61%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率处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合理水平。
3、研发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职工薪酬 3,878.66 7,183.18 23.85% 5,800.00 2.97% 5,632.73 6.09%
直接投入费用 3,062.28 7,400.33 52.30% 4,859.09 20.65% 4,027.46 5.17%
其他 1,208.10 1,174.57 121.02% 531.44 9.37% 485.89 6.36%
合计 8,149.04 15,758.08 40.82% 11,190.53 10.29% 10,146.09 5.74%

报告期各期，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10,146.09 万元、11,190.53 万元、15,758.08 万元、8,149.04 万元，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52%、4.62%、4.77%、4.13%。

（1）研发人员职工薪酬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年平均工资水平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薪酬总额 3,878.66 7,183.18 5,800.00 5,632.73
平均人数 331 319.0 303.0 300.5
人均薪酬 11.72 22.52 19.14 18.74

注：上表中平均人数=（期初人员+期末人数）/2。
报告期各期，公司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金额分别为 5,632.73万元、5,800.00万元、7,183.18万元、3,878.66

万元，研发人员各期人均薪酬分别为 18.74万元、19.14万元、22.52万元、11.72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
用中职工薪酬逐年增长，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平均研发人数逐年增长，以及逐年提升研发人员整体
薪酬水平所致，2021年公司研发人员平均薪酬较 2020 年增幅较大主要系 2021 年不再享受 2020 年新冠疫
情期间的社保、公积金减免政策所致。

（2）同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和研发费用对比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情形，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和研发费用比较情

况如下：
公司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顺钠股份 4.03% 4.23% 4.03% 4.26%
特变电工 1.11% 4.50% 4.90% 4.25%
其中：资本化研发投入 未披露 0.06% 0.00% 0.01%
许继电气 3.99% 5.14% 4.76% 5.28%
其中：资本化研发投入 未披露 0.24% 0.82% 1.61%
伊戈尔 4.47% 4.08% 4.72% 4.78%
森源电气 未披露 5.41% 5.97% 4.62%
白云电器 3.79% 3.59% 3.19% 3.79%
其中：资本化研发投入 未披露 0.00% 0.00% 0.32%
中国西电 未披露 5.44% 4.91% 4.93%
其中：资本化研发投入 未披露 0.24% 0.97% 1.13%
特锐德 3.59% 4.36% 5.36% 4.80%
其中：资本化研发投入 未披露 0.00% 0.58% 0.45%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的平均值 3.49% 4.59% 4.73% 4.59%
研发费用率平均值 3.49% 4.53% 4.43% 4.15%
金盘科技 4.13% 4.77% 4.62% 4.52%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注：此处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2年 1-6月数据为研发费用数据（不含资本化研发投入）。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处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合理水平，公司研发费用率略

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将技术创新作为公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持续的
研发投入确保了公司产品紧随行业发展趋势，满足客户对于产品技术创新方面的需求。

4、财务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利息费用 1,017.53 1,378.41 225.10% 423.99 -5.47% 448.52 -54.43%
减：利息收入 147.48 223.62 16.11% 192.59 -17.41% 233.17 102.64%
汇兑损失 - 1,851.33 2.27% 1,810.30 - - -
减：汇兑收益 1,777.08 - - -100.00% 654.85 -3.67%
现金折扣 24.12 169.36 -6.78% 181.67 -38.06% 293.30 -28.08%
手续费支出 202.93 371.90 60.18% 232.18 32.07% 175.81 -7.96%
合计 -679.98 3,547.38 44.46% 2,455.55 8,195.35% 29.60 -96.24%

报告期各期，公司财务费用分别为 29.60 万元、2,455.55 万元、3,547.38 万元、-679.98 万元，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 0.01%、1.01%、1.07%、-0.34%。

2020年公司财务费用较 2019年上升，主要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益变化所致。 公司出口业务主要采
用美元、欧元等外币进行结算，受外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报告期各期公司财务费用中的汇兑损益分别为-
654.85万元、1,810.30万元、1,851.33万元、-1,777.08万元。2021年公司财务费用较 2020年上升，主要系借款
增加使得利息费用增长所致。

（五）利润表其他科目分析
1、税金及附加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城市维护建设税 159.04 612.77 483.46 459.24
房产税 155.06 364.14 311.41 259.19
教育费附加 68.40 257.62 218.28 198.39
地方教育附加 45.60 170.23 138.50 129.59
印花税 163.24 301.25 215.73 219.84
土地使用税 65.01 140.64 140.76 134.28
车船税 1.56 2.72 1.30 1.20
其他 0.02 0.03 0.03 0.29
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15.03 34.59 - -
合计 672.97 1,883.99 1,509.48 1,402.03

