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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力风电”或“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海力风电董事会对本次发行可转换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0,000.00 万元（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大兆瓦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63,000.00 58,000.00 

2 海上高端装备制造出口基地项目（一期） 124,000.00 119,000.00 

3 海上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东营一期） 43,000.00 41,000.00 

4 大兆瓦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47,000.00 45,000.00 

5 大兆瓦海上风电塔筒制造项目（一期） 18,000.00 17,000.00 

合  计 295,000.00 280,000.00 

注：项目 1 及项目 4 为不同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内容 

项目投资总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低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

根据项目实际进度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大兆瓦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海力风电全资子公司海力风电设备科技（滨海）有限公司实施，项目

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港工业园区。项目投资总额 63,000.00 万元，其中拟

使用募集资金 58,000.00 万元，投资内容包括土地购置、建筑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

基本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项目建成后，将拥有年产 150套 8MW及以上单桩的生

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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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优化公司优势市场布局，夯实公司区域领先地位 

盐城市拥有江苏省最长海岸线和最大海域面积，沿海风能资源丰富，有效风能

时数多，近海风功率密度大，100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超过 7.6 米/秒，远海接近 8 米/

秒，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可达 3,000-3,600 小时。根据《盐城市“十四五”新能源产业

发展规划》，到 2025 年，新能源产业成为盐城市的支柱产业，新能源产业开票销售

确保达到 2,000 亿元，其中，风电装备 500 亿元，风电整机产能达到 3,350 台（套）/

年，推动风电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级海上风电装备先

进制造业集群，形成辐射长三角的区域性海上风电运维基地。 

目前公司拥有海力风电、海灵重工、海工能源、海力海上等多个生产基地，分

布于如东、通州、大丰等沿海地区，在江苏省已形成较为突出的区域布局优势。本

项目建设是充分利用盐城市打造国家级海上风电装备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市场机会，

进一步优化公司在江苏省市场布局，夯实公司区域性的领先地位。 

（2）适应海上风电单机容量大型化发展趋势 

虽然大型涡轮机比小机型的成本更高，但这些巨型涡轮机可以显著降低单位容

量的风电机组物料成本，从而降低单位容量的风电机组造价。2021 年，我国共有 20

种不同单机容量的海上风电机组有装机，比 2020 年增加 7 种。6.0~7.0MW（不含

7.0MW）海上风电机组新增装机容量占全部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的 45.9%，比

2020 年增长约 29.8 个百分点.。目前欧洲新增海上风电机组平均容量从 2019 年的

7.2MW 提高到 2020 年的 8.2MW。根据 GWEC 预计，2025 年全球新增海上风电机组

平均容量将达到 11.5MW。 

相较于小容量设备，单机容量大型化对相关设备的生产条件提出更高的要求。

公司目前的生产厂房布局、生产设备配备，已经无法适应海上风电机组设备大型化

的发展趋势。通过本项目实施，公司通过新建厂房，购置生产设备，实现 8MW及以

上单桩的生产能力，适应未来单机容量大型化发展趋势。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本项目建设符合政府关于促进新能源产业的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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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是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之一，具有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好、

经济竞争力较强、环境影响微小等优势，是最有可能在未来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能

源技术之一。与陆上风电场相比，海上风电场的优点主要是不占用土地资源，基本

不受地形地貌影响，风速更高，风能资源更丰富，风电机组单机容量更大，年利用

小时数更高的特点。我国持续出台了《“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十四五”

可再生能源规划》等支持性、规划性政策，并提出要积极推进东南部沿海地区海上

风电集群化开发，在山东半岛、长三角、闽南、粤东和北部湾五地规划建设千万千

瓦级的海上风电集群化基地。江苏省发布的《江苏省“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

规划》，要求全力打造盐城、南通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推动国家级海上风

电检测中心落户江苏省，加快海上风电装备研发、设计制造基地建设，加快提升港

口能级，加强海上风电运维平台及港口码头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在政策的引导下，海上风电行业逐渐进入快速建设阶段。本项目建设符合政策

发展导向，项目建成以后，在助力我国海上风电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竞

争力。 

（2）公司具备成熟技术开发体系和丰富的技术储备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进入海上风电设备零部件行业的生产厂商之一，系经江苏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的江苏省两化融合转型升级示范试点企业，拥有江苏省企

业技术中心、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等研发平台。公司技术中心下设研发组、设计组、

