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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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赵宇航；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五五路证券营业部：梁爽； 

仰时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梁中兴； 

青岛一林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起保； 

共青城容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鹏飞。 

时间 2023 年 12月 15 日（星期五）9:00 

地点 大连华锐大厦 13 楼 1303 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总裁助理王世及，设计研究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马洪斌，营销管

理部部长助理代衍兵，运行保证部部长助理王永辉、生产管理科科长

唐芳，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于立雨、证券事务代表李慧。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签署《调研承诺书》； 

二、投资者问答： 

1.公司 2022 年度新能源业务占比约 1/4，是公司第二大业务，尤

其是风电设备这一块，产品品类丰富，包括齿轮箱、偏航变桨、铸件

等产品，请问公司风电业务下游客户、核心竞争力，以及铸件产能及

拓展情况。 

答：（1）风电业务下游客户 

近三年来，公司风电业务客户结构不断优化，与国内前十大风电

主机商合作率达到 90%以上。目前主要客户有运达、海装、中车、金

风、明阳、上海电气、哈电风能、许继电气、GE等，排名靠前信誉好

的顾客逐渐增多。 

（2）核心竞争力 

①风电齿轮箱 

公司下属分公司减速机厂是国内最早的兆瓦级风电齿轮箱和风电



偏航变桨齿轮箱制造商，具备较完备的研发能力，近 20 年的行业经

验，拥有超过 1.6 万台的风电齿轮箱和 6万台的偏航变桨齿轮箱供货

业绩。公司拥有国家风电传动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还设有

德国研发公司。依托国内外设计团队协同推进，公司在有限元、动力

学仿真技术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陆上双馈机型已形成完整的产品系列，

覆盖市场全部功率级别，与风电主机发展同步。同时，公司还具备相

对成熟的批量化生产组织经验及较完善的冷热加工能力，为齿轮箱货

期提供可靠保障。此外，公司已完成陆上 8.5MW 齿轮箱研制，并开始

研发 10MW 陆上齿轮箱，为后续开发陆上大兆瓦机型市场打下良好基

础。 

减速机厂目前生产、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基础性研究、动力学仿

真和优化、冷热加工能力保证等方面。基础性研究主要包括大模数齿

轮齿根喷丸强化技术，同等条件下承载能力可提升 7%以上。齿轮修形

优化方法，主要是改善齿面应力分布，最大应力可下降 10%，进一步提

升齿轮接触可靠性。齿根圆角优化技术，可提升齿根弯曲强度 5%以上。

动力学仿真和优化主要包括应用动力学方法，对齿轮箱均载特性、振

动模态等进行预测和优化，确保产品高扭矩密度和高运行品质。冷热

加工能力主要包括一流的热处理、齿轮加工设备和成熟的生产工艺，

以及完善的测量检测设备，为实现零部件的高性能、高精度要求保驾

护航。 

②风电铸件 

公司全资子公司铸业公司在风电球铁铸件研发制造领域具有较强

优势,与全球排名前十位的风电整机企业中的八家保持紧密合作，在风

电铸件领域综合实力东北第一、国内前五。近三年，铸业公司紧随风

电行业发展趋势，开展大型风电铸件制造技术研发。2020 年研制出亚

洲首台（套）8-10兆瓦海上风电铸件，将中国风电铸件级数带入“两

位数”时代；2021 年研制出全球最大 12 兆瓦海上直驱型风电铸件，

首次实现大型海上风电产品出口欧洲市场；2022 年研制出世界首台

14-18 兆瓦海上半直驱型风电铸件，助力国内半直驱型海上风电整机

世界领先；2023 年成功研发全球单机容量最大 18 兆瓦海上直驱型轮

毂、底座核心高端球铁铸件，这也是全球目前已下线的单机容量最大、

叶轮直径最大的直驱型海上风电机组。此外，铸业公司在产品研发中

不断创新，攻克多项技术难题，获得风电转子加工、叠箱铸造、壳型

减砂装置、砂芯定位装置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多年来，铸业公司持续推进风电铸件产品的研发，研发投入逐年

增加，近三年研发费均占销售收入 5%以上。凭借多年的研发经验和技

术积累，其风电铸件首件研发成功率 98%以上，国内大兆瓦海上风电



铸件产品首套样机开发占比约 60%，14 兆瓦以上大型海上风电首件研

发成功率高达 100%，技术优势显著。 

目前，铸业公司正在研发国外某客户 17-18兆瓦、国内某客户 18MW

海上漂浮式、国内某客户 20+兆瓦等系列铸件，持续推动大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升级迭代，为快速拓展深远海大型海上风电铸件市场做好技

术储备。助推我国超大型海上风电技术引领全球，为公司高质量、高

效益发展积蓄新动能。 

（3）铸件产能及拓展情况 

经公司 2022 年 9月 2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

2022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投资 25.75 亿元建设大型高端风电核心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项目