2、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分析
（1）信用减值损失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95.70 -315.81 -245.16 -34.28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984.72 -2,387.45 -2,828.79 -2,230.42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98.16 -4.07 -1.99 184.38
合计 1,987.18 2,707.33 -3,075.93 -2,080.32

（2）资产减值损失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
值损失 393.94 -889.18 -1,270.31 -1,179.66

其他 -91.83 -109.29 -133.46 69.59
合计 302.11 -998.47 -1,403.77 -1,110.07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制定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政策，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会计
政策计提各项减值准备；公司各流动资产项目减值准备足额计提；各项长期资产状况良好，无闲置，无须计
提减值准备。

3、其他收益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政府补助 967.71 1,426.62 2,140.85 1,910.48
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406.15 617.59 612.43 546.10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561.56 809.04 1,528.42 1,364.38
其他 53.35 26.55 16.62 29.66
合计 1,021.06 1,453.17 2,157.47 1,940.14

报告期内， 公司计入其他收益的主要政府补助明细详见募集说明书“附表四： 公司主要政府补助情
况”。

4、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投资收益分别为 208.68 万元、46.21 万元、-446.25 万元、88.36 万元，占公司利润总

额的比例分别为 0.87%、0.18%、-1.73%、0.85%。 2019年和 2020年投资收益占公司利润总额的比例较低，对
公司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021年投资收益为负，主要系处置上海鼎格股权所致，具体情况如下：2021
年 12月公司签署协议将上海鼎格 21%股权转让给上海格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转让完成
后，公司仅持有上海鼎格 30%股权，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对于处置上海鼎格 21%股权取得的
对价 936.76万元与剩余 30%股权公允价值 1,338.24 万元之和， 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
上海鼎格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 2,870.30万元之间的差额-595.30 万元，计入 2021 年度投
资收益。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分别为 128.96 万元、23.20 万元、1,084.49 万元、-950.44 万元，占
公司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0.54%、0.09%、4.21%、-9.12%。2019年和 2020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占公司利润
总额的比例较低，对公司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021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高，主要系公司购买结构
性存款及远期结售汇产品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高所致。

5、资产处置收益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资产处置收益分别为 930.60万元、2.99万元、-84.22万元、5.95万元，占公司利润总

额的比例分别为 3.89%、0.01%、-0.33%、0.06%，全部为处置固定资产时确认的收益或损失。
6、营业外收支分析
（1）营业外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构成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政府补助 - 861.52 500.00 -
罚没及违约金收入 1.75 297.41 168.14 280.86
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利得 22.83 24.73 - -
其他 101.62 4.86 147.68 159.04
合计 126.21 1,188.52 815.82 439.91

报告期各期，公司营业外收入分别为 439.91 万元、815.82 万元、1,118.52 万元、126.21 万元，主要为政府
补助、客户因延期付款支付的罚息、供应商因供货质量问题支付的赔偿款等。

报告期内，其中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补助项目 依据性文件 类别 所 属 公

司
初始确认
年度

初 始 确 认
金额

损益年度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 年 1-6
月

1
海口市促进
金融业发展
资金

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口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海口市促进金融业发
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海府规[2019]3号)

与收益
相关

金 盘 科
技

2020 500.00 - 500.00 -

2021 600.00 600.00 -

2
美国政府根
据纾困计划
发放的补贴

- 与收益
相关 JST USA 2021 261.52 - - 261.52 -

（2）营业外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支出构成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对外捐赠 11.00 142.50 90.50 11.00
资产报废、毁损损失 3.85 17.28 22.55 4.47
其他 0.05 22.80 17.39 16.51
合计 14.90 182.58 130.44 31.98

报告期各期， 公司营业外支出分别为 31.98万元、130.44万元、182.58万元、14.90 万元， 主要为对外捐
赠。

7、所得税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所得税费用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当期所得税费用 761.95 2,461.02 2,864.14 3,385.48
递延所得税费用 101.65 -253.48 -46.71 -448.82
所得税费用合计 863.60 2,207.54 2,817.43 2,936.66
利润总额 10,420.38 25,751.11 26,011.77 23,906.20
所得税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8.29% 8.57% 10.80% 12.28%

8、少数股东损益
报告期各期，公司少数股东损益分别为-28.84 万元、35.53 万元、81.83 万元、0 万元，占公司净利润的比

例分别为-0.14%、0.15%、0.35%、0.00%，占比较低，对公司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八、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872.90 25,286.89 19,219.92 27,253.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1.27 -45,869.16 -15,461.86 -11,239.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02.43 49,370.19 8,924.88 -9,439.60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备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3,859.15 289,777.98 205,322.45 185,479.01 A
营业收入 197,450.93 330,257.66 242,265.06 224,426.08 B
比值 0.73 0.88 0.85 0.83 C=A/B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9,301.78 208,479.45 143,544.87 112,757.01 D
营业成本 160,676.18 252,624.21 177,405.97 163,335.97 E
比值 0.93 0.83 0.81 0.69 F=D/E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872.90 25,286.89 19,219.92 27,253.14 G
净利润 9,556.77 23,543.57 23,194.34 20,969.54 H
比值 -3.54 1.07 0.83 1.30 I=G/H

