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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公布了 2022 年中

国风电吊装统计数据。全国新增风电吊装容量为 49.83GW，累计风电吊

装容量达到 3.96 亿千瓦；其中，海上风电新增吊装容量 5.16GW，累计吊

装容量 30.51GW。吊装 TOP3 为金风科技、远景能源和明阳智能，排名

4-7 位的为运达股份、三一重能、中国中车、中国海装、电气风电、东方

电气和联合动力。 

◼ 吊装数据显示风电总体市场向 TOP10 集中，但 TOP3 占比波动下降。自

2018 年以来，TOP10 吊装总容量市场占比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由 90.0%

上升到 98.5%，但 TOP3 吊装容量占比由 2018 年的 63.9%波动下降到 2022

年的 51.0%。TOP3 稳定为金风科技、远景能源和明阳智能三家公司。 

◼ 陆上风电市场中运达股份和三一重能市占率提升较多跻身 TOP5，海上风

电市场中明阳智能和中国海装市占率提升较多跻身 TOP3。陆上风电市

场，运达股份由 2018 年占比 4.4%排名第五，提升到 2022 年占比 13.7%

排名第三；三一重能由 2018 年占比 1.3%排名第十四，提升到 2022 年占

比 10.1%排名第五。海上风电市场，明阳智能由 2018 年占比 5.4%排名第

四，提升到 2022 年占比 26.8%排名第二；中国海装由 2018 年占比 0%，

提升到 2022 年占比 20.2%排名第三。 

◼ 年度风电吊装容量口径数据与并网容量口径数据有差异。通常年度并网容

量口径数据要小于吊装容量口径数据，但受到特定年份抢装并网影响，当

年并网容量口径数据大于吊装容量口径数据，也造成之后年度并网容量口

径数据同比变化幅度更大。 

◼ 投资建议：海上风电发展直接受益环节，推荐海力风电，关注东方电缆、

大金重工、起帆电缆等；整机是系统性最强和产品技术性最高的环节，推

荐三一重能，关注明阳智能、金风科技；其它受益环节，推荐日月股份，

关注新强联、恒润股份等。 

◼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原材料价格短期剧烈

波动风险，政策风险，其它不可预见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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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 年中国风电吊装统计数据发布 

1.1 整机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2023 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上，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公布了 2022

年中国风电吊装统计数据。中国风电在 2022 年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国新增风

电吊装容量为 49.83GW，累计风电吊装容量达到 3.96 亿千瓦；其中，海上风电新增吊装

容量 5.16GW，累计吊装容量 30.51GW。吊装 TOP3 为金风科技、远景能源和明阳智能，

TOP3 占全年吊装总量的 51%；排名 4-7 位的为运达股份、三一重能、中国中车、中国海

装、电气风电、东方电气和联合动力，TOP10 占全年吊装总量的 98.5%。 

 

表 1：近五年我国风电吊装情况统计（GW） 

NO. 
2018 年吊装统计 2019 年吊装统计 2020 年吊装统计 2021 年吊装统计 2022 年吊装统计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1 金风科技 6.71 金风科技 8.01 金风科技 12.28 金风科技 11.38 金风科技 11.36 

2 远景能源 4.18 远景能源 5.14 远景能源 9.13 远景能源 8.15 远景能源 7.82 

3 明阳智能 2.62 明阳智能 3.61 明阳智能 5.51 明阳智能 6.93 明阳智能 6.21 

4 联合动力 1.24 运达股份 1.6 电气风电 4.61 运达股份 6.77 运达股份 6.1 

5 上海电气 1.14 东方电气 1.31 运达股份 3.65 电气风电 5.55 三一重能 4.52 

6 运达风电 0.85 电气风电 1.26 中车风电 3.49 中国海装 3.53 中国中车 3.74 

7 中国海装 0.81 中国海装 1.1 东方电气 3.1 中车风电 3.29 中国海装 3.36 

8 湘电风能 0.55 联合动力 1.05 三一重能 3.03 三一重能 3.21 电气风电 3.25 

9 Vestas 0.54 中车风电 0.91 中国海装 2.95 东方电气 3.13 东方电气 1.84 

10 东方电气 0.38 三一重能 0.7 联合动力 2.01 联合动力 1.26 联合动力 0.92 

 其它 2.11 其它 2.09 其它 4.66 其它 2.73 其它 0.71 

资料来源：CWEA、长城证券研究院 

 

年度总吊装容量 TOP3 集中度波动下降，TOP10 集中度稳步抬升。过去五年，我国风电

年度吊装 TOP3 均为金风科技、远景能源和明阳智能三家企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第一

