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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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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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作为三一重

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能”或“公司”或“上市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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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中信证券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并出具 2024 年半年度（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间”或“报告期”）持续督导

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1、保荐人制定了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明确了现场

检查的工作要求。 

2、保荐人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议，该协议已明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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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通过与公司的日常沟通、现场回访等方式开展

持续督导工作，并于 2024 年 9 月 3 日、9 月 5 日、9 月 12 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

检查。 

 4、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根据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持续督

导职责，具体内容包括： 

（1）查阅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三会会议材料； 

（2）查阅公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内部审计等内部控制制度； 

（3）查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明细及相关

内部审议文件、信息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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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制度、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

程序文件、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 

（5）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6）对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公开信息查询； 

（7）查询公司公告的各项承诺并核查承诺履行情况； 

（8）通过公开网络检索、舆情监控等方式关注与发行人相关的媒体报道情

况。 

二、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和保荐代表

人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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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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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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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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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质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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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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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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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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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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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随着风电行业的迅速发展，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根据 CWEA 统计数据，2023

年国内风电整机企业前十名合计市占率为 98.4%，前五名合计市占率为 73.6%，

前五名市占率仍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行业竞争将持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

下，往往伴随着产品价格的下降，公司可能会面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同时，若

公司无法较好面对市场竞争环境，则将面临市场占有率下滑的风险。 

7、宏观环境风险 

国内风电行业的发展受政策影响较大，政策的调整将影响风电开发商投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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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进而影响风电行业新增订单的规模和在手订单的交付进度。海外风电业务受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较大，运输成本、汇率波动等或对海外业务盈利情况带

来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未发现公司

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4 年 1-6 月，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千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 1-6 月 

（调整后）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280,422 3,914,877 3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33,565 816,836 -4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88,074 683,593 -43.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807,491 -242,337 不适用 

主要会计数据 2024 年 6 月末 2023 年 6 月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2,285,856 12,793,407 -3.97 

总资产 34,307,299 33,375,651 2.79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 1-6 月 

（调整后）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27 0.6885 -47.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63 0.6791 -47.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46 0.5762 -43.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36 7.07 减少3.7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01 5.91 减少2.90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7.07 11.06 减少3.9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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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34.88%，主要系风电行业保持良好

的发展趋势，装机量持续增长，公司抓住机遇，实现业务迅速发展，公司风机产

品竞争力提升，风机销售较同期增长。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出售

风场数量较少，收益减少。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主要系本期支付采购原材料款项及票据兑付增加，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增加。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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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XMW 到 1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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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等多地联合布局

的全球化研发团队，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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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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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零部件协同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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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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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低风速等多种环境的产品，保证公司市场覆盖率，为未来风电市场做好充分

技术储备。 

3、整机与零部件协同设计优势 

公司通过十多年的整机与零部件生产实践，在叶片、电机与整机一体化的协

同设计方面有着很强的竞争优势，公司机组产品全部使用自主研发叶片与电机。

公司以度电成本最优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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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电机组电控设

计方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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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采用先进的控制技术、系统设计与优化技术、数字化仿真技术对机

组进行了系统性优化设计，使得公司风电机组产品相比同类产品重量更轻、振动

更小、更安全、更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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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产品研发设计实现自下而上的穿透，实现了整机叶片一体化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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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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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和

各大主要零部件一线厂商建立了良好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零部件降本。在

生产效率方面，公司秉承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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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5、新能源项目设计、建设、运营能力优势 

公司可提供新能源工程全流程整体解决方案，具备完善的设计、采购、建设

及运维能力，持有并运营多个标杆风场、电网侧储能示范电站及风光储微电网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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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项目。 

（1）风电场设计 

积极研发风电场新技术：虚拟电厂、微电网、新型储能、新型高塔（混塔、

分片塔、桁架塔）、紧凑型升压站、66kV 集电线路等。有序开发三维风电场设

计平台，覆盖五大模块：三维地形图、三维微观选址、三维线路设计、三维道路

设计、三维升压站设计，可提升发电量 5%，降低建设成本 5%。创新构建新型

高塔（混塔与分片塔）技术体系，涵盖新型高塔设计、制造、施工、运维全产业

链技术，依托数智化建设平台，实现新型高塔技术高效落地，为风电机组大型化、

高塔筒提供支撑。 

（2）风电场建设 

公司拥有专业的风电项目 EPC 管理团队，创新了数字化工程管理平台，实

现对施工现场的实时监控，严控风机基础浇筑、风电机组吊装、电缆敷设、设备

调试等关键工序，大幅提升了安全文明施工和施工质量。 

（3）风电场运营 

公司依托于高度集成化的智慧风电场生产管理系统，通过智能预警、智能派

单、生产数据分析等多个核心模块，实现了对风电场资源的全面整合与优化。该

系统能够自动监测设备状态，提前发出预警信息以预防潜在故障；通过智能派单

功能，可以快速响应并精准分配维护任务，提高工作效率；借助生产数据分析模

块，能够深入挖掘运行数据的价值，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这些功能共同作用

下，使得后台能够进行实时调度和监控，从而全面提升风电场的安全性、生产质

量以及整体的运营管理能力，确保风电场高效稳定的运行。 

（4）新业务 

公司积极开拓新业务，创新商业模式。积极开拓五大新业务：分散式风电项

目、源网荷储项目、“以大代小”风电、国际风电项目以及工商业储能项目。其

中，湖南、江苏、云南等省分散式风电项目，国电投宁夏铝业“以大代小，以新

改旧”风电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际风电项目均顺利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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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智化优势 