报告期各期，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分别为 0.83、0.85、0.88、0.73，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成本的比值分别为 0.69、0.81、0.83、0.93。 上述比值低于 1主要原因为：公
司与部分客户采用应收票据结算，并将部分收到的应收票据背书转让用于支付采购款。 报告期各期，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比值分别为 1.30、0.83、1.07、-3.54。 2019-2021年度经营活动现金
流良好。 2022年 1-6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原因为：1）受收款季节性及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 2022年 1-6月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长幅度小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2）因业务规模扩大及
开展储能等新业务，公司 2022年 1-6月支付材料采购款等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的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净利润 9,556.77 23,543.57 23,194.34 20,969.54
加：资产减值准备 302.11 998.47 1,403.77 1,110.07
信用减值损失 1,987.18 2,707.33 3,075.93 2,080.32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
产折旧 3,801.08 6,601.20 4,772.20 4,145.60

使用权资产摊销 118.43 311.82 - -
无形资产摊销 598.04 1,163.23 938.93 596.74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5.66 - - -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
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5.95 84.22 -2.99 -930.60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8.99 -7.45 22.52 4.47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950.44 -1,084.48 -23.20 -128.96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65.84 2,042.43 639.23 366.65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88.36 446.25 -46.21 -208.68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35.39 -795.63 -760.94 -445.34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237.04 536.04 714.23 -3.49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8,862.99 -38,362.21 -21,597.93 -11,681.9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5,369.66 -23,790.78 -34,824.78 -21,653.54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7,137.54 50,333.34 42,399.98 33,591.61
其他 23.37 559.53 -685.16 -559.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872.90 25,286.88 19,219.92 27,253.14

报告期各期，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差异分别为 6,283.60 万元、-3,974.42 万
元、1,743.32万元、-43,429.67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净利润存在差异，主要系存货及经营性应收应
付项目、折旧摊销、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损失的变动所致。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83,569.99 117,750.00 55,506.73 78,820.4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58.34 925.25 71.64 353.22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40.98 61.83 161.26 1,397.55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4,269.31 118,737.08 55,739.63 80,571.18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9,152.33 23,194.56 23,062.31 11,651.44

投资支付的现金 64,595.73 140,198.42 48,139.17 80,159.69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1,213.25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3,748.04 164,606.24 71,201.48 91,811.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1.27 -45,869.16 -15,461.86 -11,239.95

报告期各期，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1,239.95万元、-15,461.86万元、-45,869.16万
元、521.27万元。

报告期各期，公司投资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80,159.69 万元、48,139.17 万元、140,198.42 万元、64,595.73 万
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购买结构性存款和货币型基金
等理财产品 61,270.00 140,198.42 48,139.17 79,702.53

收购金盘中国 - - - 457.16
投资为恒金盘 2,100.00 - - -
恒利新能源 25.73 - - -
无锡新能源 1,200.00 - - -
合计 64,595.73 140,198.42 48,139.17 80,159.69

报告期内， 公司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分别为 78,820.41万元、55,506.73 万元、117,750.00 万元、83,569.99
万元，全部为购买的理财产品收回。

报告期各期， 公司用于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11,651.44 万元、
23,062.31万元、23,914.56万元、19,152.33万元。 公司 2020年、2021年、2022年 1-6月的资本性支出较大，主
要系公司为建设海口数字化工厂、金盘科技科创大厦、武汉绿色产业园投入资金，购置新设备所致。

（三）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37,959.85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9,264.90 28,710.45 21,336.88 10,068.93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264.90 66,670.30 21,336.88 10,068.93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3,850.43 4,208.17 8,000.00 15,5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9,553.69 9,976.11 4,412.00 4,008.52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8.34 3,115.83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662.46 17,300.11 12,412.00 19,508.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02.43 49,370.19 8,924.88 -9,439.60

报告期各期，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9,439.60万元、8,924.88 万元、49,370.19 万元、
15,602.43万元。

2019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主要系公司偿还债务和分配股利所致。2020年公司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数， 主要系公司为建设海口数字化工厂及生产线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2021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数且金额较大， 主要系公司 IPO 募集资金和增加银行借款
所致。

九、资本性支出分析
（一）报告期重大资本性支出
报告期各期， 公司用于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11,651.44 万元、

