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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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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华金证券-周涛 

北京风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鹏、陈玉杰、陈曦、杜浩

东； 

广州万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庄茂伟、崔欣； 

北京产权交易所-孙露； 

东方证券-周迪； 

长城财富保险资管-万知、江维； 

金股证券投资咨询广东有限公司-曹志平； 

玖金(深圳)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郑奇国； 

深圳汇合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雨绮； 

深圳安卓投资有限公司-李伟 

时间 2024年 06 月 12日、6月 13日、6 月 14日 

地点 北京及线上交流 

上市公司参与

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 李真 

投资者关系经理  李浩轩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一、公司情况介绍 

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3 年，2010 年



绍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 300040.SZ。公司致力于建

设以智慧装备与技术为基础，新能源为大力发展方向，以建

立安全、高效的综合智慧能源体系为目标。依  托三十年积

累的电气领域核心技术与经验，2015年以来公司由单纯设备

供应商向“制造业+服务”方向发展，逐渐形成“产品+工程

设计+建设总包+金融服务+运营维护”等现代智能制造新模

式。公司长期以来积极布局新能源产业链，拥有智能装备制

造、新能源发电和综合智慧能源三大业务板块，形成了风光

新能源+智能装备制造的双引擎业务格局。 

创立以来，公司积累众多发展成果。在电气领域，公司

已深耕 30年，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及资源。在技术层面，公

司研发水平行业领先，拥有专利超过 200 项。在产品布局方

面，产品已覆盖 70余国家及地区，当前公司产业链上下游融

通优势明显。在新能源发电领域，截至 2023年底，已并网新

能源电站装机容量近 1GW，在建及开发中的新能源电站权益

容量近 2GW。 

 

二、互动问答 

1．公司为何选择出售部分电站的 51%股权的方式与合作

方展开股权合作？ 

公司与众央国企合作伙伴的股权合作模式主要以择机出

售持有电站控制权并保留部分权益的方式进行。采取这种模

式的原因如下： 

- 减少单个项目资本金支出：对于合作伙伴而言，仅需

支付一半的资本金即可控制整个项目装机容量，相同

投入在此模式下可实现控制双倍装机容量。我方出售

项目的同时会寻求合作伙伴新开发项目同容量的参

股权，实现在权益装机容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回笼部份

资金； 



- 保留发电收益的同时回笼现金流(包括应收国补)，实

现风光资源溢价、EPC价值和设备价值兑现； 

- 降低资产负债率，随着公司新能源发电板块的扩张和

其重资产属性，负债率逐渐上升，通过出售部分电站

控股权的形式实现项目负债的转移出表，优化资产结

构； 

 

2．公司输配电设备制造业网内和网外客户的占比？ 

公司输配电设备销售收入中网内收入占比约 30%，网外

客户收入占比约 70%，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是制造业板块的

主要客户之一，我司是国网和南网的合格供应商（固体绝缘

开关柜和箱式变电站等系列产品）。 

 

3．公司装备制造板块 2023年绩下滑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订单周期的浮动和收入确认的时间错配造

成。首先是装备制造业板块大量订单签订于 2023年第三季度

末和第四季度，当年没有达到收入确认的条件；其次是 2022

年的哈尔滨地铁订单导致基数较大，在剔除该影响后制造业

收入基本与去年持平。 

4．公司装备制造板块当前盈利水平如何？ 

公司输配电设备板块毛利率水平为 20%左右，在扣除集

团管理费用（包括总部办公大楼固定资产折旧）后制造业板

块净利率约为 5%左右。 

5．公司电网设备制造业务有怎样的未来定位？ 

公司已经有 30年的电网设备制造经验，自创立以来一直

以制造业为根本。作为多年来的核心板块和发展基石，公司

将发力提高产能利用率，推动装备制造业务的增长： 

- 加大市场和营销投入：公司从 2023 年年末在北京开

始组建全新的大客户销售团队，发力向大客户和集团型客户



销售；  

- 提升研发水平和产品竞争力：公司于 2023 年底在江

苏扬中建立了新的研发中心，并将在产品研发方面持续投入， 

力争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 整合集团资源，拉动设备销售：公司已经开始利用集

团新能源业务板块建立的众多良好合作伙伴关系，积极与众

多能源行业央国企进行深度合作，拓展设备销售市场，推动

输配电装备业务增长。 

6．公司制造业板块的海外业务布局如何？ 

公司产品目前主要跟随总包方的方式出口，公司会持续

对海外机会保持关注，并将紧跟国家战略，择机拓展海外市

场。 

7．2022年~2024年公司应收款中新能源补贴情况如何？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未发放的新能源补贴总计 7.43