技术组、工艺组、检验组等，具体负责工艺技术研发、产品图纸转化、外联技术协

同、过程质量检验等。公司主要技术人员从事风电设备零部件研发十余年，其中拥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且从业超过 20 年的技术人员 7 名。公司曾荣获中华全国工商联合

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三等奖等荣誉，并被评为全省机械行

业创新型先进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经过长期的技术创新积淀，公司在核心

技术领域特别是海上风电方面形成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

司拥有专利授权 121 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9 项。 

公司凭借多年在风电设备零部件领域积累的研发经验和技术工艺成果，所生产

产品能够基本覆盖市场上各类客户的技术要求及产品特殊要求，体现出较强的技术

工艺优势，也为本项目实施奠定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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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期稳定的客户基础是产能消化重要保障 

公司自成立以来即专注于风电塔筒、桩基、导管架等风电设备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凭借持续的技术开发、严格的质量控制、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成熟的经

营管理，公司在行业内建立了良好的产品口碑及企业形象，先后与中国交建、中广

核、龙源振华、天津港航、韩通重工等风电场施工商，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能、

中国大唐、中国华电、华润电力、三峡新能源、江苏新能等风电场运营商，以及上

海电气、金风科技、中国海装、远景能源等风电整机厂商建立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统计，2021 年我国七大海上风电整机厂商

市场占比 100%，其中上海电气占比 29%、金风科技占比 16.5%、中国海装占比

13.8%。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具备了根据客户需求，针对性的研发设计能力，能及时

掌握客户对产品的需求变化并进行针对性研发，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和订

单来源，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客户及产能消化保障。 

4、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63,000.00 万元，其中拟募集资金投入 58,000.00 万元，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土地购置 3,800.00 0.00 

2 建筑工程投资 26,729.98 26,700.00 

3 设备购置及安装 22,103.35 22,000.00 

4 基本预备费 3,906.67 3,900.00 

5 铺底流动资金 6,460.00 5,400.00 

项目总投资 63,000.00 58,000.00 

5、项目预期收益 

本项目投资金额 63,000.00 万元，建设期 2 年，经保守测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0.63%，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6.12 年，经济效益良好。 

6、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1）土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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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设地位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港工业园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

已取得项目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证书编号：苏（2022）滨海县不动产权第0023497

号。 

（2）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正在办理中。 

（二）海上高端装备制造出口基地项目（一期）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海力风电全资子公司海力风电设备科技（启东）有限公司实施，项目

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港。项目投资总额 124,000.0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

集资金 119,000.00 万元，投资内容包括土地购置、建筑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基

本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项目建成后，将拥有年产 30套 8MW及以上导管架、4套

8MW 及以上升压站、40 套 12MW 及以上重型单桩的生产能力。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为公司全球化市场战略奠定基础 

根据 GWEC 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量达到 837GW，其中我国风

电装机容量累计达到 328.5GW。我国成为全球风电装机最大的国家，也是全球最主

要的风电设备制造国。随着我国风电设备制造技术的不断提高，风电设备出口逐年

走高。2017 年，我国全年出口风力发电机组 19,226 台，金额为 27.6 亿元，到 2021

年出口量增长至 44,128 台，金额为 92.8 亿元。 

面对我国风力发电设备出口快速增长，公司主要客户依然集中于国内，出口业

务方面存在劣势，增长空间受到一定限制。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将公司打造成为全

球化的海上风电设备供应商，而本项目建设是公司实现面向全球市场战略规划的基

础。 

（2）丰富公司产品种类，进一步奠定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风电塔筒、桩基、导管架等风电塔筒零部件行业主要生产企业之一，

拥有良好的产品质量口碑与质量运行业绩，受到下游客户的广泛认可。随着公司在

行业内的技术、客户、口碑的积累，需要通过不断的丰富产品种类，实现规模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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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扩张。在海上风电产业链中，海上升压站是海上风电项目输变电的关键设施，是

整个海上风电场的电能汇集中心，作为连接海上风电场与陆上电网的重要中转站，

起到将海上风机所发电能汇集、升压输送至陆上电网的关键作用。海上升压站建设

是综合技术能力的体现，也是奠定行业地位的重要因素。通过本项目建设，公司利

用已积累的技术与客户基础，在目前的产品基础上，向海上升压站延伸，进一步奠

定公司在我国海上风电设备领域的行业地位。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全球海上风电市场看好为我国配套设备出口带来良机 

