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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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8 名，董事冀相安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书面委托董事长吴兴旺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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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1,819,588.65 元；母公司本年度实现净利润 34,198,284.72 元，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的

利润为正。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年度提取盈余公积 3,419,828.47 元，母公

司本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02,508,770.19 元，累计资本公积金为 9,721,031,061.80 元。 

公司本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实施利润分配，拟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0.33 元（含税）。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506,521,728 股，拟每 10 股派 0.33 元（含税），合计

拟派发现金红利 49,715,217.02 元（含税）。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 2023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2%，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

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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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科技 600072 
江南重工、中船股

份、钢构工程、*ST



钢构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来和 刘晨璐 

办公地址 
上海市鲁班路600号江南造船大厦13楼 

上海市鲁班路600号江南造

船大厦13楼 

电话 （021）63022385 （021）63022385 

电子信箱 mail@cssckj.com mail@cssckj.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23 年度，公司所处行业较上一年度有所变化。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公

司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新增风电业务。从公司主营业务分类来看，公司所处行业包括风电行业、

建筑业和船舶行业。 

（一）风电行业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国家大力支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止 2023 年 12 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29.2 亿千瓦，其

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6.1 亿千瓦，同比增长 55.2%；风电装机容量约 4.4 亿千瓦，同比增长

20.7%，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行业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 

1、2023 年度风电行业重点政策 

从政策导向上来看，2023 年，风电行业政策由推动产业规模扩大，逐渐转变至引领产业融合

发展、构建互补共济的绿色能源体系；从推动生产端结构调整，到大力推动消费端绿色电力消纳，

提升绿电消费比例，绿色低碳转型政策已深入至产业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3 年 1 月 2 日，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1 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为可再生能源拓

展农村市场提供了政策指引。3 月，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发

布《关于组织开展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的通知》，提出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就地就近开发和利

用，并进一步强调，加强适用于农村应用场景的风力发电、高效率光伏发电等。掀起了乡村风电、

分散式风电新一轮发展的热潮。 

2023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以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加速发电清洁低碳转型，并着重提出推动能源装备智能感知与智能终端技术、

推动能源系统智能调控技术等共性技术突破。以及完善发电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标准体系。该文件

进一步加快风电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设备智能运维行业的发展。以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

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3 年 3 月，国家能源局公布《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推动油气开发企业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存储能力，推动能源清洁低碳、积极扩大油气企

业开发利用绿电规模。该文件首次明确了“海上风电与海洋油气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 

2023 年 6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风电场改造升级和退役管理办法》的通知，鼓励并网运行超

过 15 年或单台机组容量小于 1.5 兆瓦的风电场开展改造升级。并在在项目审批管理、前置手续办

理、电价及补贴存续、电网接入及消纳、设备设施循环利用等多个方面提供了解决思路和政策保

障。政策的发布，为风电“以大代小”、退役升级市场作出细则上的指引与规则制定，激活存量市

场，打开风电场改造升级可观的增长空间。 

2023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的指导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集中式风电场、光伏发电站退役设备处理责任机制基本建立，退役风电、



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相关标准规范进一步完善，资源循环利用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政策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和企业率先行动，培育先进技术和商业模式。推进风电设备回收产业初具雏形，并展开未

来巨大发展空间。 

2023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

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将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

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已建档立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生产的全部电量核发绿证，

实现绿证核发“全覆盖”。实现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不仅对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还将推进产品碳足迹管理等工作。对风光发电的消纳形成多元化支撑。 

2023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这是

中国首个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提出稳妥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设计适应新能源特性

的市场机制，与新能源保障性政策做好衔接；推动分布式发电、负荷聚合商、储能和虚拟电厂等

新型经营主体参与交易。将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以市场方式促进变动成本更低的

新能源优先消纳，实现新能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协同消纳。 

2023 年 11 月，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明确可以立

体分层设权的用海活动。推动海域管理模式从“平面”走向“立体”，或进一步规范未来海上风电、

光伏等能源项目海域使用，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2023 年风电行业主要情况 

2023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高效

利用，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2023 年，我

国可再生能源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总装机超过 15 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比重超过 50%，

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中，我国贡献超过 50%；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

3 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约 1/3，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绿色底色更加鲜亮，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步伐更加坚实有力。 

（1）风光大基地建设稳步推进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第一批已建成并网 4516 万千瓦，第二批、第三批已核准超过 5000 万千

瓦，进一步巩固了风电光伏在电力新增装机中的主体地位。2023 年 12 月 21 日，2024 年全国能源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扛牢能源安全首要职责，全面增强供应保障能力。聚焦落实“双

碳”目标任务，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全年全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 2 亿千瓦左右。 