梯队；TOP3 吊装总容量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由 2018 年的 13.51GW 增长到 2020

年的 26.92GW，随后略微下降到 2022 年的 25.39GW；TOP3 吊装容量占比由 2018 年的

63.9%波动下降到 2022 年的 51.0%。自 2018 年以来，TOP10 吊装总容量市场占比呈现稳

定上升的趋势，由 90.0%上升到 98.5%；其相应的吊装总容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由 2018

年的 19.02GW 增长到 2021 年的 53.2GW，仅在 2022 年略有下降，为 49.12GW。市场集

中度不断向 TOP10 集中，同时 TOP10 内部竞争加剧使得 TOP3 占有率波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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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近五年我国风电吊装容量集中度情况（GW、%） 

 

资料来源：CWEA、长城证券研究院 

 

年度陆上风电吊装容量 TOP3 集中度波动下降，TOP10 集中度稳步抬升。2020 年因陆上

风电抢装潮，TOP10 年度陆上风电吊装容量达 46.01GW，同比 2019 年增长 107.3%；但

同时 TOP3 年度陆上风电吊装容量由 2019 年的 15.07GW 增长到 2020 年的 24.96GW，同

比增长率为 65.6%，明显低于 TOP10 的 107.3%的增长率。TOP3 以外的整机厂家抓住了

抢装潮市场机遇，积极扩大市场份额，致使 TOP3 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其中运达股份、

三一重能等企业更是借助此机遇提升了市场影响力，在 2021 年和 2022 年的陆上风电吊

装容量分别上升到第三位和第五位。TOP10 的市场集中度由 2018 年的 89.3%提升到 2022

年的 98.4%，TOP3 的市场集中度由 2018 年的 64.8%波动下降到 2022 年的 54.1%；与总

体风电市场集中度的变化趋势一致，但 TOP3 成员公司的变化反映出 TOP10 之间的竞争

更加激烈。 

 

表 2：近五年我国陆上风电吊装情况统计（GW） 

NO. 
2018 年吊装统计 2019 年吊装统计 2020 年吊装统计 2021 年吊装统计 2022 年吊装统计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1 金风科技 6.31 金风科技 7.41 金风科技 11.97 金风科技 9 金风科技 11.07 

2 远景能源 3.78 远景能源 4.52 远景能源 8.44 远景能源 7.2 远景能源 6.98 

3 明阳智能 2.53 明阳智能 3.14 明阳智能 4.55 运达股份 6.8 运达股份 6.1 

4 联合动力 1.23 运达股份 1.6 运达股份 3.65 中车风电 3.3 明阳智能 4.83 

5 运达风电 0.85 东方电气 1.31 中车风电 3.49 三一重能 3.2 三一重能 4.52 

6 中国海装 0.81 联合动力 1.05 电气风电 3.21 明阳智能 3.2 中国中车 3.73 

7 湘电风能 0.55 中国海装 0.95 东方电气 3.04 东方电气 2.1 中国海装 2.32 

8 Vestas 0.54 中车风电 0.91 三一重能 3.03 中国海装 1.5 电气风电 1.81 

9 上海电气 0.41 三一重能 0.7 中国海装 2.62 电气风电 1.3 东方电气 1.69 

10 东方电气 0.38 上海电气 0.61 联合动力 2.01 联合动力 1.3 联合动力 0.92 

 其它 2.09 其它 2.01 其它 4.57 其它 2.6 其它 0.71 

资料来源：CWEA、长城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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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近五年我国陆上风电吊装容量集中度情况（GW、%） 

 

资料来源：CWEA、长城证券研究院 

 

年度海上风电吊装容量集中度自 2019 年后呈现波动稳定格局。电气风电（上海电气）近

五年来稳定保持年度海上风电吊装容量首位的市场地位，其市场占有率自 2018 年下降后

波动稳定在约 25%-35%；TOP3 的年度吊装总容量占比呈现类似的趋势，自 2018 年下降

后波动稳定在约 70%-80%。海上风电整机市场格局较陆上风电整机市场更为稳定，这是

因为海上风电市场门槛更高，新进入者较为困难，市场参与者较陆上风电明显更少，同

时头部公司依靠先发优势和区域资源禀赋可以获得较大的市场优势。 

 

表 3：近五年我国海上风电吊装情况统计（GW） 

NO. 
2018 年吊装统计 2019 年吊装统计 2020 年吊装统计 2021 年吊装统计 2022 年吊装统计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公司 容量 