23,062.31万元、23,194.56万元、19,152.33万元。公司 2020年、2021年的资本性支出较大，主要系公司为建设
海口数字化工厂、金盘科技科创大厦、武汉绿色产业园投入资金，购置新设备所致。

（二）未来可预见的主要重大资本性支出计划
公司未来可预见的资本性支出项目主要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继续投入以及本次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的项目，具体内容参见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及“第八节 历次募集资
金运用情况”。

十、技术创新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应用于新能源、高端装备、高效节能等领域的输配电及控制设备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是行业内拥有较强研发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生产企业之一。 公司始终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对
公司业务发展的推动作用，每年投入大量经费进行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及信息化、数字化的研发工作。
同时，公司不断推进制造模式创新，逐步加大对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升级相关的研发投
入，并不断引进行业优秀研发人才。

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及其先进性详见募集说明书“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二、科技创新水平以及
保持科技创新能力的机制或措施”和“九、与产品有关的技术情况”。

十一、重大担保、诉讼、其他或有事项和重大期后事项情况
（一）重大担保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母子公司担保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二）重大诉讼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均无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其他或有事项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或有事项。
（四）重大期后事项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重大期后事项。
十二、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变动或整合计划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含在公司现有业务基础上的产能扩充及在既有技

术上实现新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募投项目的实施将优化公司产品结构，不会产生资产整合事项。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科技创新情况的变化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提升公司储能技术及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 有利

于公司保持并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研发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三）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的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所募集资金总额为 97,670.20万元（含），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的投资：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储能系列产品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桂林） 21,686.00 21,686.00

2 智能装备制造项目-储能系列产品数字化工厂建
设项目（武汉） 40,215.26 40,072.20

3 节能环保输配电设备智能制造项目（公司 IPO 募
投项目，注） 49,457.29 17,982.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7,930.00 17,930.00
合计 129,288.55 97,670.20

注：鉴于公司 IPO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足，公司拟使用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继续投入公司 IPO 募
投项目建设。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
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在不改变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
当调整。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
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发行的背景
1、全球新能源发电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近年来，在世界各国清洁能源转型、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以及新能源发电成本持续下

降等因素推动下，全球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全球风电、光伏发电产业未来
长时期内将实现持续快速发展。

在风电领域，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统计数据，国外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由 2015 年的 285GW 增加到 2021
年的 494GW，年均新增约 34.90GW，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9.62%；预测 2022-2025年、2026-2030年国外风电年
均新增装机规模分别约 47.40GW、57.60GW，较 2015-2021年分别增长 35.82%、65.04%。 根据中电联统计数
据，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由 2015 年的 131GW 增加到 2021 年的 329GW，年均新增约 33.00GW，年均复合
增长率为 16.59%；根据《风能北京宣言》倡议，2021-2025年保证中国风电年均新增装机规模 50GW 以上，较
2015-2021年增长 51.52%；2025年后中国风电年均新增装机应不低于 60GW， 即较 2015-2021 年均新增规
模增长 81.82%。

在光伏发电领域，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2021 年版）》及统计数据，
全球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由 2015 年的 233GW 增加到 2021 年的 926GW，年均新增约 115.50GW，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25.86%； 预测 2022-2025、2026-2030 年年全球光伏发电年均新增装机规模分别约 231GW-
285GW、302-358GW， 较 2015-2021 年分别增长 100.00%-146.75%、161.47%-209.96%。 根据中电联统计数
据，中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由 2015 年的 42GW 增加到 2021 年的 307GW，年均新增约 44.17GW，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 39.31%；根据《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2021年版）》，预测 2022-2025年、2026-2030年中国
光伏发电年均新增装机规模分别约 83GW-99GW、101GW-123GW， 较 2015-2021 年增长 87.91%%-
124.13%、127.84%-177.92%。

2、储能将成为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支撑之一
虽然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但其发电输出主要依赖于可预测性较差的自然资源，其不

稳定、不连续的发电特点容易对电网造成冲击，电力系统灵活性不足、调节能力不够等短板和问题突出，制
约更高比例和更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

储能是建设可再生能源高占比的能源系统、智能电网、“互联网+”智慧能源（以下简称“能源互联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支撑技术。 储能能够显著提高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水平，支撑分布式电力及
微网，推动主体能源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更替；能够为电网运行提供调峰、调频、备用、黑启动、需求响
应支撑等多种服务，提升传统电力系统灵活性、经济性和安全性；能够促进能源生产消费开放共享和灵活
交易、实现多能协同，构建能源互联网，推动电力体制改革和促进能源新业态发展。

实现“双碳”目标关键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关键在消纳，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纳
关键在于电网接入、调峰和储能。 发展储能是提升能源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综合效率和安全保障能力，支撑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举措，将成为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支撑之一。 未来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