计划 2023 年 12 月末投产，届时铸业公司年铸造总产能将由 11.5 万吨

提升至 27.5 万吨，扩容后铸业公司的制造产能将在东北排名第一、国

内排名第三。 

2.考虑到当前处于风电行业的真空期，公司目前的生产情况如

何，今年春节排产安排，以及对明年出货节奏的展望等。 

答：依据公司营销部门确认的有效订单，并考虑风电产品制造周

期和产能均衡等情况，公司生产正按计划有序进行。春节期间，正月

初一、初二会安排部分员工出勤，初三起将全面恢复生产。 

根据目前有效订单、用户需求及自身发展战略和目标，并结合公

司扩容项目落地、机床的磨合及人员对设备的熟悉程度等，公司预计

2024 年风电产品出货将同比有所增长，全年生产任务比较繁重，四个

季度预计均呈现增长态势。 

3.物料搬运设备、冶金设备、零部件等其他业务的发展情况以及

公司预计的增速。 

答：（1）技术研发方面 

①装卸机械 

目前，澳洲市场订货需求有所增加，多个客户大型项目均释放出

浓厚的合作意向。公司针对澳大利亚和巴西高端出口市场研发了万吨

级桥式双斗轮取料机和 7540 吨/小时紧凑型大型堆料机。万吨级桥式

双斗轮取料机是一种安全高效环保的大型散料设备，在市场上需求量

较大；紧凑型大型堆料机具有结构紧凑、现场安装调试量小的特点，

适用于出口人力成本高、项目工期短的国际市场。另外，开发的世界

首台大角度多功能铁路集装箱及敞车两用翻车机近三年在国内已签订

2 亿多元的订货合同，市场反应效果较好。下一步，公司将重点开发引

领国内高端需求，适用无人化、智能化要求的新一代高可靠性高利用

率堆取料机和翻车机。 



②港口机械 

公司港口机械产品主要有装船机、抓斗卸船机、链斗式连续卸船

机、岸边集装箱起重机、装卸桥、场地集装箱起重机、造船门式起重

机和门座起重机等，设备技术先进、性能完备，使用可靠，稳定性好，

受到国内外广大客户的青睐和好评。2019-2021 年开发的大连“重大科

技专项”3600t/h 无人化链斗式连续卸船机项目，具有效率高、能耗

低、对环境污染小、货损少、可自动运行的优点，符合节能、环保和

智能化发展趋势，成功应用于宝武湛江原料码头，成为世界首台无人

化作业链斗连续卸船机，并于 2023 年获中国机械协会科技进步二等

奖；2022 年开发的智能化抓斗卸船机技术应用于舟山电厂，实现了抓

斗卸船机的无人化目标；2021 年开发的抗强震岸桥专利技术，成功打

入土耳其市场，满足港口机械抵抗强震的市场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下一步的研发方向主要是环保和智能化升级，根据“散改集”的环保

需求，计划开发“一箱到底”的“四合一岸桥”技术，彻底解决散料

运输的环保和提效问题。 

③起重机械 

公司的起重机械类产品有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全系列冶金

起重机等 500 多个品种，其中桥、门式起重机被授予“中国名牌产品”

