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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解一惑系列     

海风迎来快速增长期，重视深远海趋势下投资机会 
 

 2024 年 12 月 01 日 

 

➢ 本周关注：浙江鼎力、徐工机械、三一重工、北特科技、肇民科技 

➢ 23-28 年全球海风装机 CAGR=28.0%。参考 GWEC 数据及其预测情况，

2023 年全球海风装机规模 10.8GW，其中亚太装机 7.1GW，欧洲装机 3.8GW；

到 2028 年，全球海风装机将达 37.1GW，2023-2028 年装机复合增速达 28.0%，

其中亚太地区从7.1GW提升至20.2GW，装机复合增速达23.3%，欧洲从3.8GW

提升至 14.1GW，装机复合增速达 30.2GW。2015-2023 年我国海风累计招标

67.2GW，累计并网 37.4GW，差 22.2GW，其中 2022-2023 年招标量也比并

网量多 11.9GW，考虑到招标和并网的时间差，预计我国海风后续并网量将上行。

2024Q1-3，我国风电招标 119.1GW，同比增 93.0%，2024Q2 开始呈现加速

趋势；其中，陆风招标 111.5GW，同比增 100.5%，海风招标 7.6GW，同比增

24.6%。从风电的招标均价看，2021 年 3 月到 2024 年 9 月，风电公开投标的

均价从 2,888 元降至 1,475 元，降幅达 48.9%，但降幅呈现收窄趋势，2024 年

以来，同比降幅收窄至 10%以内，且近期行业抵制恶性低价竞争态度较明确。参

考沿海各省（11 个）发布的对“十四五”的规划情况，预计 2025 年底累计装机

达 62.7GW，即 2024-2025 年新增装机约 25GW。 

➢ 关注深远海趋势带来的投资机会。海风未来发展潜力较大，我们计算得出，

广东/山东/浙江/福建的海风项目平均离岸距离呈现提升趋势，水深也呈现逐步

加深趋势。深远海是我国海风未来发展趋势，对海缆、管桩和叶片的碳纤维化是

直接利好。①海缆，我们统计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个省份预计后续并网海风项

目的平均离岸距离，其中广东省水深在 2026 年及以后并网的项目平均离岸距离

达到 70km 以上，比 2023 年并网的平均离岸距离多了 30.9km（+78%），山东

省平均离岸距离增 82%，浙江省平均离岸距离增 72%，福建省平均离岸距离增

23%。随着海风项目离岸距离的拉长，直接受益的是海缆环节，另外，距离拉长

推动柔性直流海缆的渗透；②管桩导管架，我们统计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个省

份预计后续并网海风项目的平均水深，其中广东省水深在 2026 年及以后并网的

项目平均水深达到 46.7m，比 2023 年并网的平均水深多了 30.9m（+78%），

山东省平均水深增 84%，浙江省平均水深增 145%，福建省平均水深增 2%。水

深的加直接利好管桩及导管架行业；③碳纤维叶片，近几年，风电机组的单机容

量迅速提升，叶片的长度、重量纪录不断被打破。陆上风电机组叶片最长已达 130

米，海上风电机组叶片接近 150 米。长叶片对材料的强度和刚度提出了更加苛刻

的要求，高模量玻璃纤维的性能已经触及“天花板”。同时，自 2021 年以来，与

长叶片相关的安全质量事故呈高发态势。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事故中，叶片失

效占比接近 40%。通过应用碳纤维，120 米级风电叶片可减重 25%~35%。另

外，对于同等长度的叶片，相比玻璃纤维叶片，采用碳纤维能够将风电机组的年

发电量提高 4~5%。目前碳纤维行业价格也呈现快速下行趋势，近期行业出现风

电主机企业入股碳纤维企业的信息，碳纤维叶片发展奇点有望到来。 

➢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海缆行业龙头东方电缆、中天科技，管桩导管架行业头

部企业海力风电、大金重工、天顺风能、润邦股份，碳纤维设备龙头精工科技以

及碳纤维材料的吉林化纤、吉林碳谷等。 

➢ 风险提示：海风项目建设进度低于预期风险，行业竞争激烈导致盈利性下滑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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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计全球海风将迎来快速增长期 