目前全球多国政府已把海上风电看作实现能源安全与能源可及的重要工具。根

据 GWEC 发布《2022 全球海上风电报告》，2021 年全球新增海上风电并网容量为

21.1GW，为 2020 年的三倍多，全球累计海上风电容量达到 56GW，比上年增长了

58%，海上风电在全球风电总装机中的占比上升到 7%。海上风电已经在多国的零碳

路径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另外随着俄乌冲突造成全球能源危机，让各国政府更

加认识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上调了海上风电的发展目标。预计 2031 年

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370GW。 

2021年，我国向海外出口风电机组 886台，容量为 3,268MW，同比增长 175.2%。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风电整机制造企业已出口 3,614 台风电机组，累计容量达到

9,642MW。本项目作为公司规划的出口基地，随着我国风电设备出口持续走高，为

项目建设带来良机。 

（2）公司具备成熟技术开发体系和丰富的技术储备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进入海上风电设备零部件行业的生产厂商之一，系经江苏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的江苏省两化融合转型升级示范试点企业，拥有江苏省企

业技术中心、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等研发平台。公司技术中心下设研发组、设计组、

技术组、工艺组、检验组等，具体负责工艺技术研发、产品图纸转化、外联技术协

同、过程质量检验等。公司主要技术人员从事风电设备零部件研发十余年，其中拥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且从业超过 20 年的技术人员 7 名。公司曾荣获中华全国工商联合

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三等奖等荣誉，并被评为全省机械行

业创新型先进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经过长期的技术创新积淀，公司在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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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特别是海上风电方面形成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

司拥有专利授权 121 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9 项。 

公司凭借多年在风电设备零部件领域积累的研发经验和技术工艺成果，所生产

产品能够基本覆盖市场上各类客户的技术要求及产品特殊要求，体现出较强的技术

工艺优势，也为本项目实施奠定技术基础。 

（3）公司具备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标准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管理工作，制定了严格的质量管理标准

和科学的质量管理制度。公司秉承“质量为本、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理念，通过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并积极贯彻全面质量管理，现已建立从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

检测入库、出厂检验到售后服务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目前，公司已通过 EN1090

欧盟焊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3834 国际焊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子公司海工能

源已获得挪威-德国 DNV GL 船级社风电塔筒组件认证；在国家相关质量规范和技术

标准基础上，公司还借鉴国际质量体系要求，对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严格的

管理和检验，在生产过程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质量控制管理体系，并通过《质量保证

手册》、《质量管理制度程序文件》、《质量管控工艺规程》等内部制度将相关经

验固化为标准操作规程，为公司持续稳定的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提供保证。 

公司全面、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使得公司的产品出厂合格率和产品一次交验

合格率保持较高水平，项目实施具备品质保证。 

4、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124,000.00万元，其中拟募集资金投入 119,000.00万元，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土地购置 8,130.00 8,130.00 

2 建筑工程投资 52,881.56 52,881.56 

3 设备购置及安装 44,041.99 44,041.99 

4 基本预备费 7,753.88 7,753.88 

5 铺底流动资金 11,192.56 6,192.56 

项目总投资 124,000.00 1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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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预期收益 

本项目投资金额 124,000.00 万元，建设期 2 年，经保守测算，税后内部收益率

为 16.54%，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6.88 年，经济效益良好。 

6、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1）土地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位于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港，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尚未取得

项目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2）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正在办理中。 

（三）海上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东营一期）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海力风电全资子公司海力风电设备科技（东营）有限公司实施，项目

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投资总额 43,000.00 万元，其中拟

使用募集资金 41,000.00 万元，投资内容包括土地购置、建筑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

基本预备费、铺底流动资金。项目建成后，将拥有年产 167套 8MW及以上塔筒的生

产能力。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实施重点市场的就近化布局，增强公司在山东市场竞争优势 

山东是我国海洋大省、工业强省，海上风能资源丰富，用电需求量庞大，海上

风电发展前景广阔，当地也坚持把海上风电作为能源绿色转型重要板块，作为打造

能源保障网的支撑。《山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以海上风电为主战场，积极

推进风电开发，并以渤中、半岛南、半岛北三大片区为重点，充分利用海上风电资

源，打造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山东省 2022 年“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政策清

单（第二批）》大力支持海上风电开发建设，对 2022—2024 年建成并网的“十四五”