称号。2019-2022 年期间，公司共承担辽宁省揭榜挂帅项目“电炉加料

智能起重输送系统”、大连市重点研发项目“特大型铸造起重机智能化

关键技术研究与测试”以及重大航天项目配套设备“新一代多功能航

天火箭发射移动平台(脐带塔)”等一系列重大新产品开发项目。另外，

智能钢板库起重输送系统、智能抓斗起重输送集群系统、大吨位铸造

起重机等研发科技成果已全面进行市场化应用，效果良好。通过不断

开展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服务和人才培养，公

司培育建成了辽宁省企业技术中心、大连市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

未来，公司将以“高端制造、绿色制造”为指引，树立技术引领市场

理念，围绕智能化、轻量化、大型化、服务化等发展方向，打造全类

型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和全生命周期服务新模式。  

④焦炉机械 

公司焦炉产品包括顶装焦炉设备、捣固焦炉设备、热回收焦炉设

备、焦罐提升机等，累计为中外客户提供焦炉设备 630 余套，服务客

户 300 余家。为全面满足焦炉机械智能化环保生产要求，公司研制出

国内首套智能环保焦炉机械设备、焦炉机械智能控制系统、远程管理

监控系统、数字孪生控制技术等核心智能化技术，开发了球面密封导

套和全密封装煤技术，该创新成果已应用到土耳其、宝钢、首钢、马

钢、武钢、包钢、攀钢等多个大型化焦炉现场。其中智能化焦炉机械



技术成功亮相 2023 年大型焦炉机械“数智”炼焦技术交流会，并在宝

钢湛钢焦化厂应用实施。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智能化技术在焦炉设

备中的应用，研发远程检测技术、数字通讯技术、智能辅助决策等技

术，完成对整套焦炉机械设备生产全过程各设备间的监测、控制、协

调、联动、维护与管理。 

⑤冶炼设备 

公司近年来紧跟冶炼市场需求，着眼于矿热炉大型化、智能化方

向，以及矿热炉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开发了矿热炉智能化管控

平台、智慧镍铁电炉研究、直流矿热炉、81MVA 密闭电石炉、工业硅冶

炼总承包工程技术等重大新产品，有效提升了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奠

定了国内矿热炉龙头企业地位。下一步，公司将从原料预处理、冶炼

工艺革新、智能控制等方面着手，开发绿色低碳型矿热炉，优化工艺

流程，降低产品综合能耗，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差异化竞争优势。 

⑥大型船用曲轴 

近年来，下属全资子公司曲轴公司在 S50ME-B9 钻模法加工技术的

基础上，连续攻克了 S60、G70、G80、X82、X92 等超大型曲轴钻模法

加工技术，实现钻模法加工技术多元化发展，成为国内唯一掌握船用

曲轴钻模法加工技术的公司。2022 年，世界单支最重(296 吨)、国内

首支 8X92 船用曲轴在曲轴公司成功下线。继 2018 年全球首支、世界

最大 22000 标箱集装箱船用 W12X92 曲轴下线后，截至 2023 年末，X92

系列曲轴产品产值已超 3 亿元，曲轴产品线得到了进一步拓展，船用

曲轴研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未来，曲轴公司将紧跟 MAN 和 Win GD 等设计公司研发步伐，保持

船用曲轴与柴油机研发同步，并加快研发世界缸径最大、产品重量最

重(539 吨)的 12G95ME-C10.5 甲醇双燃料柴油机曲轴，助推绿色智能

船舶的研制和推广。 

（2）市场营销方面 

2023 年，冶金板块在营销系统大项目统筹、精准策划的基础上，

中标率有所提升，加之行业市场稍好于预期，整体订货比年初预期增

长 8 亿元；风电板块、港口板块受行业政策和建设需求影响有较大增

幅，分别比预期增长了 6亿元和 6.9 亿元；煤电、核电及造船板块合

计比预期多订货约 6.5 亿元；其他零部件等预计多订货 4.9 亿元。 

①港口市场稳步推进。进一步稳固传统客户，MRL、上海鼎信、唐

山港、天津港、秦皇岛港及西芒杜、赢联盟等中标签订多项大额项目，

拉升了整体订货规模；同时拓展“新客户”边界，实现港口订货同比

增长 13.2%。 

②堆取料机、翻车机出口订货突破较大。夯实老客户的维护与服



务工作，与客户成为共赢伙伴关系，先后成功签订了几内亚韦立堆取

料机、翻车机项目共 5.29 亿元大单。 

③大吨位起重机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智能化项目市场推广效果

显著。签订 400t 以上大吨位铸造起重机 10 台，国内市场占有率 80%，

实现了永锋、东华项目的批量供货，近三年 400t 以上大吨位铸造起重

机市场占有率超过 70%。以钢板搬运、钢包搬运、散料输送为重点方

向，签订了中国恩菲大冶有色项目智能铸造起重机、云铜缓冷场项目

智能铸造起重机、云铜尾矿库项目智能抓斗起重机合同，合同额近亿

元。 

④焦炉设备保持行业领先。一是高端大型化。公司在成功研制世

界最大首套 6.78 米 SCP 工艺捣固焦炉设备的基础上，目前正根据现有

用户和市场需求，重点围绕 7米以上捣固和 8 米以上顶装超大型焦炉

设备进行技术研发储备和市场宣传，加快实现商品化。二是无人智能

化。以宝武湛江、马钢、攀钢等“无人值守”焦炉项目为依托，重点

进行智能诊断平台、寿命周期管理大数据、数字“孪生”、炉体自动测

量等核心技术的研发，推进实现稳定可靠的工业化应用，为未来存量

市场改造、捣固焦炉智能技术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加快研发远程智能

运维技术，通过远程智能技术为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的在线运行和维护

技术服务。三是绿色环保化。重点研发和推广高效节能技术以及焦炉

机械全方位高效除尘和洁净生产技术，满足未来低碳要求和存量市场

技改需求，扩大应用范围。 

⑤其他零部件市场基本保持稳定或略有提升，同比基本持平。 

总体来说，散料板块、风电板块预计明年增速相对较快，冶金板

块和零部件等其他板块将略有增长，其中出口订货拉动较大，预计同

比增长 20%以上。 

4.公司研发投入情况。 

答：公司近三年研发费用分别为 4.94 亿元、6.40 亿元、7.23 亿

元，2023 年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为 6.60 亿元，同比增长 14.78%。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研发投入，围绕国家产业政策调整