（2）海上风电迎来新发展机遇 

风电装备的大型化趋势显著，塔架高度、单机容量和叶片长度的增加成为降低成本、提升效

率的主要途径。海上风电的技术创新也取得了突破，如漂浮式风电机组技术的进展和构网型风电

机组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为风电行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风电整机竞争格局加剧 

风电整机价格稳中有降，陆上风机（不含塔筒）中标均价小幅下降至 1500 元/千瓦左右，最

低报价突破 1000 元/千瓦关口；海上风机（含塔筒）中标均价小幅下降至 3600 元/千瓦左右，最低

报价低至 2700 元/千瓦。风机装备制造领域，整机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局势加剧，机组技术迭

代加速及市场对大兆瓦机组的需求对研发、机型规划、质量等提出更高要求，加大了过程管理及

成本管控风险；整机厂商竞争策略以抢占市场份额为主，导致风电机组中标价格处于振荡下跌趋

势，各大整机商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产品毛利承受较大下行压力，风电行业也面临着较为严峻

的挑战。 

（4）风电利用率持续提升 

根据国家能源局及中电联统计数据，2023 年风电新增并网装机约 7,566 万千瓦，同比增长 



101.1%。全国并网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2,225 小时，同比提高 7 小时。全国风电平均利用

率 97.3%，较去年提升 0.5 个百分点。中电联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风电发电量为 8,858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16.2%。 

（二）建筑行业 

根据中国建业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建筑业企业（指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

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不含劳务分包建筑业企业，下同）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315911.85 亿元，

同比增长 5.77%；完成竣工产值 137511.82 亿元，同比增长 3.77%；签订合同总额 724731.07 亿元，

同比增长 2.78%，其中新签合同额 356040.19 亿元，同比下降 0.91%。 

2023 年，国家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出台扩内需政策，经济有所回暖，但复苏动力仍不充足。

制造业投资增速稳定，房地产投资企稳尚忧，基建投资仍是实现稳增长的重要抓手。2023 年 7 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

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发挥城市更新规划统筹作用，强化精细化城市设计引

导，将城市设计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完善城市设计管理制度，规范和引导城市更新项目实

施。探索优化适用于存量更新改造的建设工程审批管理程序和技术措施，构建建设工程设计、施

工、验收、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的通知》、《“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

文件，引导建筑工程逐渐朝着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新基建”迅速布局，或将重新给基础设施建

设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三）船舶行业 

根据克拉克森研究统计，2023 年全球新船订单累计 1,723 艘合 1.09 亿载重吨和 4,168 万修正

总吨。虽然以修正总吨计同比下降 19%，但是以载重吨计同比增加 5%。修正总吨的下降主要原

因为大型 LNG 运输船和大型集装箱船订单量的减少。尽管如此，4,168 万修正总吨的年签单量仍

较 2010-2019 年的十年平均水平高出 12%。以修正总吨计，中国船厂新船交付全球占比首超 50%，

并在新造船接单中保持主导地位，全球份额达到创记录的 60%。 

2023 年市场船型结构，除客船外，油、散、集、气、特种船五大主力船型的市场份额相差不

多。其中，油船增速最大，散货船份额最高，特种船也保持了较快增长。其它主力船型则出现负

增长。本轮市场复苏以来，船型轮动的特点明显，这与航运市场当时的迫切需求有着密切关系，

而某种船型的集中下单又会对该船型的发展周期产生微妙变化，成为一轮新周期的起点。 

（一）风电场开发与运营 

报告期内，围绕“海陆并举”的开发策略，公司目前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开展资源开发布局，

积极拓展新领域，创新开发模式，不断取得新突破。全年获取电站指标同比增长 10.28%。 

报告期内，公司在运营风光电场 20 个，合计权益容量 137.33 千瓦，围绕“全体系、提效益、

助转商”重点工作，细化降本增效举措，全年实现上网电量达 20.7 亿千瓦时，实现发电收入 8.19

亿元，同比增长 13.78%。 

（二）风机制造与配套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43 个项目 955 台机组的交付任务，不断加快推动新产品开发以适应市场

快速变化，重点推出陆上 10MW 平台平价机组及海上平价 12.5MW 机组。同时，稳步推进

H260-18MW 海上风电机组测试验证，实现国内首台面向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扶摇号”离网运

行。海上 8MW 平台获得 2023 先进清洁能源装备奖和 Windpower Monthly2022 年度最佳海上风电

机组，海上 H260-18MW 获得 2023 中国风电产业 50 强—十佳优秀风电产品和最佳海上机组

（12MW+级），“扶摇号”漂浮式海上风电装备获得年度最佳创新奖和创领先锋奖。 

（三）工程总承包、设计勘察咨询等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船海工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发展平稳；船厂数字化技术应用全面推进，