海上风电项目，山东省财政分别按照每千瓦 800 元、500 元、30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补贴规模分别不超过 200 万千瓦、340 万千瓦、160 万千瓦。伴随着山东省海上风电

的节奏加快，产业链各环节也在不断成长和完善，行业发展步入快车道，催生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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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海上风电塔筒的市场需求。 

在山东省政策及需求的推动下，公司在省内建设生产基地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

通过本项目建设，能有效保证合同履约能力，可以灵活安排生产并及时交货，降低

物流成本，提高公司在山东市场竞争力。 

（2）加强产业链上下游融合，强化与公司主要客户之间粘性 

山东省为加快推进新能源资源开发和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规划布局了渤

中，半岛南、半岛北三个海上风电基地，总装机规模 3500 万千瓦，其中位于东营的

渤中基地总装机规模 950 万千瓦。作为规划中的三大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之

一，东营市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基地，集中布局风电整机、塔筒、叶片、海缆，以

及海上风电机组核心部件及关键材料制造等产业链。基地汇集了上海电气、中国海

装、金雷重装、中复连众、双瑞叶片等一批重要的海上风电整机厂商及部件制造商。 

塔筒作为海上风电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公司通过在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

本项目，可实现与上下游产业链的密切融合，降低生产制造成本，同时强化了与主

要客户之间的粘性。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山东省未来大规模海上风电建设为本项目奠定市场基础 

山东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海岸线长达

3,345 公里，占全国海岸线 1/6，海洋面积 15.96 万平方公里，具备发展海上风电的天

然优势。2022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支持山东布局大功率海上风电，打造千万千瓦级深远海海上风电

基地。根据山东省政府 2022 年 6 月分布的《能源保障网建设行动计划》，2022 年，

海上风电开工 500 万千瓦，建成 200 万千瓦左右。到 2025 年，开工 1,200 万千瓦，

建成 800 万千瓦；到 2030 年，建成 3,500 万千瓦。 

本项目建设充分抓住山东省大规模海上风电建设带来的相关设备市场需求，优

化公司市场区域布局，同时未来的市场需求也是本项目建成以后新增产能消化的基

础。 

（2）公司具备成熟技术开发体系和丰富的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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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国内较早进入海上风电设备零部件行业的生产厂商之一，系经江苏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的江苏省两化融合转型升级示范试点企业，拥有江苏省企

业技术中心、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等研发平台。公司技术中心下设研发组、设计组、

技术组、工艺组、检验组等，具体负责工艺技术研发、产品图纸转化、外联技术协

同、过程质量检验等。公司主要技术人员从事风电设备零部件研发十余年，其中拥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且从业超过 20 年的技术人员 7 名。公司曾荣获中华全国工商联合

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三等奖等荣誉，并被评为全省机械行

业创新型先进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经过长期的技术创新积淀，公司在核心

技术领域特别是海上风电方面形成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

司拥有专利授权 121 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9 项。 

公司凭借多年在风电设备零部件领域积累的研发经验和技术工艺成果，所生产

产品能够基本覆盖市场上各类客户的技术要求及产品特殊要求，体现出较强的技术

工艺优势，也为本项目实施奠定技术基础。 

（3）长期稳定的客户基础是产能消化重要保障 

公司自成立以来即专注于风电塔筒、桩基、导管架等风电设备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凭借持续的技术开发、严格的质量控制、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成熟的经

营管理，公司在行业内建立了良好的产品口碑及企业形象，先后与中国交建、中广

核、龙源振华、天津港航、韩通重工等风电场施工商，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能、

中国大唐、中国华电、华润电力、三峡新能源、江苏新能等风电场运营商，以及上

海电气、金风科技、中国海装、远景能源等风电整机厂商建立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统计，2021 年我国七大海上风电整机厂商

市场占比 100%，其中上海电气占比 29%、金风科技占比 16.5%、中国海装占比

13.8%。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具备了根据客户需求，针对性的研发设计能力，能及时

掌握客户对产品的需求变化并进行针对性研发，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和订

单来源，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客户及产能消化保障。 

4、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43,000.00 万元，其中拟募集资金投入 41,000.00 万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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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土地购置 3,000.00 3,000.00 

