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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三一

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

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

等相关规定，负责三一重能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跟踪

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

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计划制定相应的工作

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

始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

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三一重能签订保荐

及承销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并已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

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

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2年度三一重能在持续督导期

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必须保荐机

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

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

自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

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2年度三一重能在持续督导期

间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

事项

5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

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等方式，了解三一重能经

营情况，对三一重能开展持续督导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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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2022年度，保荐机构督导三一重

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

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三一重能依照相关

规定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公司治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

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

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三一重能的内控制度

的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

查，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

之日，三一重能的内控制度符合相

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

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

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三一重能严格执行

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

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

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

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

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

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

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保荐机构对三一重能的信息披露

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

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

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2年度，三一重能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

2022年度，三一重能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

的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 经保荐机构核查，2022年度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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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

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

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

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

（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

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

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

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

的其他情形

2022年度，三一重能未发生前述

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

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

作要求

16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

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上

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保荐

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 15日内

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

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

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资

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海

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

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2年度，三一重能不存在需要

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技术研发风险

风电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相关技术发展与产品迭代迅速，下游客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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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断提升，对公司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提出更高要求。公司存在新技术和新产

品研发结果不及预期的风险。一旦出现新技术与新产品研发不及预期的情形，或

者出现公司所处行业的核心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而公司不能及时掌握相关技术

的情形，可能对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研发人员及关键技术流失风险

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依赖于核心技术。研发团队的技术实力与稳定

性是公司持续创新能力与研发能力的基石。但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存

在研发团队人员流失的风险。此外，在当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如果出

现关键技术流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三）产品质量风险

公司所生产的风电机组用于风力发电。由于电网对发电稳定性有极高的要求，

客户对于发电量损失有严格的指标考核，且合同通常约定风电机组需要保证稳定

工作期限为 20年，因此风电机组产品的质量对于公司的声誉与业绩至关重要。

由于风电机组工作环境通常较为恶劣，部分机组甚至需要面对冰冻、高海拔、低

温等特殊气候的考验。因此，行业内风电机组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如果公司未来出现重大产品质量问题，可能面临包括但不限于履行质保义务、

延长质保期、客户考核扣款、赔偿损失、质保金损失、客户诉讼等风险，将可能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四）风机大型化、轻量化带来的原材料供应风险

风机产品大容量化、轻量化发展是行业趋势，风机容量升级意味着核心零部

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技术升级。风机核心部件多为定制件，上游供应商对于核心

零部件的定制化升级能力是制约风机容量升级的重要因素。若未来上游供应商相

应配套升级零部件出现技术质量问题或未能开发出大容量机型配套的核心零部

件，则将影响公司大容量机型的产品质量，甚至可能给公司产品升级带来阻碍。

（五）客户集中度偏高风险

我国风电投资运营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公司的直接客户主要为大型发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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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或大型电力建设集团。若未来公司主要客户流失且新客户开拓受阻，则将对公

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六）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受到行业竞争程度、产品结构变动、上下游供需关系变

动、行业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若未来上述影响因素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

会导致公司部分产品甚至整体毛利率水平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进而导致公司业

绩的波动。

（七）行业风险

随着风电行业的迅速发展，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根据 CWEA统计，国内排

名前十的风电整机企业新增装机市场份额由 2013 年的 77.8%提高到 2020 年的

91.5%、2021年的 95.1%、2022年的 98.6%，整体呈现市场集中度提高趋势。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下，行业竞争对手纷纷降低产品价格，强化产品质量。一方

面，行业竞争加剧将导致销售价格下行，使得公司面临毛利率下滑的风险；另一

方面，如果未来公司不能持续强化技术实力、优化产品服务质量，则将面临市场

占有率下滑的风险。

（八）宏观环境风险

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困难，或将影响公司海外

业务拓展。国内风电行业的发展受政策影响较大，若政策支持力度下降，将影响

风电开发商投资热情，进而影响风电行业景气程度。公司将持续跟踪宏观经济和

行业政策的变化情况，制定有效措施，降低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年度，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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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度 2021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32,458.68 1,019,472.36 2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773.42 160,314.32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672.31 154,128.88 3.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875.11 64,682.85 17.30

主要会计数据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8,274.01 387,686.80 188.45

总资产 2,641,538.88 1,779,916.10 48.41

2022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度 2021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2 1.62 -6.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0 1.61 -6.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1.47 1.56 -5.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6 53.43 减少31.57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8 51.36 减少30.18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6.23 5.32 增加0.91个百分点

2022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1,232,458.68万元，同比增长 20.89%；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773.42万元，同比增加 2.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672.31万元，同比增加 3.60%；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875.11万元，同比增加 17.30%，主要系销售回款较好，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2022年末，公司总资产 2,641,538.88 万元，较期初增长 48.4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8,274.01万元，较期初增长 188.45%，主要系报告期内

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及未分配利润增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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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1、产业链上下一体化优势

