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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1元（含税），在

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际联合 60530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亚锋 齐亚娟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创益东二路15号院

1号楼 

北京市通州区创益东二路15号院1

号楼 

电话 010-69598980 010-69598980 

电子信箱 ir@3slift.com ir@3slif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处行业基础情况 

公司从事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高空安全作业服务。根据《上市公司

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制造业中的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为 C35。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公司属于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代码为 C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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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空安全作业设备行业发展概况 

高空安全作业设备是为满足高处作业的需要而设计和生产的一类专用设备，它可以将作业人

员、工具、物料等通过作业设备运送到指定位置进行各种安装、维修操作，并为作业人员提供安

全保障。其产业链上游包括铝型材、钢材、钢丝绳、电控系统、机械加工、电子电器等生产制造

行业，下游包括风电、火电、电网、通信、建筑、桥梁、航空等行业。根据国家标准《高处作业

分级》（GB/T 3608-2008）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 米或 2 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

业，都称为高处作业。根据机械行业标准《升降工作平台术语与分类》（JB/T 12786-2016），升

降工作平台包括举升式升降工作平台、导架爬升式工作平台、悬吊式升降工作平台和异型轨道式

工作平台，公司产品主要属于悬吊式升降工作平台。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电网安全的日益重视，我国

高空作业产品应用领域正从传统的市政、电力行业向石化、通信、水电、桥梁、灾害救援等行业

领域拓展，公司生产的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除了在风电领域广泛应用外，未来在电网、通信、

火力发电、建筑、桥梁等领域也会有更多的应用。 

但风力发电行业目前仍然是公司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也是公司主要营业收入来源，其行业发

展对公司具有较大影响。 

（三）风力发电行业政策回顾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新能源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

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列，赋予新能源承担起我国经济“新增长引擎”的使命重任。在“双

碳”战略目标下，新能源和低碳发展已然成为稳增长的突破口。 

实现“双碳政策”，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为实现碳达峰，2030 年风电，光伏装机

需达到 12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的 25%。2022年《“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与《“十四五”

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顶层文件的落地，进一步明确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市场、金融，以及低碳

发展的目标路径。从顶层规划、开发模式、市场交易、创新技术、安全管理、金融投资等各方面

形成了一整套政策体系支撑，为 2023年以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指引了发展趋势和路径。由此

可见，在未来数十年，风力发电行业仍然会持续快速发展，风电行业大有可为。部分政策相关文

件如下： 

2022年 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

意见》提出，推动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

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对区域内现有煤电机组进行升级改造，探索建立送受两

端协同为新能源电力输送提供调节的机制，支持新能源电力能建尽建、能并尽并、能发尽发。 

2022年 3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的通知。

文件指出，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全面推进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大规模

开发和高质量发展，优先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加快负荷中心及周边地区分散式风电和分布式光伏

建设，推广应用低风速风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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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方案》，旨在锚定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2022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印发《“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对风电行业提

出新的发展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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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文件还指出，在“三北”地区大力推进风电和光伏发

电基地化开发，在中东南部地区积极推进风电和光伏发电分布式开发，在西南地区统筹推进水风

光综合基地一体化开发，在东部沿海地区积极推动海上风电集群化开发。 

2022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加快电力装备绿色低碳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发布，提出将重点发展8MW以上陆上风电机组及13MW以上海上风电机组，研发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

电装备。突破超大型海上风电机组新型固定支撑结构、主轴承及变流器关键功率模块等。可以看

出，步入平价后，技术创新成为推动国内风电高质量发展的唯一途径。 

2022年8月，科技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

方案提出，研发碳纤维风机叶片、超大型海上风电机组整机设计制造与安装试验技术、抗台风型

海上漂浮式风电机组、漂浮式光伏系统。 

2022年10月，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重点任务指出，依

托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及海上风电基地、海上光伏项目建设，设立标准化示范工程，充分发挥

国家新能源实证实验平台的作用，抓紧补充完善一批标准，形成完善的风电光伏技术标准体系。 

2022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做好2023年电力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

作的通知》，文件指出，完善绿电价格形成机制。鼓励电力用户与新能源企业签订年度及以上的绿

电交易合同，为新能源企业锁定较长周期并且稳定的价格水平。绿色电力交易价格根据绿电供需

形成，应在对标当地燃煤市场化均价基础上，进一步体现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在成交价格中分