2 建筑工程投资 20,104.91 20,104.91 

3 设备购置及安装 13,370.83 13,370.83 

4 基本预备费 2,678.06 2,678.06 

5 铺底流动资金 3,846.19 1,846.19 

项目总投资 43,000.00 41,000.00 

5、项目预期收益 

本项目投资金额 43,000.00 万元，建设期 2 年，经保守测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5.38%，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7.17 年，经济效益良好。 

6、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1）土地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

尚未取得项目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2）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正在办理中。 

（四）大兆瓦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海力风电全资子公司海力风电设备科技（威海）有限公司实施，项目

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威海市。项目投资总额 47,000.0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45,000.00 万元，投资内容包括土地购置、建筑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基本预备费、

铺底流动资金。项目建成后，将拥有年产 120 套 8MW 及以上单桩的生产能力。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项目建设有利于抓住市场机遇，满足山东海上风电配套需求 

山东是我国海洋大省、工业强省，海上风能资源丰富，用电需求量庞大，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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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发展前景广阔，当地也坚持把海上风电作为能源绿色转型重要板块，作为打造

能源保障网的支撑。为此，山东省于“十四五”期间规划布局了渤中、半岛南、半岛

北三个海上风电基地，总装机规模 3,500 万千瓦，其中渤中基地总装机规模高达 950

万千瓦，胶东半岛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预计半岛北 850 万千瓦、半岛南 1,700 万

千瓦，同时对应布局东营、威海、烟台 3 个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全力推进

山东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建设。 

本次项目将于山东省威海建设大兆瓦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一期将着重于

8MW 及以上单桩的生产。项目建设有利于抓住未来山东省海上风电庞大的市场机遇，

同时进一步补充山东省海上风电配套生态链，满足山东海上大兆瓦风电单桩配套需

求，助力山东省海上风电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2）本项目建设有利于公司落实发展战略，满足产品生产要求 

威海作为胶州半岛沿海重要城市，临近山东省未来规划的山东半岛千万千瓦级

海上风电基地，是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重要战略城市之一。此外，伴随着海上风电

机组大型化、深海化的趋势，单桩等风电配套零部件在尺寸及重量方面增长明显，

自 2022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项目大部分保持在 8MW以上，单桩直径可达到 8m，

因此对于相关生产仓房在面积、层高以及吊装设备承重能力方面均有了新的要求。 

公司快速拓展的业务规模需要产品产量的有效支撑，而目前公司现有的场地不

能完全满足公司快速发展以及风电机组大型化对场地的需求，因此，本项目计划在

山东省威海市建设大兆瓦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通过加大厂房面积、购置吊装能

力强的各式设备，以满足 8MW及以上单桩的生产要求，并可就近满足山东未来海上

风电大尺寸单桩需求。新基地的建设是保障公司未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

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战略实施至关重要，是公司业务正常开展的基础和保障。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山东省未来大规模海上风电建设为本项目奠定市场基础 

山东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海岸线长达

3,345 公里，占全国海岸线 1/6，海洋面积 15.96 万平方公里，具备发展海上风电的天

然优势。2022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支持山东布局大功率海上风电，打造千万千瓦级深远海海上风电

基地。根据山东省政府 2022 年 6 月分布的《能源保障网建设行动计划》，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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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开工 500 万千瓦，建成 200 万千瓦左右。到 2025 年，开工 1,200 万千瓦，

建成 800 万千瓦；到 2030 年，建成 3,500 万千瓦。 

本项目建设充分抓住山东省大规模海上风电建设带来的相关设备市场需求，优

化公司市场区域布局，同时未来的市场需求也是本项目建成以后新增产能消化的基

础。 

（2）公司具备成熟技术开发体系和丰富的技术储备 

公司作为国内较早进入海上风电设备零部件行业的生产厂商之一，系经江苏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认定的江苏省两化融合转型升级示范试点企业，拥有江苏省企

业技术中心、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等研发平台。公司技术中心下设研发组、设计组、

技术组、工艺组、检验组等，具体负责工艺技术研发、产品图纸转化、外联技术协

同、过程质量检验等。公司主要技术人员从事风电设备零部件研发十余年，其中拥

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且从业超过 20 年的技术人员 7 名。公司曾荣获中华全国工商联合

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江苏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三等奖等荣誉，并被评为全省机械行