1.1 23-28 年全球海风装机 CAGR=28.0% 

参考 GWEC 数据及其预测情况，2023 年全球海风装机规模 10.8GW，其中

亚太装机 7.1GW，欧洲装机 3.8GW；到 2028 年，全球海风装机将达 37.1GW，

2023-2028年装机复合增速达 28.0%，其中亚太地区从 7.1GW提升至 20.2GW，

装机复合增速达23.3%，欧洲从3.8GW提升至14.1GW，装机复合增速达30.2GW。 

图1：2013-2028E 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及同比  图2：2013-2028E 全球海风新增装机及同比 

 

 

 

资料来源：GWEC，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GWEC，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3：2023-2028E 全球主要区域海风新增装机情况 

 
资料来源：GWEC，民生证券研究院 

 

1.2 我国海风装机将呈现走强趋势 

2023年我国风电装机规模达75.9GW，同比增101.7%，其中海风装机7.2GW，

同比增 57.5%，陆风装机 68.7GW，同比增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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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13-2023 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及同比  图5：2013-2023 年我国海风新增装机及同比 

 

 

 

资料来源：中电联，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电联，民生证券研究院 

 

对比海风招标与并网数据，2015-2023 年我国海风累计招标 67.2GW，累计

并网 37.4GW，差 22.2GW，其中 2022-2023 年招标量也比并网量多 11.9GW，

考虑到招标和并网的时间差，预计我国海风后续并网量将上行。 

图6：2015-2023 年海风招标量及并网量 

 
资料来源：金风科技官网，中电联，民生证券研究院 

 

参考金风科技官网披露的我国风电招标情况，2024Q1-3，我国风电招标

119.1GW，同比增 93.0%，2024Q2 开始呈现加速趋势；其中，陆风招标 111.5GW，

同比增 100.5%，海风招标 7.6GW，同比增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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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11-2024 年前三季度风电招标及同比  图8：2016-2024 年前三季度海风招标及同比 

 

 

 

资料来源：金风科技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金风科技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9：2022Q3-2024Q3 分季度风电招标及同比  图10：2022Q3-2024Q3 分季度海风招标及同比 

 

 

 

资料来源：金风科技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金风科技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从风电的招标价格看，2021 年 3 月到 2024 年 9 月，风电公开投标的均价从

2,888 元降至 1,475 元，降幅达 48.9%；但降幅呈现收窄趋势，2024 年以来，同

比降幅收窄至 10%以内。2024 年 10 月 16 日，在 2024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

览会上，12 家风电整机企业签订《中国风电行业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自律公约》。

成立公约执行管理委员会和纪律监督委员会，抵制低价恶性竞争。11 月 15 日，

40 多家风电开发商、整机企业高管出席 2024 风能企业领导人座谈会，针对如何

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低价恶性竞争问题一致认为需要从从招标规则上进行优化。

2024 年 11 月下旬，国家电投集团在风机招标采购中，不再以最低价为评标基准

价，而是以有效投标人评标价格的算术平均数再下浮 5%作为评标基准价。当企业

报价低于或等于评标基准价时，得满分；当企业报价高于评标基准价 5%以内(含

5%)的，每高 1%在满分的基础上扣 0.4 分；评标价格高于评标基准价 5%以上部

分，每高 1%扣 0.8 分，直到扣完为止。这项规则的优化，使得最低报价不一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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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只有优质的技术方案、完善的商务资质、合理的投标报价等因素叠加，才能拿

到高分，斩获订单。 

图11：2021M3-2024M9 风电招标均价及同比  图12：国家电投的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变化 

 

 

 

资料来源：金风科技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北极星风力发电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1.3 预计 2025 年末我国海风累计装机达 62.7GW 