别明确绿色电力的电能量价格和绿色环境价值。落实绿色电力在交易组织、电网调度、交易结算

等环节的优先定位，加强绿电交易与绿证交易衔接。 

2022年12月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2023年能源工作中，要着力调整优化

能源结构，加强风电、太阳能发电建设，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

强民生用工程建设；要着力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加强补短板锻长板，加强试点示范应用，推进重

大创新平台建设，加强标准体系建设；要着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

设，加强能源法治建设；要着力加强能源监管，加强行政执法；要着力加强能源国际合作，构建

更高质量的能源国际合作体系；要着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能源高质量发展。 

可见，在“双碳”和“十四五”政策的指引下，国内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等重大项目建设持

续推进，风电等清洁能源电力供应持续增加。同时，我们还看到，不止是中国，欧盟及美国也在

2022年出台了多项政策以支持风力发电的快速发展。 

2022年初，美国能源部发布《海上风能战略》，规划到 2030、2050年海上风电累计装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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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达 30GW、110GW。2022 年 8 月，美国政府通过《2022 年通胀削减法案》，法案恢复此前对海风

的 30%减免，减免旨在帮助项目开发商降低成本。计划到 2035年建设 15GW漂浮式海上风电，并

且这项计划还旨在将“漂浮式海上风电技术的成本降低 70%以上，达到每度电 4.5美分”。此外，

根据 GWEC 数据，预计 2022-2031 年，美国海上风电累计新增装机容量为 35.03GW，年均新增超

3.50GW，规模较为可观。 

2022年 5月 18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德国总

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Alexander de Croo）、丹麦

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共同参加

北海峰会（The North Sea Summit）时，签署了一份关于北海海上风电和相关基础设施共同愿景

的宣言《埃斯比约宣言》（The Esbjerg Declaration），承诺到 2050 年将上述四国在北海地区的

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提高到 150GW，并就联合海上风电项目、“能源岛”、海上电网基础设施方

面开展更密切合作。 

同一天，欧盟正式公布名为“REPowerEU”的行动计划，强调了本土风能在加强能源安全方面

的核心作用，旨在让欧洲摆脱俄罗斯化石燃料进口及加速可再生能源扩张。“REPowerEU”计划提

议，到 2030年使欧盟风电装机容量目标从目前的 190GW增至不少于 480GW。 

2022年 9月 12日，9个北海国家（比利时、爱尔兰、丹麦、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挪

威、瑞典）和欧盟委员会的部长及高级官员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北海能源合作组织（NSEC）部

长级会议上，达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目标协议，承诺到 2030年开发 76GW的海上风电装机，到 2040

年开发 193GW的海上风电装机，到 2050年至少开发 260GW的海上风电装机，这是欧盟目前设定的

2050年海上风电装机目标（300GW）的 85%，也是截至目前欧盟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 17倍。 

2022 年 11 月，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同意了紧急加快可再生能源许可的提议，并在 12 月 19 日

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通过了欧盟天然气价格上限协议。这一紧急许可措施标志着欧盟首次在法

律中将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定义为高于公共利益的问题。欧洲希望到 2030年使风电发电量能够满足

43%的全部电力需求，远高于目前的 15%，以加强地区能源安全，减轻家庭和企业的电价压力。这

意味着到 2030年，欧洲的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从目前的 190GW增加到 510GW。 

2022年，是欧洲漂浮式海上风电发展取得突破的一年，欧洲各国对漂浮式海上风电的规划目

标分别加以更新，预计到 2050年，欧洲达到净零排放目标所需的近三分之一海上风电装机将来自

漂浮式海上风电。 

由此可见，在全球范围内，风力发电业务在未来可预见的十多年内，都会保持快速增长的态

势，尤其是海上风电，未来的增长会更快。 

（四）风力发电行业发展情况 

我国风电大规模发展始于 2004年，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机制造国。中国电力网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2年，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预计达 3,250万千瓦，持续保持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全球第一的态势。业内专家预测，2023年，在大兆瓦趋势下，我国风电的发电成本直线下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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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造价将会迎来历史上第一个低点，风电装机规模将会迎来高峰。据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年全国

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12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25.6亿千瓦，同比增长 7.8%。其中，

风电装机容量约 3.7亿千瓦，同比增长 11.2%。 

2022年，我国海上风电步入平价元年，竞价上网成为海上风电发展新模式，风电机组的大型

化和高可靠性是风电规模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际龙头风电企业纷纷加速部署 15MW级以

上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研制工作，国内整机厂商也将眼光投向更大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的研发与

应用。同时新增陆上风电项目机组单机容量也在进一步提升，部分陆上风电项目已明确要求中标

风机单机容量需达到 5 兆瓦-6兆瓦。 

 

