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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

系活动类

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信达证券：武浩 

万家基金：王立晟 

日本俊靓投资：管俊靓 

光大资管：郭冲冲 

杭州象树资产：沈琪 

银华基金：江珊 

申万菱信：梁国柱 诸天力 

农银汇理：左腾飞 周子涵 刑军亮 

川谷金融：刘奎 

天堂硅谷基金：李盈 

张江安稳：钟展 诌昌波 

长信基金：周鸿博 

英国首源投资：陈雪 

泰信基金：吴用 

鼎像基金：何正伟 郑人俸 

时间 2021 年 10 月 14 日 

地点 东南网架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郭明明、副总经理徐健、董事会秘书蒋建华、碳中和总工程师武振

羽、碳中和总经理王东建、财务经理胡古松、证券事务代表周逸铖、证券

事务代表张燕、证券代表助理郭春蕾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一、参观东南网架展示中心 

二、参观 BIPV 光伏车库 

三、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四、投资者座谈交流： 

1. 董事长发言： 

公司在钢结构及绿色建筑行业深耕三十多年，作为国家发改委批准的

全国唯一“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示范基地”和住建部

全国首批“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始终致力于装配式钢结构主业发

展，始终坚持“以产业推动为己任”，并切实践行“绿色发展、健康发展、

能源发展、数智发展”发展理念，积极整合、集成先进技术资源与绿色建

筑一揽子解决方案与集成服务。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

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争取在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将迎来

全面低碳变革。2021年3月，中央发布“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强调推进建筑等领域低碳转型，在推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明确

提出发展智能建造，推广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和钢结构住宅，建设低碳

城市。在“碳中和”等政策的催化下，绿色建筑作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方式，

其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从目前的建筑方式来看，装配式建筑、钢结构、BIPV

等细分领域都是绿色建筑中的主要受益方向。 

（1）装配式建筑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然选择 

装配式建筑是建筑领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着力点，相对于传统

现浇建筑，装配式建筑其碳排放优势主要体现在建材生产阶段与建筑施工

阶段。装配式建筑采用规模化的集约式生产能够一定程度上节约耗材、降

低能耗并减少建筑废弃物；其在建筑施工过程中采取机械化安装的方式，

能够减少粉尘、噪声、废物废水排放等污染，降低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内的

碳排放，对助推绿色建筑发展，提高建筑品质和内涵，促进建筑业转型升

级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碳中和”与“碳达峰”发展目标的提出，装配式建筑绿色环保



的优势进一步凸显，装配式行业发展有望加速。与此同时，在环保要求不

断提升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装配式作为建筑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十分

明确。 

（2）钢结构建筑是实现建筑行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抓

手。 

钢结构相较于传统钢筋混凝土结构，具有抗震性能强、绿色环保可持

续发展、自重轻承载力高、质量优良、建设周期短等优势，符合我国可持

续发展政策，不仅能减少建筑原材料的使用，还能使我国建筑实现工业化、

绿色化、标准化。现阶段，我国钢结构下游需求主要集中于商业地产、公

共建筑及工业厂房等领域，主要有机场航站楼、火车站及大型交通枢纽、

会议及展览中心、体育场馆等。该类工程投资主体主要以政府为主，投资

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经济周期及国家产业政策

密切相关。另外，随着社会对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绿色建

筑将成为工业厂房未来的发展趋势。 

由此来看钢结构建筑作为一种绿色低碳建筑形式，在未来市场有着巨

大的发展潜力。积极推广钢结构建筑，是实现建筑行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重要抓手。预计随着更多的产业政策加码，钢结构的应用比例将