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储能市场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
3、电化学储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储能技术主要包括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熔融盐储热、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 近年来，随着世界

各国新能源发电产业不断发展、陆续出台鼓励储能发展的相关政策，以锂电池为主的电化学储能技术不断
发展、生产和维护成本不断下降，全球电化学储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全球电化学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加。 根据 CNESA 统计， 全球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由 2015 年的
1.27GW增长至 2020年的 14.25GW，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62.18%，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在储能市场占比
由 2015 年的 0.69%增加至 2020 年的 7.50%； 中国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由 2015 年的 0.16GW 增长至
2020 年的 3.27GW，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82.85%， 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在储能市场占比由 2015 年的
0.69%增加至 2020年的 9.19%。 根据申港证券研究所预测，预计 2025年全球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将达
到 163GW，2020-2025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62.81%；根据 CNESA 预测，预计 2025 年中国电化学储能累计装
机规模将达到 35.52GW-55.88GW，2020-2025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61.14%-76.43%。

电化学储能成本有望持续下降。 电化学储能系统主要由电池模块、储能变流器（PCS）、电池管理系统
（BMS）、能量管理系统（EMS）、电气设备（含变压器、开关柜、箱变等）及其他辅助设备组成，其中储能电池成
本占比近 60%。 未来随着电池技术持续进步和成本下降，电化学储能系统成本将逐年下降。 根据东方证券
研究所的报告，2020年底中国储能系统成本突破了 1.5元/Wh的关键拐点，预计到 2025 年储能系统成本将
再降低三分之一至 1.0元/Wh。

综上，随着电化学储能技术不断成熟、成本持续下降，逐步实现商业化规模应用，电化学储能已成为目
前全球增长最快、最具发展前景的储能技术，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4、国内储能变流器 PCS供应商及储能系统集成商主要为电气设备类企业
电化学储能行业上游为储能电池、储能变流器 PCS、能源管理系统 EMS、电池管理系统 BMS、其他电气

设备等供应商，中游为储能系统集成商、储能系统安装及运营商，下游为发电侧、电网侧、用户侧等终端用
户。

根据天风证券研究所统计，2020年国内电化学储能系统市场中，储能变流器 PCS前五大供应商分别为
阳光电源、科华数据、索英电气、上能电气、南瑞继保，市场份额合计为 64.4%；储能系统前五大集成商分别
为阳光电源、海创思博、平高、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猛狮科技，市场份额合计为 37.6%。

2020年国内储能变流器 PCS前五大供应商及其市场份额、储能业务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 2020 年市场份

额 主营业务 储能主要相关产
品 主要业务模式

1 阳光电源 20.4%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电源
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储能变流器 PCS
及系统集成

主要采取无电芯战略，除电芯外购外，自主研发
生产储能变流器 PCS、电池 PACK、能源管理系统
EMS、电池管理系统 BMS。

2 科华数据 15.7% 电力电子技术研发与设备制造 储能变流器 PCS未披露
3 索英电气 12.5% 规模化储能和高端电池测试 储能变流器 PCS未披露

4 上能电气 9.0% 电力电子设备的研发、 生产、销
售

储能变流器 PCS
及系统集成

不涉及电芯生产，通过外购电芯进行封装组成电
池 PACK应用于系统集成产品中。

5 南瑞继保 6.8%
电网、电厂和各类工矿企业的电
力保护控制及智能电力装备研
发和产业化

储能变流器 PCS未披露

合计 64.4% - - -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相关公司公开信息
2020年国内储能系统前五大集成商及其市场份额、储能业务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 2020年市场
份额 主营业务 储能主要相关产

品 主要业务模式

1 阳光电源 13.0%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电源
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储能变流器 PCS
及系统集成

主要采取无电芯战略，除电芯外购外，自主研发
生产储能变流器 PCS、电池 PACK、能源管理系统
EMS、电池管理系统 BMS。

2 海博思创 10.5%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和智
能电网储能系统的研发、工程设
计及系统集成

储能系统集成 未披露

3 平高集团 5.5% 开关类为核心的电力装备研发
制造和能源系统综合解决方案 储能系统集成 未披露

4 上海电气国轩
新能源 4.9% 锂电储能系统产品的研发、销售

及服务 储能系统集成 自产电芯，并进行储能系统集成。

5 猛狮科技 3.7% 各类蓄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 储能系统集成 自产电芯及 PACK产品，并进行储能系统集成。
合计 37.6% - - -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相关公司公开信息
综上，目前国内储能变流器 PCS供应商及储能系统集成商主要为电气设备类企业，通过外购电芯等原

材料生产和销售储能系统产品，或单独生产和销售储能变流器 PCS等储能系统关键部件。
5、公司中高端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下游应用领域新能源、轨道交通、高效节能等产业持续较快发展
（1）新能源产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全球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未来长时期内亦将保持持续快速