图片来源：中国能源报 

2023 年 2 月，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公布了 2022 年中国风电吊装统

计数据。2022年，中国风电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新增风电吊装容

量 4983万千瓦，累计风电吊装容量达到 3.96亿千瓦。其中，海上风电新增吊装容量 516万千瓦，

累计吊装容量 3051 万千瓦。2022 年，中国新增风电机组出口（发运）容量为 229 万千瓦，累计

出口（发运）容量达 1193万千瓦，出口设备已遍布全球 5大洲共 49个国家。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发布了 2022年版《全球海上风电报告》(Global Offshore Wind Report 

2022)。预计 2021-2026 年，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6.3%，2026-2031 年可达 13.9% ;

新增装机容量预计将在 2027年超过 30GW，到 2030 年有望超过 50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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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2-2031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走势图 

全球风能理事会预计，2022-2031 年全球将新增超过 315GW 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到 2031

年年底，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达到 370GW。其中的 29%装机，将在 2022-2026 年完成，其余的

将在 2027-2031年部署；从 2021年到 2031年，全球海上风电年新增装机容量有望增加一倍以上，

从 21.1GW 提高到 54.9GW。海上风电在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的占比，将由 2021 年的 23%提高到

2031年的 32%。 

2023年 3月 27日，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在巴西圣保罗发布《2023全球风能报告》（Global 

Wind Report 2023）。报告预计，到 2024年，全球陆上风电新增装机将首次突破 100 GW；到 2025

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也将再创新高，达到 25 GW。未来五年全球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将达到 680 

GW。政策制定者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避免供应链瓶颈阻碍全球风电的高速发展。潜在的供应链

瓶颈可能会危及全球实现 2030气候目标——这是到 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节点。 

 

2023年-2027年全球风电装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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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030年全球风电装机预测 

 

（五）其他行业发展概况 

公司生产的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已应用在电网、通信、火力发电、建筑、桥梁等 16个行业。

其中，电网塔架（尤其是特高压电网塔架）、通信塔架是未来公司产品推广的重点之一，在电网塔

架和通信塔架攀爬和作业过程中使用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可以显著降低作业人员爬塔作业强

度，提高登塔效率，同时可有效减少人员攀爬坠落风险，保障人员安全。 

1、电网行业发展情况 

2022年 8月 25日，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正式发布《中国电力建设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2》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截至 2021 年底，初步统计全国电网 220千伏及以上输

电线路回路长度 84万千米，比上年增长 3.8%。 

2023 年 1 月 16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 2022 年新增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 38967 千米。由此可初步估算截止到 2022 年年底，全国电网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约 88.2万千米。如果按照每千米 3基输电铁塔估算，仅 220千伏以

上输电铁塔就有近 265 万基。 

在电网建设方面“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新增 500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 9 万千米，变电容量

9 亿千伏安。存量通道输电能力将提升 4,000 万千瓦以上，新增开工建设跨省跨区输电通道 6000

万千瓦以上。电网计划投资额将接近 3万亿元。国家电网计划投入 2.23万亿元。其中，规划建设

“五交四直”特高压工程，合计交直流线路 3948 千米（折单），新增变电（换流）容量 2,800 万

千伏安，投资总额 443.65 亿元。南方电网公司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5 年，骨干网架西电东送受

端电力将继续增长为规划的 5,200万千瓦，电网的投资及建设均处于快速增长期。 

电网塔架（尤其是特高压电网塔架）和高层建筑高度较高，作业人员徒手攀登作业和维护的



9 
 

效率和安全性相对较低，在电网塔架和高层建筑攀爬与作业过程中使用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有

利于提升作业效率、为作业人员提供更加可靠的安全防护，电网和建筑行业对专用高空安全作业

设备的需求量将有所增加。 

2、通信行业发展情况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2022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移

动通信基站总数达 1,083万个，全年净增 87万个。其中 5G基站为 231.2万个，全年新建 5G基站

88.7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21.3%，占比较上年末提升 7个百分点。 

2017—2022年移动电话基站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2022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随着高压输电线建设长度逐年增长及特高压输变电技术的日益成熟，电网塔架数量和高度不

断增加，同时，随着 5G 技术的快速发展，5G 基站数量也快速增长，相应地，做为可以提高电网

塔架及通讯塔架维护效率及安全性的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相关产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中际联合是国内领先的高空安全作业设备及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从事专用高空安全作

业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并提供高空安全作业服务，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是为高空作业尤其