公司具备风电全产业链业务布局，在风机核心零部件、风机产品及运维服务、

风电场设计、建设、运营等方面全方位布局，具备较强的产业链一体化能力，全

面提升了公司的整体竞争优势。

核心零部件方面，公司具备独立研发生产制造风机叶片、发电机的能力，并

具备部分其他核心零部件的设计能力。风机产品及运维服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

公司具备 2.XMW到 10.XMW全系列机组研发与生产能力，同时结合智慧风场、

智慧运维等技术，为客户提供高效运维服务，有效提升风电场综合利用小时数，

降低度电成本。风电场设计、建设、运营业务方面，公司拥有专业的风电场设计

及 EPC项目管理团队，自持并运营多家风电场，建立了完善的风机运行数据库，

为上游风机产品及运维服务的改进与升级提供正向反馈。

2、核心技术与研发体系优势

公司具备完善的研发体系，形成了北京、长沙、上海、欧洲等多地的联合布

局的国际化研发团队异地协同平台化开发。通过整合全球资源，公司拥有国内领

先的整机研发设计团队、叶片设计团队、发电机设计团队、研发仿真团队、研发

测试团队、智慧风场研发团队、智能化运维团队。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

司研发人员总人数达 755人，占公司总人数比例为 16.46%。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公司共取得专利 638项，其中发明专利 179 项，实用新型专利 455 项，

外观设计专利 4项。同时，公司取得软件著作权 152项，参与制修订国家或行业

标准 21项，参与团体标准制修订 3项。公司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把握前沿的技

术趋势，在整机大型化、零部件轻量化、核心零部件升级、风电场数字化运营等

方面持续研发攻关，不断开发和完善适用于低温、高温、高海拔、低风速、海上

等多种环境的产品，保证公司市场覆盖率，为未来风电平价市场做好充分技术储

备。

3、整机与零部件协同设计优势

公司具备叶片、电机与整机一体化的协同设计能力，陆上机组产品全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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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叶片与电机。公司能够以度电成本最优为目标，更加系统地评估各项设

计参数对风电机组的影响，高效快速迭代，实现叶片、电机与整机设计的最优匹

配，降低叶片载荷与结构重量，优化接口尺寸，促进整机产品减重、降低成本、

提升可靠性。公司深耕风电领域 10余年，在风电机组电控设计方面形成了深厚

的经验积累，主控系统、能量管理及一次调频等具备全部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

保证核心电气件稳定性并提升了机组电气系统的可靠性。此外，公司通过深入应

用拓扑优化设计、数字化仿真等技术，研究和应用新型的结构件材料，结合对结

构件承载力和功能的深刻理解和丰富设计经验，使得公司在风电机组结构件轻量

化设计方面具备显著优势。。

4、生产成本优势

公司通过产品协同设计、加强供应链保障、提升生产效率等措施，大幅降低

产品成本，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在产品研发设计方面，公司实现自下而上的穿透设计，做到了整机叶片一体

化设计。同时通过数字孪生与设计仿真的应用，实现了研发、工艺、生产的设计

协同，在平价时代的大环境下，大大缩短了大兆瓦机型的研发周期，降低了生产

时间及制造成本。在供应链保障方面，公司通过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叶片和发

电机，实现核心零部件自主可控。同时公司也与各大主要零部件一线厂商建立了

良好稳固的合作关系。在生产效率方面，公司始终把智能制造作为企业核心发展

策略，利用自动化、精益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通过灯塔工厂的建设、产线

布局的优化改造、自动化设备及工业机器人的大量运用，打造出整机、发电机及

叶片工厂多个智能生产单元和全自动化物流体系；在极大减少人工作业的同时提

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生产周期，降低了生产成本。在此基础上公司着重发展质

量控制的自动化和智能化，通过机器视觉、激光投影、高精度质检设备的引入增

设多项自动质检单元，实现全过程质量的在线化以及精益化管控，使产品质量数

字化、目视化，最终实现智能化控制。。

5、新能源项目设计、建设、运营能力优势

公司具备独立的新能源项目设计能力，持有并运营多个标杆风场、电网侧储

能示范电站、微电网示范项目。

风电场设计方面，公司基于 CFD的风电场三维模拟系统，结合高性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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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实现机位点风况和发电量准确评估，提升项目发电量。完成了风机基础

设计软件套装与数字化计算平台开发，涵盖重力扩展式风机基础、桩基、混塔基

础 3大模块。完成混合塔筒空腔式基础设计软件开发和混塔基础三维数字化非线

性仿真设计。公司通过激光雷达航测地形、无人机辅助踏勘选线，实现风电场道

路与吊装平台三维数字化建模，优化道路路径与吊装平台设计，降低土石方工程

量。风电场建设方面，公司拥有专业的风电场设计及 EPC项目管理团队，能够

提供咨询设计、设备采购、工程施工、运维培训及项目融资等风电场全生命周期

解决方案。风电场运营方面，公司依托于智慧风电场系统，通过资源共享、集中

式管理，推动智能风机的高效运营。

新业务方面，开发了储能、微电网一体化项目。拥有行业领先的电网侧集中

式储能电站设计技术，技术优势包含：采用高压直流方案，提升集成度，降低了

直流侧损耗及电缆材料，提高了电池集装箱的能量密度，降低系统成本；通过对

锂电池储能电站火灾抑制与安全防护设计创新，取得了电化学储能电池舱智能降

温阻断装置专利技术，提高了电站运行安全性；拥有行业领先的微电网设计技术，

并实施完成“三一韶山叶片超级工厂微电网项目”。拥有行业领先的新能源项目

设计技术，示范项目正在实施中。。

6、数字化优势

公司坚定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秉承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理念，在研