参考沿海各省（11 个）发布的对“十四五”的规划情况，截至“十三五”末

海风累计装机达 10.87GW，2023 年底累计装机约 37.7GW，预计 2025 年底累

计装机达 62.7GW，即 2024-2025 年新增装机约 25GW，其中江苏、广东、山东、

浙江、福建海风规模较大。 

表1：各省“十四五”海风发展规划及关键节点累计装机规模 

省市 “十四五”规划 
“十三五"末 

（万 kw） 

2023 年 

（万 kw） 

2025E 

（万 kw） 

江苏 到 2025 年推动海上风电装机达到 1500 万 kW 以上 681.6 1180.9 1500+ 

广东 新增海上风电装机约 1700 万 kW 135.8 1093.6 1835.8 

山东 累计开工规模 12GW 以上、建成并网 8GW 1.5 485.3 800+ 

浙江 省管和国管的海上风电分别要实现 200 万千瓦的并网发电 40.7 442.3 400 

福建 
增加并网装机 410 万 kW，新增开发省管海域规模 1030 万 kW，力争推动深

远海风电开工 480 万 kW。 
101.6 347 511.6 

辽宁 力争海上风电累积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405 万 kW。 42.5 105.3 405 

上海 近海、深远海和陆上分散式风电合计力争新增 180 万 kW 41.7 66.9(海+陆) 221.7（海+陆） 

河北 规划 730 万 kW，并网 160 万 kW 30 30 160 

天津 加快推进远海 90 万 kW 海上风电项目前期工作，无建设目标要求 11.7 11.7 - 

广西 全区核准开工海上风电装机 750 万千瓦，其中力争新增并网装机 300 万千瓦 - 6 300 

海南 选址总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投产规模约 120 万千瓦 - 0.7 120 

合计 - 1087.1 3769.7 6265.8 

资料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民生证券研究院 

 

1.3.1 江苏省：“十四五”规划 9.09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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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底，江苏省并网海风装机约 11.8GW，占国内海风规模超 30%，

且江苏省风电产业较为完整。2021 年 9 月 13 日，江苏省“十四五”海上风电规划

的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共规划场址 28 个，规模为 9.09GW，到 2025

年推动海上风电装机达到 1500 万 kW 以上。预计 2024-2025 年要并网的项目主

要是龙源射阳 1GW、三峡能源江苏大丰 800MW 项目和国信大丰 850MW 项目。 

 

1.3.2 广东省：深水区海风成为后续发展重点 

2023 年 1 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调整海上风电场址规划。新增省

管海域（领海线以内）7 个场址，装机容量 18.3GW；规划国管海域（领海线以外

专属经济区）粤东海上风电基地 7 个场址，装机容量 35.7GW。目前广东建成投

产的海上风电项目大部分位于建设难度和成本相对较低的近海浅水区（35 米水深

以内）。广东省近海深水区（35-50 米水深）海上风电场址 8 个，装机容量 57GW，

分布在粤东、粤西海域，项目正在逐步启动建设。 

图13：广东省近海浅水区和深水区规划风电装机情况  图14：2023-2025E 广东省海风预计并网规模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广东省海上风电发展规划（2017-2030）

（修编）》，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预测，民生证券研究院 

 

1.3.3 山东省：三大基地合计 35GW 海风基地 

参考山东省发布的《山东海上风电发展规划（2021-2030 年）》，山东规划了

渤中基地（9.5GW）、半岛南（17GW）、半岛北（8.5GW）三大海风基地。2022

年 7 月，山东省能源局印发《山东省燃气机组建设工程等八个行动方案的通知》，

其中海上风电建设工程行动要求到 2025 年，累计开工规模 12GW 以上、建成并

网 8GW；到 2030 年，具备条件的海上风电规划场址“应建尽建”，迈入全国海上

风电发展第一方阵。深远海方面，提出要加快实施国管海域深远海场址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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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山东省三大海风基地装机规划情况  图16：2021-2026E 山东海风装机情况 

 

 

 
资料来源：《山东海上风电发展规划（2021-2030 年）》，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预测，民生证券研究院 

 

1.3.4 浙江省：“十四五”规划容量达 16.5GW 

2024 年，浙江省"十四五"海上风电规划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批复。根据这个规

划，省管的海上风电容量将达到 850 万千瓦，而国管的海上风电容量则为 800 万

千瓦。同时，设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到 2025 年，省管和国管的海上风电分别要

实现 200 万千瓦的并网发电。 

图17：浙江省海风容量规划情况  图18：2020-2026E 浙江海风装机情况 

 

 

 

资料来源：《浙江省"十四五"海上风电规划》，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预测，民生证券研究院 

 