是特定环境下高空作业、保障高空作业人员的安全和顺利开展工作的需要而设计和生产的专业化

设备，主要包括高空安全升降设备和高空安全防护设备。公司产品现阶段主要应用于风力发电领

域，并拓展至电网、通信、火力发电、建筑、桥梁等行业。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产品结构 主要产品用途 

塔筒升降

机 

是架设于风机塔筒内部，沿导向梯子或导向钢丝绳上下运行，可以将作业人员、

工具或物料由起程面送至到达面的一种高空安全升降设备。塔筒升降机产品已获全球

30多个国家的安装认证许可，以及通过多项国内外专业机构的检测和认证。所有关键

部件均为自行研发设计、制造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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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爬器 

是一种新型高空安全升降设备，设有专用导向轨，作业人员站在车体上，由下端

的驱动部分提供动力，沿预设的导向轨上下运行，将高空作业人员运送至作业位置。

该系统安装在现有爬梯上，安装方便快捷，无需对现有风电机组平台结构进行改造。

免爬器目前已在全球多个国家，2000多个风电场中安装应用，安全可靠性已在全球市

场得到验证。 

助爬器 

是一种辅助作业人员进行攀爬的高空安全升降设备，可以为塔筒、竖井等内部竖

梯的攀爬人员提供30-50kg的连续提升力，帮助高空作业人员减轻负重和体力消耗，

提高作业效率、减少因高空作业人员体力不支产生的风险。助力可根据攀爬人员的自

身情况调节，自动适应攀爬人员的速度，可在任意位置进行上、下助力转换，并且具

有自动回绳功能。 

防坠落系

统 

用于防止作业人员在攀爬时发生意外坠落，当作业人员体力不支或无法找到合适

立足点而意外坠落时，防坠落系统瞬间锁紧，保障作业人员安全，防坠落系统安装简

单，能适合各种铝合金爬梯和钢制爬梯。防坠落系统是风机塔筒中必不可少的安全装

置，系统可防止操作者在攀爬风机塔筒爬梯时意外坠落。 

救生缓降

器 

是一种紧急高空下降和救援逃生装置，由连接挂钩、安全绳索和离心制动系统组

成，设计轻巧独特，携带方便。高空作业人员佩戴安全带通过救生缓降器可以从较高

位置沿安全绳索缓慢下降，下降过程中速度会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使作业人员安全缓

降至地面。救生缓降器可实现双向作业设计，可2人同时逃生，也可实现连续下降逃

生，按高度配置工作绳长、标准配件，根据用户要求提供定制服务。 

爬梯 

是最为基础的攀爬设备，高空作业人员利用爬梯到达指定位置进行高空作业。爬

梯最大承载能力可达260kg，采用高品质铝合金材料、优良的挤出性、良好的抗腐蚀

性等特点。 

 

创新一直是中际联合发展的第一驱动力，研发满足客户新需求的产品，不断丰富公司产品的

深度与广度，从而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2022年，公司新开发或升级的主要产品如下： 

产品结构 主要产品用途 

个人安全

防护装备 

产品主要包括安全带、安全绳、速差器、防坠落以及智能安全帽等产品。其中智

能安全帽是在公司个人安全防护技术的基础上集成最新物联网软硬件技术自主研发，

为施工、运维等工业作业场景打造的智能穿戴产品，在提供头部防护的同时支持视频，

语音，位置等信息采集，对作业过程进行闭环管理，可有效提升作业效率，保障安全

性并具备可运营可管理的显著特点。 

高空应急

装备 

产品是应用于高处应急逃生的救援设备，体型小、强度高，通过离心限速系统实

现匀速下降，安全背带设计，更牢固，一台主机可承载150kg以内多人逃生，一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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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操作简单，产品已通过相关安全认证。 

工业升降

设备 

包括用于各种工业场景的工业升降机，用于建筑、电网、通讯的爬塔机及爬梯导

向物料输送机，专为解决工业领域里高空升降而开发的升降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烟

囱、仓筒、桥塔、港口、建筑等工业领域。载重量从 200kg到 2000kg 多种规格，提

升速度分为 18-36m/min，同时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产品的防冲顶装置、防撞

底装置、机电互锁系统的设计应用，保证产品安全平稳运行。 

 

（三）公司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采购模式采用MRP物料需求规划和供应商安全库存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兼

顾订单需求、厂内安全库存、供应商安全库存，保障公司物料供给充足和库存平衡。公司有一套

完善的供应商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对供应商的产品品质、供货能力、管理水平、供货价格进行