形成“三维数字化技术应用与研究规划”，指导公司深化技术应用；在江南造船集团、沪东中华造



船集团有限公司等 7 个项目中充分应用。在设计咨询领域，由于公司的全专业技术优势在行业内

已经形成多年，业绩积累和客户积累的优势在行业下行趋势中起到关键作用，设计咨询业务仍能

保持稳定发展。在工程总承包领域，积极发挥公司设计咨询方面的专业能力，在确保服务船海的

基础上，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重点发展方向，积极拓展环境综合治理领域，先后中标沪东中华造

船（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搬迁工程 1#船坞等船海项目、新特钢全厂场内公辅-噪音综合治理项目

等一批顺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工程总承包项目。 

（四）船配配套业务 

在船舶配套业务方面，自子公司中船华海推出自主品牌“HUAHAI”以来，在船用舱口盖、

艏艉通道、舷侧通道、斜坡板、集装箱绑扎系统等船用设备领域打造自主可控的品牌效应，全力

推进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品牌市场知名度。对标精细化、合规化管理要求，以高效率为抓手，船

舶配套业务发展势头良好，市场经营工作表现亮眼，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船华海在船用舱口盖、

艏艉通道、舷侧通道、斜坡板、集装箱绑扎系统等船用设备领域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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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2022年 本年

比上

年 

增减

(%) 

2021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

资

产 

48,080,793,42

9.73 

42,135,582,69

8.49 

7,528,895,30

5.45 

14.1

1 

40,466,524,99

0.53 

7,853,642,48

6.76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10,894,284,68

3.76 

7,851,711,068

.85 

4,020,566,21

4.25 

38.7

5 

7,638,517,022

.18 

3,955,663,66

8.72 

营

业

收

入 

14,486,240,64

7.30 

18,805,367,06

9.93 

3,349,451,67

0.17 

-22.

97 

18,768,698,18

9.94 

2,409,471,90

9.26 

归

属

于

上

市

161,819,588.6

5 

305,069,713.6

8 

109,947,103.

71 

-46.

96 

626,976,023.3

8 

80,047,823.2

5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187,593,194.

42 
91,895,542.87 

91,892,847.9

9 

不适

用 
78,059,538.48 

78,059,538.4

8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1,943,054,85

1.89 

-391,133,201.

40 

-265,187,085

.65 

不适

用 

-3,977,766,21

7.21 

327,625,963.

5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1.77 3.94 2.76 

减少

2.17

个百

分点 

8.55 2.03 



收

益

率

（

%

）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1074 0.2025 0.1493 
-46.

96 
0.4162 0.1087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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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6,678,188.48 2,822,220,782.92 2,017,019,458.80 6,440,322,21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343,309.45 98,137,810.34 74,960,184.49 27,064,90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346,664.78 27,488,060.40 65,436,534.74 -290,864,45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67,513,312.56 -521,066,037.01 -4,285,055,529.56 4,530,580,027.2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1、2023 年 8 月 14 日，公司完成了收购中船海装 100%股权、中船风电 88.58%股权、新疆海为 100%

股权、洛阳双瑞 44.64%少数股权、凌久电气 10%少数股权的工商登记工作，中船海装、中船风电、



新疆海为、洛阳双瑞及凌久电气纳入公司合并范围，该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对一

季度、二季度及三季度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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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8,99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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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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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0 275,204,726 18.27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 
189,513,675 189,513,675 12.58 189,513,675 无 

  国有

法人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

司－重庆中金科元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0,918,568 60,918,568 4.04 60,918,568 
未

知 

  

未知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57,727,478 57,727,478 3.83 57,727,478 

未

知 

  
未知 

中船海为高科技有限

公司 
56,525,805 56,525,805 3.75 56,525,805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船舶集团重庆船

舶工业有限公司 
44,257,514 44,257,514 2.94 44,257,514 无 

  国有

法人 

工银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江苏疌泉航天工

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484,985 38,484,985 2.55 38,484,985 
未

知 

  

未知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 
37,573,973 37,573,973 2.49 37,573,973 

未

知 

  
未知 

前海中船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前

海中船（深圳）智慧

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

37,143,930 37,143,930 2.47 37,143,930 
未

知 

  

未知 



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35,751,951 35,751,951 2.37 35,751,951 

未

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中船海为高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集团

重庆船舶工业有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与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中的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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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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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主营业务在原有工程总承包、设计咨询勘察及船舶配套

的基础上，新增风电相关业务。2023 年，合并风电相关业务收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4.86 亿元，与

去年同比下降 22.97%，实现归母净利润 1.62 亿元，同比下降 46.96%。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风机装备制造业务出现下滑，市场竞争局势加剧，风电机组中标价格处于振荡下跌趋势，利润

空间进一步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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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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