发展趋势，具体情况详见本节“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背景和目的”之“（一）本次发行的背景”之“1、全
球新能源发电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2）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于城市轨道交通具备运输量大、安全性高、速度越来越快等优势，

我国轨道交通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统计，截至 2021年底，中国内地累计有 50个
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合计 9,192.62 公里，较 2011 年底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8.30%，其中地
铁运营线路长度为 7,253.73公里， 占比 78.91%；2019-2021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当年完成建设投资平均达
6,034.90亿元； 截至 2021年底国家发改委批复的 44 个城市建设规划在实施的线路可研批复总投资达 4.2
万亿元；全国共有 56个城市规划的城轨交通线网在实施中，规划线路总长达 6,988.3公里。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当年完成建设投资（亿元） 5,859.8 6,286.0 5,958.9
在建线路（公里） 6,096.4 6,797.5 6,902.5
在建线路（条、段） 253 297 279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3）高效节能产业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工业生产总值不断提高，高能耗比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此，国家投入大量资

金支持节能降耗项目，高压变频调速技术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宽，高耗能工业企业高效节能需求日益增长，
我国高压变频器的市场需求持续较快增长。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我国高压变频器市场规模预计将由
2015年的 93亿元逐年增长至 2021年的 145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7.68%；预计 2026 年我国高压变频器
市场规模将达 221亿元，2021-2026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8.79%。

（二）本次发行的目的
1、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布局电化学储能领域
发展储能是我国清洁能源转型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我国为实现“双碳”目标，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能源体系，推动储能技术与产业健康发展，陆续出台了《贯彻落实＜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2019-2020年行动计划》、《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政策，提出：鼓励储能产业相
关企业积极利用智能制造新模式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能源+储能”、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支持分
布式新能源合理配置储能系统，加快新型储能示范推广应用；大力推进电源侧储能项目建设，积极推动电
网侧储能合理化布局，积极支持用户侧储能多元化发展，推动锂离子电池等相对成熟新型储能技术成本持
续下降和商业化规模应用。 到 2025年，我国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新型储能装机
规模达 30GW以上；到 2030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新型储能成为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的关
键支撑之一。

电化学储能是未来行业发展趋势，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在世界各国出台储能产业相关政策、电化学储
能技术改进和成本下降等因素推动下，全球电化学储能技术和产业快速发展。 根据 CNESA统计，2020年全
球电化学储能新增装机规模为 4.73GW，占当年全球储能新增规模比例达 72.77%；根据申港证券研究所预
测，预计 2025年全球电化学储能新增装机规模为 38GW，较 2020年增长 7.03倍。根据 CNESA统计，2020年
我国电化学储能新增装机规模为 1.56GW，占当年我国储能新增规模比例达 48.75%；预测 2025 年我国电化
学储能新增装机规模为 11.76GW-23.18GW，较 2020年增长 6.54倍-13.86倍。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重点布局电化学储能领域，建设储能系列产品数字化工厂，拓展电
化学储能相关业务，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趋势。

2、完善公司战略布局，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在国家提出“双碳”目标、能源革命和产业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公司注重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统一，

以及实现高质量绿色可持续发展，因此公司持续深耕能源互联网领域，立足现有业务，以产业数字化的模
式积极参与绿色能源、智能电网等建设，包括风能、光伏、储能等领域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并同时推动
践行产业数字化，将公司逐渐发展成为数字化制造领先企业。

近年来，公司应用于新能源发电领域及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储能领域的产品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提升储能技术及产品的研发能力，实现储能系列产品的批量化生产，拓
展储能业务领域。 因此，本次募投项目是进一步完善公司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优化产品结构，并实
现与公司现有业务的高度协同，提升公司在新能源发电及配套储能、智能电网等领域的综合服务能力，大
幅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3、扩大公司中高端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的产能，满足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的需要
公司中高端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轨道交通、高效节能等领域，近年来随着前述行

业持续较快发展，公司中高端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2021 年公司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合计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97.56%，产销率为 92.43%，本次募投项目之

“节能环保输配电设备智能制造项目”为公司 IPO募投项目，由于公司 IPO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足，公司拟
使用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继续投入公司 IPO募投项目建设。 该募投项目将在武汉建设数字化工厂，用
于扩大公司中高端干式变压器系列产品的生产能力，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和流程，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和
运营管理效率，有助于公司不断满足未来市场需求的增长，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地位。

4、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资金需求，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成本
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公司未来需持续扩大研发投入和提升生产交付能力，对营运资金的需

求日益增加，因此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更好满足公司未来业务持续扩张对流动资
金的需求。