公司坚定推进数智化转型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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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智能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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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三一重能的 IOT 设备互联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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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通过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及市场信息，查阅公司招

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等，未

发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变化 

单位：千元 

项目 2024年1-6月 2023 年 1-6 月 变化幅度（%） 

费用化研发投入 373,133 432,905 -13.81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373,133 432,905 -13.81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7.07 11.06 减少 3.99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未出现较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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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发进展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在研项目的情况如下所示： 

1、产品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

资规模 
本期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进展或

阶段性

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

前景 

1 919 项目 49,246.53 9,663.28 39,211.20 
试验验

证阶段 

开发适应三北地区

中高风速区域的

8-10MW 整机平台。 

采用大兆瓦高速双馈技术路线，被动式

偏航系统，降低整机成本；开发超长碳

纤维叶片，降低载荷和整机成本；箱变、

变流器等上置，降低电缆成本；可使用

单叶片吊装，整机吊装成本低；分片式

塔筒，解决陆上运输问题。 

三北中高

风速区域 

2 9198 项目 18,532.97 4,866.35 14,132.83 
样机试

制阶段 

开发面向长江以北

海域的产品，功率为

8.5MW。 

整机平台采用模块化设计开发思路，可

扩展性强，成本低；采用高速双馈技术

路线，整机成本低，技术成熟，可靠性

高；大兆瓦超长叶片控制技术降低整机

载荷，提升运行可靠性。  

长江以北

海域 

3 922 9,383.40 5,518.38 5,518.38 
样机试

验阶段 

开发新平台 15MW

陆上风电机组 

公司自主研发的 SI-270150 陆上风电机

组，额定功率 15MW，风轮直径 270m，

实现核心零部件国产化。 

陆上风机-

三北中高

风速区域

及沙戈荒

区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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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18580&17578

机型 
3,302 0.00 0.00 

设计开

发 

开 发

SI-18580/SI-17578

机型，满足国际客户

在高湍流下采用双

轴承传动链的要求 

整机采用平台化开发思路，采用更高的

风能利用系数的叶片，整机采用人员友

好型设计，具备更优良的噪音特性，机

型适用于高风速，高湍流风场，整机寿

命满足 25 年要求，具备高发电量高适应

性特征。 

为了满足

国际市场

的 需求，

针对高风

速、高湍流

的区域 

合计 80,464.90 20,048.01 58,862.41 / / / / 

 

2、技术部分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

资规模 

本期投入

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进展或阶

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前景 

1  

海上风机电

气系统关键

技术研究 

635.19 - 571.67 

已完成实

施验证及

推广，推

进海上样

机的运行

验证 

研究电气系统海上环境

适应性、关键电气件失

效分析等关键技术，识

别敏感/薄弱部件、通过

测试对部件性能/寿命进

行摸底，形成一套完整

的海上电气系统设计规

范  

基于目前行业的成熟经验，规避重

复性的验证工作、大胆尝试，对于

已识别的薄弱点谨慎验证，打造极

具竞争力的海上电气系统方案。  

应用于大型海上风电

机组的电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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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

资规模 

本期投入

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进展或阶

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前景 

2  

8.8MW 4极定

子铝绕组发

电机开发  

1,948.94 877.95 877.95 

完成样机

试验进入

小批阶段 

配套整机 919项目、9198

项目，开发 10MW 级双

馈异步铝绕组发电机，

提高发电机功率密度，

降低发电机成本  

发电机采用低损耗冲片结构、高效

的冷却散热系统，具备损耗低、效

率高、可靠性高等优点。  

应用于三北中高风速

区域的发电机，应用于

长江以北海域的发电

机。  

3  
919 机组叶片

开发  
6,338.36 2,959.14 2,959.14 

处于试验

验证阶段 

开发匹配 919 机组，长

度超百米的大叶片 

叶片重量在行业内同级别叶片中较

轻；叶片与整机平台协同一体开发，

外形设计与整机转速紧密结合最优

风能利用系数范围宽。  

适用于三北中高风速

区域的叶片  

4  
922 机组叶片

开发 
3,917.94 2,140.26 2,140.26 

处于试验

验证阶段 

开发匹配 922 机组的叶

片，叶片长度、重量、

载荷、净空等满足主机

需求 

基于整机平台优势，在 4.5m~5.3m

节圆系列 120m+叶型中，我司叶片

采取轻量化设计，长度最大，节圆

最小。 

主要安装区域为三北

区域 

5  
15.5MW 4 极

发电机开发 
308.36 262.95 262.95 

完成样机

交付 

开发 15.5MW 双馈风力

发电机 

直接冷却模式，即内部热量直接与

外部介质进行交换，不需通过二次

介质传热；轴承系统采用“一球两

柱” 三轴承结构；绝缘系统采用成

“三北”等陆上高风速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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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