发数字化、制造智能化、供应链敏捷化、数据信息可视化、经营决策数据化、风

机运营智慧化等方面构建了风电整体数字化解决方案。完成风电行业制造运营管

理平台建设，实现了计划、生产、物流、质量和设备全流程业务拉通。通过强大

的设备数据采集系统，结合高精度定位等技术，实现工厂内“人机物”的全面数

据采集，建成重能的 IOT平台。结合 IOT和各个数字化信息系统，创新性的建

设了叶片工厂数字孪生元平台，实现人机料法环的全面上线，打造与物理工厂实

时联动的掌上虚拟工厂，全方位掌握工厂生产运营情况，推动风电传统制造向中

高端迈进。

（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2022年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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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投入情况表

2022年度，公司研发投入总金额 76,831.28万元，同比增加 41.78%。研发投

入情况如下：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万元） 76,831.28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万元） -

研发投入合计（万元） 76,831.28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6.23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二）研发进展

2022年度，公司获得的知识产权情况如下：

类型
本期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82 29 530 179

实用新型专利 124 113 658 455

外观设计专利 2 2 18 4

软件著作权 75 29 216 152

其他 - - 9 -

合计 292 173 1,431 790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整体使用情况

2022年度，募集资金整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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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

额

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集

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截至报告

期末累计

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报

告期末

累计投

入进度

（%）

本期投入

金额

本期投

入金额

占比

（%）

561,091.43 547,069.86 303,179.14 376,279.14 139,470.07 37.07 118,982.87 31.62

2、募投项目明细

2022年度，公司募投项目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募集

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募

集资金投

资总额

截至报告

期末累计

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报

告期末

累计投

入进度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是否

涉及

变更

投向

新建大兆瓦风机

整机生产线项目
38,690.17 0 0.00 0.00 不适用 是

郴州三一智能制

造产业园项目
0 38,690.17 0.00 0.00 2023-9-30 否

风机后市场工艺

技术研发项目
15,087.89 15,087.89 0.00 0.00 在建中 否

新产品与新技术

开发项目
117,389.57 117,389.57 41,611.87 35.45 在建中 否

三一张家口风电

产业园建设项目
16,504.00 16,504.00 0.00 0.00 在建中 否

生产线升级改造

项目
15,507.51 15,507.51 0.00 0.00 2023-12-31 否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 100,000.00 97,858.20 97.86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 243,890.72 243,890.7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二）募集资金使用是否合规

三一重能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三一重能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

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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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

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2022年 5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关

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三一重能员工 3号资管计划、三一重能员工 4号资管计划

参与公司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其中 3 号资管计划融资额 22,991.00 万元，获配

7,676,717股，4号资管计划融资额 3,258.00万元，获配 870,279股。其中，周福

贵、李强、郭瑞广、丁大伟、余梁为、廖旭东、房猛分别持有 3号资管计划 35.23%、

0.87%、0.87%、1.02%、4.35%、1.74%、1.09%的份额。核心技术人员夏益民、

杨怀宇、张芹、董召然、龙利民、李建涛、梁湿，分别持有 3号资管计划 0.87%、

1.3%、0.87%、0.43%、0.96%、0.78%、1.02%的份额；职工代表监事马雨明、核

心技术人员梁家宁、武胜飞、刘云、董国庆、何涛分别持有 4号资管计划 1.23%、

1.23%、2%、1.23%、1.23%、1.23%的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董召然于 6 月 22 日买入 2.28 万股，6 月 23

日卖出 2.28万股。

2022年 8月 3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议案；2022 年 9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议案。周福贵、李强、郭瑞广、丁大伟、马雨明、余梁为、廖旭东、胡杰、夏

益民、杨怀宇、张芹、董召然、龙利民、李建涛、梁湿、梁家宁、武胜飞、刘云、

董国庆、何涛、张敬德、唐胜武分别持有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约 15.38%、

6.38%、2.54%、0.09%、0.40%、3.41%、2.54%、2.47%、0.87%、0.87%、0.30%、

姓名 职务
年初持股数

（股）

6月末持股数

（股）

报告期内股份增减

变动量
增减变动原因

张芹 核心技术人员 0 500 500 二级市场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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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0.38%、0.33%、0.18%、0.76%、0.21%、0.22%、0.27%、0.73%、0.29%、

0.20%的份额。

十一、本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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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鹏飞 杨成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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