会进一步提高。 

（3）BIPV是实现绿色建筑的重要途径之一 

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光伏）产品集成到建筑

上的技术，也就是说可以将光伏组件直接用作屋顶、幕墙等建筑材料的形

式，为建筑节能提供了优良的解决方案。BIPV建筑材料寿命优于瓦面等

普通屋面建材,能节省碳能耗数倍,能够满足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的目标要

求,同时符合国家“3060”发展战略。我国规划到2023年80%新建建筑为绿

色低碳零能耗建筑,BIPV也属此范畴。结合近期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下发的

《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明确：

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50%；学校、医院、

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40%；工商业厂

房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30%。据中国建研院测算，我国



既有建筑面积600亿平，每年新建建筑20亿平，分别可安装太阳能光伏电

池400GWp、20GWp，市场潜力巨大。 

对建筑企业而言,使用BIPV相当于是对产品进行升级,没有其他附加

成本,因此更具备竞争力。此外,相比混凝土结构,BIPV与钢结构的结合更

好，兼具美观、节能和功能性。钢结构BIPV光伏屋面目前是较为普遍的

光伏屋面应用方式。未来在碳中和战略背景下,我国BIPV有望迎来快速发

展期。 

为响应国家2030年实现“碳达峰”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公司积极推进建筑-光伏一体化布局，开展先进技术与绿色建筑的一揽子

解决方案与集成服务，将绿色建筑与新能源相结合，致力于打造绿色建筑

光伏一体化的领先企业，实现公“EPC+BIPV”的战略转型。 

 

2. 化纤业务的行情以及未来的规划？ 

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全球经济疲软，大宗原材料价格剧

烈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使得纺织行业供需两端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化

纤行业景气度下滑。随着国家对疫情的有效防控，行业生产经营逐步恢复，

内需市场也逐步回暖，目前行业周期向上，公司化纤业务在今年上半年已

开始盈利。 

2021 年公司在化纤板块将继续维持 50 万吨的产能产量，并继续深耕

钢结构主业，未来钢结构业务及总承包业务将加速增长，化纤业务收入比

重还将不断下降。 

 

3. 公司光伏业务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主要盈利模式？ 

公司未来在光伏市场未来主要业务模式为对既有的存量建筑屋顶进

行光伏发电项目 EPC 和合同能源管理开发、投资以及开发新的市场资源，

对新建建筑光伏发电一体化 EPC 以及合同能源管理开发、投资。 

公司将进一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绿色发展战略，引进高级

人才，加强团队的建设，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推进建筑-光伏一体化

产业的布局，不断开拓市场，关注行业内新技术的应用，致力于打造绿色



建筑光伏一体化的领军企业，实现公司“EPC+BIPV”的战略转型，为国

家节能减排事业贡献力量。 

 

4. 与其他建筑企业相比，公司在光伏行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投资、建设、运营于一体的大型

绿色建筑上市公司，为钢结构建筑行业塔尖企业，绿色建筑引领者。连续

十多年蝉联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中国建筑业企

业 500 强。公司设立了行业首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行业首家国家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行业首家全国首批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先进结构设计

与建造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光伏建筑一体化碳中和研发中心等。公司拥有光伏建筑相关核心专

利 20 余项，并拥有省级光伏建筑一体化施工工法。此外，“东南 SPB 光

伏一体化技术”作为公司十大核心技术之一，将为公司开展光伏建筑一体

化相关业务提供重要支撑。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公司承建了国家大科学装置、机场航站楼、高铁

站房、文化会展中心、高层建筑、工业厂房、医院、学校等 6000 余项工

程，作为光伏能源发展的创新者，公司拥有大量既有项目资源和新建 EPC

项目屋顶资源，这为公司在光伏建筑一体化市场的业务发展带来了重大的

市场机遇。 

此外，公司作为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国唯一“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低碳

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示范基地”和住建部全国首批“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在十三五期间完成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最大 500 米口径射电望

远镜中国“天眼”、2022 年杭州亚运会主场馆杭州奥体主体育场、杭州

奥体网球中心等国家重点工程，并承接了另一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江门中微

子实验探测器,以及杭州“亚运三馆”等一系列国家省市重点工程。截止

目前，公司共获鲁班奖 42 项，詹天佑奖 8 项，国家优质工程奖 18 项，中

国钢结构金奖 120 项，中国空间结构工程施工金奖和银奖 33 项，中国金

属维护系统金禹奖 10 项。公司的品牌优势为公司后续光伏业务拓展打开

了新的局面。 



 

 

附件清单

（如有） 

 

日期 2021 年 10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