和市场需求，依托国家认定技术中心、国家风电传动及控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高层次研发平台，以大型化、智能化、绿色化为重点方向，

持续开展新产品开发和核心技术攻关等必要的研发活动，未来研发费

用预计呈增长趋势。 

5.公司船用曲轴目前发展情况如何？是否有扩产意愿？ 

答：公司船用低速柴油机半组合曲轴是由下属公司大连华锐船用

曲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曲轴”）生产，该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8 月，是专业生产大型船用曲轴的造船配套企业，攻克了制约我国造



船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推动中国造船业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其出产的曲轴产品覆盖曼恩系列 50—108 型、瓦锡兰系列 52—96 型，

具备年产大型曲轴 150 支的能力。 

2020-2022 年，华锐曲轴营业收入分别为 1.95 亿元、1.95 亿元、

3.86 亿元；订货额分别为 1.99 亿元、2.63 亿元、4.85 亿元。2023 年

1-9月，营业收入和订货额分别为 4.01 亿元、5.05 亿元。 

目前限制国内曲轴扩产能的主要因素是市场形势。曲轴市场完全

依托新造船市场，而造船市场又依托航运市场。国内曲轴产能是否扩

充，还需考虑航运市场是否持续坚挺等因素。若市场形势走低，新投

入能否得到回报都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市场因素成为扩大投入需慎重

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公司目前还无扩产计划。 

6.公司如何进行人才培养? 

公司始终践行“为敬业者搭建平台，为成才者培植沃土”的人才

理念，以“人才集聚”战略为导向，不断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

和激励机制，实现人才的职业化、专业化和国际化发展，让人才充分

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将人才资源打造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

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公司建立了制度化、流程化人才培养体系，实施“三年成才

培养计划”，推进以“师带徒”“劳模结对子”为载体的新员工“再教

育”工程，常态化推进“科技大讲堂”，构建了“40%技术准备、30%重

点培养、20%接班人和 10%领军人才”金字塔式人才梯队结构，累计培

养工程技术人员 1663 名,占职工总数 25.10%，33 名技术专家成为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2）实施设计人员“专家制”评聘管理。打通设计人员由技术助

理到首席专家的 8 个职级发展通道，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和贡献为

标的分级分类差异化评聘机制，形成有利于科学技术人员潜心研究和

创新的人才评价体系，不断激发科学技术人员创新活力。现聘有设计

序列专家 689 名，其中首席 5 名、高级 7 名、一级 71 名、二级 139

名、三级 247 名、专务 22名、技术员 152 名、技术助理 46名。 

（3）实施激励机制改革。坚持“以奋斗者为本，导向冲锋”的人

力资本理念，实施工程技术序列薪酬与绩效改革，搭建 7 级 7 档的薪

酬分配体系，形成“岗位工资、技术津贴、日常绩效、专项绩效、专

项科技奖励”“五位一体”薪酬结构。 

7.请问公司未来的经营重点是？ 

答：未来，公司将不断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提高盈利能力，

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来回报全体股东。 

一是持续优化管理，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着力完善产品成本全



过程和全要素管理，深入推进产销研采财“五位一体”成本管控模型

和目标成本管理，提高合同边贡率；全面推进精益管理，建立覆盖设

计、工艺、采购、生产、质量等各环节的全方位精益管理模式，聚焦

价值创造，促进效益、效率提升；推动实现战略物资采购增量、扩面。 

二是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国际化”战略转

型，实现企业规模效益的跨越式提升。高端化方面抓住新技术革命窗

口期，挖掘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行业引领；智能化方面

紧跟国家数字化赋能需求，重点围绕焦炉、散料、起重机等产品推进

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依托存量市场打造公司智能化整体市场拓展方

案，拉动智能化做强做大；绿色化方面以风电、核电、环保产品为核

心，在核心产品及其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设计中，优化各有关设计因素，

使产品全生命周期资源消耗少、对生态环境的总体负面影响小且注重

人体健康和安全的设计和开发活动；服务化方面以存量谋增量，持续

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实现服务化战略落地；国际化方面以“整机出

口”“工程总承包”和“后服务出口”为三条业务主线，全力拓展海内

外成套总包市场，打造新的订货增长点。 

三是加快建设“第二成长曲线”推进后服务市场拓展，提升全生

命周期服务能力。通过实行市场拓展板块化、成立后服务专项小组、

打造样板工程等一系列措施，快速提升订货额。同时，聚焦满足顾客

要求，加大备件、技术改造两类高边贡产品的占比。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3 年 12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