本次通过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将有助于公司缓解资金压力，合理安排各项生产经营及
投资活动，为公司顺利实现战略布局提供资金支持。 可转债转股前，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财务成本较低，利
息偿付风险较小；随着可转债持有人陆续转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
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储能系列产品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桂林）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投资 21,686.00万元，在桂林建设储能系列产品数字化工厂，包括建设相关厂房、仓库、办公楼

等设施，购建数字化生产线和相关系统等。 本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 1.2GWh储能系列产品。 本项目
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君泰福电气有限公司。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清洁能源转型势在必行，电化学储能提供重要支撑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 截至 2020 年全球已有 54 个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到

2030年全球将有 58个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占全球碳排放量的 60%；截至 2020 年，全球共有 44 个国家正
式宣布了碳中和目标，其中中国提出力争碳排放 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全球碳
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清洁能源转型势在必行。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至 203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电力
需求将占全球电力需求增量的 80%， 其中风能和太阳能在全球发电中的总份额将从 2019 年的 8%上升至
近 30%，将超过煤炭在全球发电量的占比。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我国到 2025年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右；根据《“十四五”可再生
能源发展规划》，我国“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量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超过 50%，风电
和太阳能发电量实现翻倍。

在世界各国清洁能源转型、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新能源发电成本持续下降等因素推动下， 全球风
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全球风电、光伏发电产业未来长时期内将实现持续快
速发展，具体如下：
风电装机容量 2015-2021年 2022-2025年预测 2026-2030年预测

国外 年均新增 34.90GW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9.62%） 47.40GW 57.60GW

比 2015-2021年增长 - 35.82% 65.04%

中国 年均新增 33.00GW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16.59%） 大于 50GW 大于 60GW

比 2015-2021年增长 - 51.52% 81.82%
注：数据来源为彭博新能源财经、中电联、《风能北京宣言》

光伏装机容量 2015-2021年 2022-2025年预测 2026-2030年预测

全球 年均新增 115.50GW （年均复合增 长
25.86%） 231-285GW 302-358GW

比 2015-2021年增长 - 100.00%-146.75% 161.47%-209.96%

中国 年均新增 44.33GW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39.39%） 83-99GW 101-123GW

比 2015-2021年增长 - 87.91%-124.13% 127.84%-177.92%
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中电联、《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2020年版）》
鉴于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存在电力系统灵活性不足、调节能力不够等短板，而电化学

储能可有效解决风光发电出力波动性、减少弃风弃光、平衡电源与波动性电力负荷侧功率等问题，是提高
电力系统供应安全性、灵活性和综合效率的重要环节，也是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
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将发展新型储能作为提
升能源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综合效率和安全保障能力，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举措。

综上，电化学储能是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对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应对极端事件、
保障能源安全、促进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2）储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场景丰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储能主要应用于发电侧（含新能源发电、传统发电）、电网侧（电网系统）、用户侧（含工商业用户、家庭用

户）等领域，实现多种用途，应用场景丰富，具体情况如下：
应用领域 主要用途 具体说明

发电侧（含新能
源发电、 传统发
电）

平滑可再生能源发电出
力

通过在风力、光伏发电站配置储能，基于电站出力预测和储能充放电调度，对随机性、间歇
性和波动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力进行平滑控制，提高电网稳定性，满足并网要求。

减少弃风弃光 将可再生能源的弃风弃光电量存储后再移至其他时段进行并网，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提升电站收益。

火电联合调频 储能联合火电调频，具有调节速率快、精度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火电厂调频补偿效果，增
加电站收益。

电力调峰 通过储能方式实现用电负荷削峰填谷，即发电厂在用电负荷低谷时段对电池充电，在用电
负荷高峰时段将存储的电量释放。

辅助动态运行 以储能+传统机组联合运行的方式，提供辅助动态运行、提高传统机组运行效率、延缓新建
机组的功效。

电网侧（电网系
统）

缓解电网阻塞 将储能系统安装在线路上游， 当发生线路阻塞时可以将无法输送的电能储存到储能设备
中，等到线路负荷小于线路容量时，储能系统再向线路放电。

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为电网提供虚拟同步惯量、事故备用和黑启动，减缓电网升级改造。
延缓输配电设备扩容升
级

在负荷接近设备容量的输配电系统内， 可以利用储能系统通过较小的装机容量有效提高
电网的输配电能力，从而延缓新建输配电设施和电网升级改造，降低成本。

调峰调频 电化学储能调频速度快， 可以灵活地在充放电状态之间转换， 快速响应调度指令进行调
频，缓解系统调峰压力。

备用容量 在满足预计负荷需求以外， 针对突发情况时为保障电能质量和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而预留
的有功功率储备。

用户侧（含工商
业用户、 家庭用
户）

电力自发自用 对于安装光伏的工商业和家庭用户， 考虑到光伏在白天发电， 而用户一般在夜间负荷较
高，通过配置储能可以更好地利用光伏电力，提高自发自用水平，降低用电成本。