1 上海电气 0.73 上海电气 0.65 电气风电 1.4 电气风电 4.2 电气风电 1.44 

2 远景能源 0.4 远景能源 0.62 明阳智能 0.96 明阳智能 3.8 明阳智能 1.38 

3 金风科技 0.4 金风科技 0.6 远景能源 0.69 金风科技 2.4 中国海装 1.04 

4 明阳智能 0.09 明阳智能 0.47 中国海装 0.33 中国海装 2 远景能源 0.84 

5 GE 0.018 中国海装 0.15 金风科技 0.31 东方电气 1 金风科技 0.29 

6 联合动力 0.012 湘电风能 0.08 哈电风能 0.09 远景能源 0.98 东方电气 0.15 

7 湘电风能 0.005   东方电气 0.06 哈电风能 0.12 中国中车 0.01 

资料来源：CWEA、长城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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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近五年我国海上风电吊装容量集中度情况（GW、%） 

 

资料来源：CWEA、长城证券研究院 

 

1.2 陆上 TOP5 竞争态势 

TOP3 显现松动，运达股份和三一重能市占率提升较多。2018-2022 年，各年度吊装容量

排名第一的均为金风科技，其领先排名第五公司的市占率分别为 28pct、25.2pct、16.8pct、

14pct 和 14.7pct，绝对领先优势逐渐缩小。传统 TOP3（金风科技、远景能源和明阳智能）

吊装容量占比均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而市场竞争更加积极的二线企业（运达股份和三

一重能）吊装容量占比呈现提升的态势；运达股份由 2018 年占比 4.4%排名第五，提升到

2022 年占比 13.7%排名第三；三一重能由 2018 年占比 1.3%排名第十四，提升到 2022 年

占比 10.1%排名第五。 

 

图 4：2022 年陆上风电 TOP5 年度吊装占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CWEA、长城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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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海上 TOP3 竞争态势 

TOP1 占比优势减小，明阳智能和中国海装市占率持续提升。2018-2022 年，各年度吊装

容量排名第一的均为上海电气，其领先排名第三公司的市占率分别为 19.9pct、1.9pct、

18.5pct、12.5pct 和 7.8pct，绝对领先优势波动减小。各年度 TOP3 格局变化较大，明阳智

能通过积极的竞争策略和属地资源优势，由 2018 年占比 5.4%排名第四，提升到 2022 年

占比 26.8%排名第二；中国海装由 2018 年占比 0%，提升到 2022 年占比 20.2%排名第三。 

 

图 5：2022 年海上风电 TOP3 年度吊装占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CWEA、长城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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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吊装口径与并网口径数据差异对比 

2.1 陆上风电两种口径数据对比 

吊装口径数据波动更小，抢装潮使得并网数据波动增大。通常年份吊装容量一般大于并

网容量，但 2020 年收到补贴政策截止刺激，历史项目与当年项目加紧并网，使得并网容

量大于吊装容量，因此 2020-2022 年度并网容量同比增减幅度较年度吊装容量同比增减幅

度更大。同时，2020 年之后较之前的吊装容量有明显提升，且受到疫情影响，并网容量

与吊装容量的数据差值明显增加，国家能源局也是在此情况下印发了《关于积极推动新

能源发电项目应并尽并、能并早并有关工作的通知》。 

图 6：近五年陆上风电吊装容量口径与并网容量口径数据对比（GW、%） 

 

资料来源：CWEA、国家能源局、中电联、长城证券研究所 

 

2.2 海上风电两种口径数据对比 

吊装口径数据波动更小，但两种口径数据差别不大。与陆上风电两种口径数据类似，通

常年份吊装容量一般大于并网容量，但 2021 年受到补贴政策截止刺激，历史项目与当年

项目加紧并网，使得并网容量大于吊装容量，因此 2022 年度并网容量同比下降幅度较年

度吊装容量同比下降幅度更大；但海上风电总体规模较小，两种口径数据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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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近五年陆上风电吊装容量口径与并网容量口径数据对比（GW、%） 

 

资料来源：CWEA、国家能源局、中电联、长城证券研究院 

 

2.3 风电总体两种口径数据对比 

风电总体数据叠加了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一致的趋势，其并网口径数据比吊装口径数据

波动的更加明显。 

图 8：近五年风电总体吊装容量口径与并网容量口径数据对比（GW、%） 

 

资料来源：CWEA、国家能源局、中电联、长城证券研究院 

 

3. 投资建议 

海上风电发展直接受益环节，推荐海力风电，关注东方电缆、大金重工、起帆电缆等；

整机是系统性最强和产品技术性最高的环节，推荐三一重能，关注明阳智能、金风科技；

其它受益环节，推荐日月股份，关注新强联、恒润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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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原材料价格短期剧烈波动风险，政策风险，其

它不可预见性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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