业创新型先进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经过长期的技术创新积淀，公司在核心

技术领域特别是海上风电方面形成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

司拥有专利授权 121 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9 项。 

公司凭借多年在风电设备零部件领域积累的研发经验和技术工艺成果，所生产

产品能够基本覆盖市场上各类客户的技术要求及产品特殊要求，体现出较强的技术

工艺优势，也为本项目实施奠定技术基础。 

（3）长期稳定的客户基础是产能消化重要保障 

公司自成立以来即专注于风电塔筒、桩基、导管架等风电设备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凭借持续的技术开发、严格的质量控制、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成熟的经

营管理，公司在行业内建立了良好的产品口碑及企业形象，先后与中国交建、中广

核、龙源振华、天津港航、韩通重工等风电场施工商，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能、

中国大唐、中国华电、华润电力、三峡新能源、江苏新能等风电场运营商，以及上

海电气、金风科技、中国海装、远景能源等风电整机厂商建立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统计，2021 年我国七大海上风电整机厂商

市场占比 100%，其中上海电气占比 29%、金风科技占比 16.5%、中国海装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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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具备了根据客户需求，针对性的研发设计能力，能及时

掌握客户对产品的需求变化并进行针对性研发，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和订

单来源，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客户及产能消化保障。 

4、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47,000.00 万元，其中拟募集资金投入 45,000.00 万元，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土地购置 4,500.00 4,500.00 

2 建筑工程投资 14,711.62 14,711.62 

3 设备购置及安装 20,241.19 20,241.19 

4 基本预备费 2,796.23 2,796.23 

5 铺底流动资金 4,750.96 2,750.96 

项目总投资 47,000.00 45,000.00 

5、项目预期收益 

本项目投资金额 47,000.00 万元，建设期 2 年，经保守测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2.04%年，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5.89 年，经济效益良好。 

6、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1）土地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尚未取得项目用

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2）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正在办理中。 

（五）大兆瓦海上风电塔筒制造项目（一期）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由海力风电全资子公司实施，该公司正在注册当中，项目建设地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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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项目投资总额 18,000.0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17,000.00 万元，投资内容包括土地购置、建筑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基本预备费、

铺底流动资金。项目建成后，将拥有年产 80 套 8MW 及以上塔筒的生产能力。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助力公司加强华南地区海上风电设备市场开拓 

风电技术是全球目前应用规模最大、技术最为成熟的新能源发电技术，开发风

电技术已成为当今众多国家的主要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正积极推动山东半岛、长三

角、闽南、粤东、北部湾等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开发建设，推进一批百万千瓦

级的重点项目集中连片开发，结合基地开发建设推进深远海海上风电平价示范和海

上能源岛示范工程。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全面贯彻落实双碳目标。广东省、海

南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都于“十四五”期间做出明确规划，积极推动海上风

电规模化发展。 

公司作为国内主要的海上风电设备零部件供应商，凭借区位优势，深耕华东区

域，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华东地区。针对华南市场，公司缺乏华南地区生产基

地的支撑，以及运输成本的制约，在华南地区的市场覆盖能力、开拓能力和稳定性

尚需提高。通过本项目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建立大兆瓦海上风电塔筒生产基地，

辐射闽南、粤东、北部湾等地区，消除公司华南区域市场开发的不利因素，助力公

司加强华南市场的开拓。 

（2）项目是公司覆盖国内全部市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公司在风力发电设备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在海上风电产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海上风电的平价进程，推动产业迎来大兆瓦

时代，而公司产品也将受到此趋势影响。未来配套大兆瓦机型的产品因自身重量、

直径等因素，在内陆厂区生产运输将会大为不便。因此，公司需顺应行业的发展趋

势，通过战略研判，积极调整现有产能结构以适应大兆瓦产品的开发生产，同时有

序审慎的在沿海便于运输的地区进行新产能布局，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华南沿海地区是“十四五”期间我国重点布局海上风电地区。公司通过本项目实

施，在海南省建立生产基地，可在运输半径内覆盖闽南、粤东、北部湾等海上风电

的主要区域，配合公司现有生产基地及规划建设基地，使公司形成山东半岛、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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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闽南、粤东、北部湾的全国海上风电的全覆盖。因此，本项目建设是公司未来

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3、项目可行性分析 

（1）本项目建设符合政府关于促进新能源产业的政策导向 

风电是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之一，具有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好、

经济竞争力较强、环境影响微小等优势，是最有可能在未来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能

源技术之一。与陆上风电场相比，海上风电场的优点主要是不占用土地资源，基本

不受地形地貌影响，风速更高，风能资源更丰富，风电机组单机容量更大，年利用

小时数更高的特点。我国持续出台了《“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十四五”