工商业峰谷价差套利 在实施峰谷电价的电力市场中，通过低电价时给储能系统充电，高电价时储能系统放电，
实现峰谷电价差套利，降低用电成本。

动态扩容 利用储能系统进行动态扩容，无需新增变压器，降低用电成本。
提升供电连续性和可靠
性

作为应急备用电源，发生停电故障时，储能能够将储备的能量供应给终端用户，以保证供
电连续性和可靠性。

综上，储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场景丰富，在发电侧可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跟踪发电计划、减少弃风
弃光、火电联合调频等，在电网侧可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调峰调频等，在工商业用户侧可峰谷套利、动
态扩容、需求侧响应等，在家庭用户侧可作为备用电源、削峰填谷、光储充一体化等。 因此，储能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

（3）电化学储能正将向规模化发展转变，市场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2021年 7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实现

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30GW以上；到 2030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
市场化发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基本满足新型电力系统相应需求；大力推进电源侧储能项目建设，积极推
动电网侧储能合理化布局，积极支持用户侧储能多元化发展；推动锂离子电池等相对成熟新型储能技术成
本持续下降和商业化规模应用。

根据 CNESA统计， 全球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由 2015年的 1.27GW增长至 2020年的 14.25GW，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 62.18%，其中 2020年新增 4.73GW；中国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由 2015 年的 0.16GW 增
长至 2020年的 3.27GW，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82.85%，其中 2020年新增 1.56GW。 根据申港证券研究所预测，
预计 2025年全球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 163GW，当年新增装机规模为 38GW，较 2020年增长 7.03倍；
根据 CNESA预测，预计 2025年我国电化学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 35.52GW-55.88GW，当年新增装机规模为
11.76GW-23.18GW，较 2020年增长 6.54倍-13.86倍。

数据来源：CNESA、申港证券研究所
基于全球和中国风电、光伏装机年均新增规模预测数据，假设按照新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的 10%配

置储能，则全球和中国电化学储能装机年均新增规模测算如下：
项目 2022-2025年预测 2026-2030年预测

全球

风电装机年均新增规模 97.40GW 117.60GW
光伏装机年均新增规模 231-285GW 302-358GW
风电、光伏装机合计年均新增规模 328.4-382.4GW 419.6-475.6GW
储能装机年均新增规模（假设按照新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的
10%配置储能） 32.84-38.24GW 41.96-47.56GW

储能装机年均新增规模较 2020年当年新增规模增长 5.94-7.08倍 7.87-9.05倍
注：风电、光伏装机年均新增规模预测数据来源为彭博新能源财经、《风能北京宣言》、《中国光伏产业发

展路线图（2021年版）》。
项目 2022-2025年预测 2026-2030年预测

中国

风电装机年均新增规模 大于 50GW 大于 60GW
光伏装机年均新增规模 83-99GW 101-123GW
风电、光伏装机合计年均新增规模 133-149GW 161-183GW
储能装机年均新增规模（假设按照新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的
10%配置储能） 13.3-14.9GW 16.1-18.3GW

储能装机年均新增规模较 2020年当年新增规模增长 7.53-8.55倍 9.32-10.73倍
注：风电、光伏装机年均新增规模预测数据来源为《风能北京宣言》、《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路线图（2021

年版）》。
综上，电化学储能正在实现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行业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未来发展空

间巨大。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具备数字化制造储能系列产品的能力，更好满足下游客户对储能系列
产品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同时有助于公司抓住新能源发电及储能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增强公司在储能
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4）大力发展储能业务系公司深耕能源互联网领域的重要战略布局
公司坚持围绕着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及“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战略，制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

和运营方向，深耕新能源、高端装备、高效节能等领域，积极布局风光储领域，提供电能供应总体解决方案
及相关中高端电气设备；以特种干式变压器为核心产品的输配电及控制系列产品在新能源、高端装备、高
效节能等领域的稳健发展，成为全球特种干式变压器优势企业；同时构建了优秀的数字化、智能化总体解
决方案技术团队，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产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实施服务。

未来，公司持续深耕能源互联网领域，立足现有业务，以产业数字化的模式积极参与绿色能源、智能电
网等建设，包括风能、光伏、储能等领域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并同时推动践行产业数字化，将公司逐渐
发展成为新能源、储能领域的数字化制造领先企业。“十四五”期间，公司在现有业务稳步发展的基础上，持
续加大对储能业务的研发投入，通过建设若干储能数字化工厂实现储能系列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全面推进
以中高压直挂（级联）储能系统为核心的储能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完成公司全面数字化转型，并
推动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业务的快速发展。

（下转 D6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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