1.3.5 福建省：“十四五”规划开发达 15.1GW 

2021 年 3 月，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形成了《福建省近海海上风电场工程

规划报告（送审稿）（2021 年修编）》。具体分为两个阶段：①近期（2021~2025

年）：规划海上风电场址 25 个，装机规模 12.7GW，并包括 1 个海上风电检测试

验风场；②中期（2026~2030 年）：规划海上风电场址 7 个，装机规模 6.2GW。 

2022 年 5 月，《福建省“十四五”能源发展专项规划》明确了积极推进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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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规模化集中连片开发的策略。在确保国防、海事、通航和生态保护等要求的基

础上，福建省计划在“十四五”期间有序推进省管海域的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新增

开发规模达到 1030 万千瓦。同时，稳妥推进国管海域深远海海上风电项目，示范

化开发 480 万千瓦，加强相关技术和条件的评估，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增加并

网装机 410 万千瓦，推动深远海风电项目的开工。 

图19：福建省海风规划开发规划情况  图20：2020-2026E 福建海风装机情况 

 

 

 

资料来源：《福建省“十四五”能源发展专项规划》，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预测，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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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注深远海趋势带来的投资机会 

海风未来发展潜力较大，参考海洋清洁能源资讯披露的数据，我们计算得出，

广东/山东/浙江/福建的海风项目平均离岸距离呈现提升趋势，水深也呈现逐步加

深趋势。深远海是我国海风未来发展趋势，对海缆、管桩和叶片的碳纤维化是直接

利好。 

2.1 海缆直接受益离岸距离的拉长 

我们统计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个省份预计后续并网海风项目的平均离岸距

离，大多呈现逐年提升趋势，其中广东省水深在 2026 年及以后并网的项目平均离

岸距离达到 70km 以上，比 2023 年并网的平均离岸距离多了 30.9km（+78%），

山东省 2026 年并网项目比 2023 年离岸距离长 23.8km（+82%），浙江省 2026

年及以后并网的项目比 2023 年离岸距离长 13.7km（+72%），福建省 2026 年及

以后并网的项目比 2023 年离岸距离长 7.9km（+23%）。随着海风项目离岸距离

的拉长，直接受益的是海缆环节，另外，距离拉长推动柔性直流海缆的渗透。 

图21：广东省海风项目平均离岸距离情况  图22：山东省海风项目平均离岸距离情况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23：浙江省海风项目平均离岸距离情况  图24：福建省海风项目平均离岸距离情况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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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缆是海上输电的“血管”，朝着高电压、柔直发展。海缆按照作用及所处风电

场位置，可分为阵列缆和送出缆。阵列缆主要用于汇集风电机组发出的电能，传输

到海上升压站，譬如“毛细血管”，目前主流电压等级为 35kV，正在向 66kV 发展。

送出缆用于将升压后电能输送至陆地集控中心，譬如“大动脉”，目前应用最多主流

电压等级为 220kV，正在向 330kV 和 500kV/柔直发展。 

海缆环节行业集中度均高于海上风电其余各环节，一梯队企业主要为东方电

缆、亨通光电、中天科技，2022 年 CR3 市占率高达 87%。 

图25：中国海缆格局（2022 年） 

 

资料来源：上海有色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2.2 管桩导管架直接受益水深的加深 

我们统计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个省份预计后续并网海风项目的平均水深，

大多呈现逐年提升趋势，其中广东省水深在 2026 年及以后并网的项目平均水深达

到 46.7m，比 2023 年并网的平均水深多了 30.9m（+78%），山东省 2026 年并

网项目比 2023 年平均水深多 23.1m（+84%），浙江省 2026 年及以后并网的项

目比 2023 年平均水深长 20.2m（+145%），福建省 2026 年及以后并网的项目比

2023 年平均水深长 0.9m（+2%）。水深的加直接利好管桩及导管架行业。 

图26：广东省海风项目平均水深情况  图27：山东省海风项目平均水深情况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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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浙江省海风项目平均水深情况  图29：福建省海风项目平均水深情况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海洋清洁能源资讯，民生证券研究院 

 