可再生能源规划》等支持性、规划性政策，并提出要积极推进东南部沿海地区海上

风电集群化开发，在山东半岛、长三角、闽南、粤东和北部湾五地规划建设千万千

瓦级的海上风电集群化基地。海南省工信厅印发《海南省风电装备产业发展规划

（2022-2025 年）》，提出争取到 2025 年海南基本形成风电装备产业集群，全产业

链实现产值 550 亿元，力争“十五五”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在政策的引导下，海上风电行业逐渐进入快速建设阶段。本项目建设符合政策

发展导向，项目建成以后，在助力我国海上风电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 

（2）华南地区海上风电市场增长前景巨大 

我国海上风电正在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我国海上风能资源丰富，近海风能可

供开发资源非常丰富；海上风电更加靠近电力负荷中心，很少受消纳能力的制约；

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对于落实“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带动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打造海洋经济与海洋强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海南省发布的《海南省“十四五”

能源发展规划》、《海南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制定了“十四五”期间海上风电场

11 个、总装机 12.3GW 的海上风电项目招商（竞争性配置）方案。广东省发布的

《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制定规模化开发海上风电，推动项目集中连片开

发利用，打造粤东、粤西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十四五”时期新增海上风电装

机容量约 1,700 万千瓦。广西发布的《广西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力争核准

开工海上风电装机规模不低于 750 万千瓦，其中并网装机规模不低于 300 万千瓦。

福建省发布的《福建省“十四五”能源发展专项规划》增加并网装机 410 万千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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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开发省管海域海上风电规模约 1,030 万千瓦，力争推动深远海风电开工 480 万千瓦。 

闽南、粤东和北部湾作为本项目覆盖的主要区域，“十四五”期间规划大规模的

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所产生的海上风电塔筒巨大市场需求，为本项目建设奠定广阔的

市场基础。 

（3）公司具备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标准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管理工作，制定了严格的质量管理标准

和科学的质量管理制度。公司秉承“质量为本、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理念，通过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并积极贯彻全面质量管理，现已建立从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

检测入库、出厂检验到售后服务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目前，公司已通过 EN1090

欧盟焊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3834 国际焊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子公司海工能

源已获得挪威-德国 DNV GL 船级社风电塔筒组件认证；在国家相关质量规范和技术

标准基础上，公司还借鉴国际质量体系要求，对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严格的

管理和检验，在生产过程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质量控制管理体系，并通过《质量保证

手册》、《质量管理制度程序文件》、《质量管控工艺规程》等内部制度将相关经

验固化为标准操作规程，为公司持续稳定的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提供保证。 

公司全面、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使得公司的产品出厂合格率和产品一次交验

合格率保持较高水平，项目实施具备品质保证。 

4、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为 18,000.00 万元，其中拟募集资金投入 17,000.00 万元，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土地购置 3,000.00 3,000.00 

2 建筑工程投资 7,414.64 7,414.64 

3 设备购置及安装 4,796.11 4,796.11 

4 基本预备费 976.86 976.86 

5 铺底流动资金 1,812.38 812.38 

项目总投资 18,000.00 17,000.00 

5、项目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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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投资金额 18,000.00 万元，建设期 2 年，经保守测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7.46%，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6.71 年，经济效益良好。 

6、项目备案及审批相关情况 

（1）土地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位于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尚未取

得项目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2）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项目备案及环评批复正在办理中。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项目的实施主要基于公司长期以来在风电设备领域丰富的技术积累、行业

经验和市场资源，项目主要扩张了公司生产规模，丰富公司产品结构，符合国家相

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

益。 

本项目的实施不会改变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将扩大公司的生产能力，可以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生产和运营效率，发挥公司规模生产效应，有助于公司未来业绩的

增长，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对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公司的资金实力

将得到提升，同时降低了公司的财务风险。另外，本次发行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发

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风电设备的产能，提升营业收

入，增强公司长期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项目建设方案可靠、项目建设的条件成熟、公司已具备实施该项目的能力和条

件，并且通过经济、技术、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预测分析，证实项目不仅盈

利能力强，而且抗风险能力大；同时，项目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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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助于公司市场竞争力的综合提升。此外，项目实施过程中对

环境不会产生污染，符合国家相关环保标准和要求。故该项目具有可行性。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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