详细评审，准入供应商需要通过准入评审流程后方可建立供应合作关系。采购管理准则为：质量

第一、交付第二、价格第三的原则，以实现公司的产品品质保障、平衡订单交付和产品成本的目

的。采购成本控制主要通过商务谈判和招投标、寻找根源供应商的方式来实现。公司和供应商的

合作理念为：供应商与公司共同进步。 

2、生产模式，公司生产模式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执行生产，常规产品以月度、季度滚动预测

的形式做计划性备货生产，对于非常规产品，按照定制生产流程执行，即接单后启动研发设计、

物料采购、生产制作等相关联流程。为应对市场订单波动可能存在的交付问题，缩短产品交付周

期，公司在预测备货外，建立一定数量的通用型产品安全库存和原料安全库存，保证在最短的时

间内完成生产和交付。 

3、营销模式，在销售环节上主要采用了直销的模式，公司与客户直接签订销售合同，并在全

球市场上争取行业代理商等客户的合作。在市场推广方面，公司通过积极参加行业展览、行业会

议、在行业期刊杂志及媒体投放广告等方式提高公司知名度。公司为保障业绩增长，控制经营风

险，在产品研发、客户解决方案、产品营销、售后服务、质量管控等方面不断加强投入和管理，

全力满足客户需求，紧跟市场发展，使得公司及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得以保障。 

4、盈利模式，公司主要从事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并提供高空安全作业

服务。主要客户以风力发电企业、风机制造商等重点客户为主，通过参加客户的招标、商务谈判、

询比价等方式获得订单。以高质量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和主动回访客户等方式维护客户关系，提

升公司美誉度。公司在欧洲、北美、印度和日本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争取全球领域的客户合作。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公司主要通过产品结构、工艺和材料的优化改进等方式，有效降低和控制产

品生产成本。 

（四）产品的市场地位 

公司是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主要产品在风力发电行业细分市场占有率第一。公司秉承

稳健的经营理念，在高空安全领域耕耘多年，公司坚持以提供3S“Safe（使用安全）、Simple（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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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简单）、Specialized（制造专业）”的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致力于成为在全球专用高空安全

作业设备及服务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依托技术、质量、品牌及服务等方面的

优势，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客户群体，实现了国内具有新增装机的全部风机制造商和五大电力集团

的全覆盖，全球新增装机前十大风机制造商全覆盖。2022年4月公司荣获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

力机械分会颁发的中国风能产业-卓越贡献奖。 

（五）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业绩主要来源于专用高空安全作业设备和高空安全作业服务经营业务，经营利润主要来

源于产品销售及服务收入的获得及成本、费用的有效控制。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业绩驱

动因素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2,503,985,192.95 2,376,088,723.08 5.38 1,222,334,74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63,156,519.87 2,060,346,321.35 4.99 915,410,379.83 

营业收入 799,399,569.85 882,836,847.76 -9.45 681,006,78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5,129,355.88 231,707,533.69 -33.05 185,117,61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7,639,693.11 211,061,095.25 -39.52 181,519,70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8,545,174.47 113,332,632.61 110.48 182,688,384.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37 13.96 

减少6.59

个百分点 
21.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2 1.62 -37.04 1.4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2 1.62 -37.04 1.4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78,715,255.02 182,442,741.44  200,560,950.85 237,680,6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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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4,069,382.02 42,934,880.22 44,967,967.64 23,157,12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9,338,967.06 40,674,453.28 31,676,622.22 15,949,65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00,949.00 27,203,786.80 118,059,111.20 96,783,225.4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61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3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刘志欣 10,160,159 36,897,419 24.31 36,897,419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世创（北京）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2,379,841 8,642,581 5.69 8,642,581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日节能环保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375,000 8,625,000 5.6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马东升 141,750 4,191,750 2.7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11,993 3,336,993 2.2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六合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外经贸

发展引导基金（有限

合伙） 

917,320 3,331,320 2.19 0 无 0 国有法人 

王喜军 106,313 3,143,813 2.07 0 无 0 
境外自然

人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26,862 3,098,138 2.04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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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412,407 2,987,242 1.97 0 无 0 其他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创

言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13,260 2,590,260 1.71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控股股东刘志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4.31%的股份，通

过世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5.69%的股份，

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30.00%的股份；2、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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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939.96 万元，同比下降 9.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512.94万元，同比下降 33.05%，实现每股收益 1.02元。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公司

总资产 250,398.52 万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5.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315.65 万

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4.99%。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