桩基和导管架是海上风电设备最底部的支撑基础，上端与风电塔筒连接，下端

嵌入海床地基中起支撑作用，其中管桩是海上风电设备的支撑基础，是海上风电最

关键结构之一，直接影响项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参考海力风电招股书披露，海上

风电支撑基础包括风电塔筒、桩基等，受风电场地质情况、水深、离岸距离等因素

影响，单台套海上风电支撑基础的造价（含施工）约为 1,000 万元-3,000 万元，

占海上风电投资成本的 24%-33%。 

海风管桩产业链上游是制作管桩的原材料，包括钢板、法兰、焊材、油漆、零

配件等，中游是海风管桩相关企业，包括天顺风能、大金重工、天能重工、海力风

电等，下游领域是海上发电。 

图30：海风管桩和导管架  图31：我国海风管桩行业产业链 

 

 

 
资料来源：海力风电招股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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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碳纤维叶片奇点来临 

近几年，风电机组的单机容量迅速提升，叶片的长度、重量纪录不断被打破。

陆上风电机组叶片最长已达 130 米，海上风电机组叶片接近 150 米。长叶片对材

料的强度和刚度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高模量玻璃纤维的性能已经触及“天花

板”，无法满足叶片大型化、轻量化的要求。同时，自 2021 年以来，与长叶片相

关的安全质量事故呈高发态势。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类事故中，叶片失效占比接近

40%。其中，除设计缺陷、扫塔、外力损伤外，质量问题的占比最大。 

以碳纤维复合材料为主梁的叶片，恰好完美地解决了玻璃纤维存在的不足与

缺陷。由于具有比强度与比刚度的优势，碳纤维可以帮助实现叶片的轻量化，并且

在一定范围内，越长的叶片，其轻量化效果越好。根据行业测算，通过应用碳纤维，

120 米级风电叶片可减重 25%~35%。另外，据了解，对于同等长度的叶片，相比

玻璃纤维叶片，采用碳纤维能够将风电机组的年发电量提高 4~5%。 

玻璃纤维拉挤板的价格在 15 元/千克左右，碳纤维拉挤板的价格是其 5 倍。

单支玻璃纤维叶片比碳纤维叶片可以节省 20 万~50 万元，单台风电机组则相差

60 万~150 万元。陆上风电百米级叶片通常只在 PS 面（压力面）的主梁中使用碳

纤维材料。然而，当叶片超过一定尺寸后，尤其是对于 100 米以上的叶片，应用

碳纤维的优势将显现。因此，在追求更长叶片的海上风电领域，碳纤维的应用必将

持续增加。国内碳纤维厂商扩产的加速，带动碳纤维的价格走低。当前，国内碳纤

维拉挤板产线已超过 300 条，产能突破 4 万吨。吉林化纤则以质量和规模抢占先

机，占据国内风电叶片碳纤维拉挤板、原丝 90%的市场份额。 

图32：我国碳纤维三年价格对比  图33：碳纤维价格/库存情况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民生证券研究院 

此外，我们也看到业内出现风电主机企业参股碳纤维项目的信息：①11 月 25

日，中复碳芯电缆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三一重能为股东，而中复碳芯

正是一家涉及电力、风电、建筑等行业高端复合材料拉挤制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大股东为中建材；②2023 年成立的上海纳塔新材料，注册资本 5.5 亿，主要

从事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等，其中上海电气风电持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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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建议 

未来海风离岸距离逐步拉长，水深逐步加上，深远海是发展趋势，给海风产业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海缆、管桩及导管件以及碳纤维叶片等方面，建议关注：①海缆

行业龙头东方电缆、中天科技；②管桩导管架行业头部企业海力风电、大金重工、

天顺风能、润邦股份，③碳纤维设备龙头精工科技以及碳纤维材料的吉林化纤、吉

林碳谷等。 

 

 

 

 

 

 

 

 

 

 

 

 

 

 

 

 

 

 

 

 

 

 

 



行业专题研究/机械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15 

 

 

 

4 风险提示 

1）海风项目建设进度低于预期风险。海风的推进受下游电力需求，施工条件，

海域的同样要求等多因素的影响，存在项目建设进度低于预期风险。 

2）行业竞争激烈导致盈利性下滑风险。风电行业前些年价格战较厉害，包括

碳纤维行业扩产较大导致价格持续走低，不排除后续继续价格竞争导致行业盈利

性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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