资规模 

本期投入

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进展或阶

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前景 

熟的 1140V 绝缘体系，定转子为 H

极绝缘；采用绝缘端盖结构设计，

将轴电流 对电机影响的风险降低

至最小，进一步提高电机可靠性。  

6  
混塔自研技

术开发 
2,059.20 449.59 449.59 

实施验证

中 

匹配大兆瓦机型，开发

钢混塔筒，降低塔架成

本 

建立从混塔设计到混塔制造的整体

解决方案能力。 
陆上大兆瓦机型 

7 

大兆瓦全铝

发电机关键

技术研究 

215.80 113.87 113.87 

完成样机

上线，目

前还在试

制中 

完成转子铝工艺与技术

验证，完成大兆瓦全铝

发电机关键技术研究 

目前转子铝制行业内暂未有应用案

例，通过项目完成全铝发电机样机

试制及验证并输出铝绕组电机设计

方法及验证方法。 

“三北”等陆上高风速

地区 

8 

水冷、润滑综

合型式测试

台 

141.57 13.67 13.67 
处于实施

验证阶段 

通过《水冷润滑系统型

式试验台建设》项目，

提升我司试验负荷以及

使我司具备润滑系统测

试的能力 

提升我司试验负荷以及使我司具备

润滑系统测试的能力。 
水冷及润滑系统测试 

9 

15MW.TRB

主轴承测试

台开发 

309.15 232.17 232.17 
处于实施

验证阶段 

我司自主研发的单列锥

主轴承试验台，具备大

兆瓦的测试能力 

我司自主研发的单列锥主轴承试验

台，设计初衷为满足 915/919 平台

TRB 主轴承台架试验。 

设 计 初 衷 为 满 足

915/919平台TRB主轴

承台架试验 

10 

发电机出厂

试验台 20MW

升级 

164.19 - - 
处于实施

验证阶段 

需将现有台架升级为

20MW 

提高现有台架的利用价值，满足大

兆瓦电机批量出厂测试的需求。 

满足大兆瓦机型的测

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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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

资规模 

本期投入

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进展或阶

段性成果 
拟达到目标 技术水平 具体应用前景 

11 

30MW六自由

度对拖试验

台开发 

8533.2 966.80 966.80 
处于实施

验证阶段 

开发一款 30MW 六自由度

对拖试验台，实现大兆瓦

机型测试需求，满足多通

道动态载荷加载，缩短研

发、测试周期 

自主研发，引入五自由度加载结构及

控制方式，实现风载在台架上的迭代

复现，缩短验证周期，提升大兆瓦机

组多自由度加载的能力。  

大兆瓦机组多自由度加

载可靠性试验 

合计 / 24,571.90 8,016.40 8,588.0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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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如有）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通过查阅公司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基于前述核查程序，保荐人未发现公司

存在新增业务。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制度、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对账单和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并对大额募集资金支付进行凭证抽查，查阅

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程序文件，实地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场，

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使用进度，取得上市公司出具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生变更情况如下：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基于公司战略布局考虑，同

意将原募投项目“风机后市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三一锡林郭勒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并同意向新项目

实施主体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本持续督导期间及期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情况如下：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三一重能智

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建设项目“三一巴彦淖尔零

碳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分别延长至 2025 年 8 月 10

日和 2025 年 9 月 30 日。 

基于前述核查程序，保荐人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并予以执行，募集资金使用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基

于前述检查未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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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报告期末持股数 
本期间内股份增

减变动量 

周福贵 董事长 40,528,500 0 

向文波 董事 79,080,000 0 

李强 
董事、总经理、核心技术人

员 
8,896,500 0 

郭瑞广 董事 756,000 0 

邓中华 独立董事 0 0 

杨敏 独立董事 0 0 

曹静 独立董事 0 0 

丁大伟 监事会主席 0 0 

陈修强 监事 54,000 0 

马雨明 职工代表监事 0 0 

廖旭东 副总经理 675,000 0 

余梁为 副总经理 1,560,000 0 

杨怀宇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365,000 0 

周利凯 董事会秘书 0 0 

张营 财务总监 0 0 

彭旭 副总经理（已离任） 324,000 0 

房猛 财务总监（已离任） 648,000 0 

胡杰 副总经理（已离任） 720,000 0 

李建涛 核心技术人员 199,800 0 

梁家宁 核心技术人员 300,000 0 

董召然 核心技术人员 110,400 0 

张敬德 核心技术人员 168,000 0 

何涛 核心技术人员 163,200 0 

武胜飞 核心技术人员 170,000 0 

梁湿 核心技术人员 144,000 0 

龙利民 核心技术人员 200,000 0 



 16 

刘云 核心技术人员 192,000 0 

唐胜武 核心技术人员 82,000 0 

张芹 核心技术人员 192,500 0 

合计 / 135,528,900 0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其他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十一、保荐人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未发现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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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孙鹏飞  杨成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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