亿元，补贴已在陆续回款中。 

8．公司 2024年电力设备订单的预计增速水平如何？ 

公司 2023年智能装配制造业务收入有所下降，相比之

下今年一季度的制造业订单实现了较高的增速。公司管理层

设定了详细的销售计划及目标实现的销售策略，本年一季度

订单量超额完成了计划。 

9．公司去年收入利润有一定程度下滑的原因。 

2023 年度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商誉减值计提的资

产减值损失增加及综合智慧能源业务发电毛利减少所致。其

中，生物质发电业务带来的影响较大。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在于部分电站的股权转让，截至 2023年底，公司作为

少数股东持有 49%股权的新能源电站项目有 12 个，规模共计

754.75MW；另一方面在智能装配制造板块，2023年订单签约

流程延后所致。 

10．生物质发电亏损的原因如何？公司将如何改善其盈



利水平。 

主要由于生物质电厂的运营特性，受制于机组并网后的

调试停机，秸秆燃料的配比优化、燃料的掺雪/含水等运营和

技术方面的障碍，导致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停机技改时间长。

加上生物质项目运营固定成本较高，停机导致发电时间减少

导致了收入未达到预期水平，进而造成亏损情况； 

公司会通过精细化运营管理、控制燃料成本、增加非电

收入等方式在 2024 年减亏，争取 2024 年扭亏。也不排除对

生物质电站项目进行股权转让，以进一步优化公司现金流及

资产负债结构。  

11．公司基于资产负债率考量会把一些在建新能源电站

项目转让，未来是否会持续这种“获得电站指标-建设-转让”

的滚动模式？  

公司会继续与众多央国企伙伴开展风光发电项目的股权

合作（包括出售老项目的控股权、合作开发新的项目），在

保持新能源项目权益装机容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根据新并网

规模，择机择时出售部分自持项目的控股权，以实现风光资

源溢价、设备价值和 EPC 价值。同时，公司仍将力争保留已

出售风光电站的日常运维，围绕新能源发电拓展相关的轻资

产业务。 

12．公司新能源发电的项目储备情况如何？ 

公司目前在建和已拿到指标容量有 1GW，正在开发阶段

的项目容量约 2GW-3GW。这些在手项目指标和储备项目足够

在未来 3 至 5 年为公司新能源发电业务板块提供持续的增

长，公司一季度末的泰来九洲 100MW 风电项目已经完成并网

发电。 

13．虚拟电厂领域布局及未来规划 

虚拟电厂是公司智能配电网和网络能源业务的组成部分

之一，是未来智能电网和网络能源未来发展关键技术，公司



正在筹建自己的虚拟电厂，将自己现持有和未来持有的分布

式电源、储能系统、可控负荷、智慧供热、充电网路等源网

荷储聚合和协调优化，实现作为一个特殊电厂参与电力市场

和电网运行的电源协调管理系统，但现在虚拟电厂相关政策、

技术方案和盈利模式都还处于探索阶段。 

 

14．未来几年资本开支计划及融资安排 

公司短期内资金来源主要依赖银行长期贷款资本开支主

要用于扩大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包括自主开发、与央企合

作开发等模式。同时也将利用出售电站股权的方式回笼部分

资金，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总体来看，通过多种方式平衡投

融资，确保新能源业务持续拓展。 

15．电力体制改革带来的补贴退坡影响 

公司已在 2020 年底后新能源光伏及风电项目从有国补

过渡到平价上网模式，新增项目无需依赖国家补贴。取消补

贴反而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公司平价项目现金流状况优于

有补贴时期。虽然之前项目仍存在一定补贴拖欠，但国家可

再生能源基金规模保持不变，加上新增平价项目无需发放补

贴，拖欠金额将逐步消化，对公司影响将逐步减小。 

16．河南业务及订单情况 

公司电力设备制造布局全国，河南等地区都有一定业务，

主要是向当地电网公司和工矿企业等用电大户出售输变电及

电力自动化等设备。公司暂未在当地开发新能源发电项目。

未来如有适合机会，不排除在当地拓展新能源业务。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