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破高端化 山东玻纤站上“风”口

“一寸长，一寸强” ，这是风电行业的一句俗语。 叶片越长，发电效率越高。 可叶片越长，重量越大，载荷越重。 于是，风电纱便派上了用场。 近年来，在风电机组大型化、叶片轻量化的大趋势下，风电纱需求与日俱增。 随着风力发电装机规模持续增长，风电纱展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

日前，山东玻纤“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成功通过行业评审，并由此拿到进入高端风电市场的“通行证” 。 山东玻纤表示，公司发挥技术优势，自主研发的“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实现了性能大幅提升，有利于公司提升高端产品占比，优化产品结构以及产业布局。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李信霏

打入高端风电市场

公开资料显示，风电纱是一种专用于风电行业的电子级玻璃纤维纱，主要用于叶片部分，可加工成编织物或者拉挤板，并与树脂复合使用。 根据弹性模量高低，风电纱可分为普通模量与高模量产品。 弹性模量愈高，玻璃纤维的刚度愈高，材料愈能抵抗弹性形变。

山东玻纤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司发挥技术优势，瞄准高性能产品，通过自主研发玻璃配方和浸润剂配方，优化生产工艺等，研发出高性能HG、HG2系列玻璃纤维，在弹性模量、拉伸强度、弯折度和耐冲击性等性能上均有大幅度提升。

“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成功通过行业审定，意味着山东玻纤拿到了进入高端风电市场的“通行证” 。

头豹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为提升低风速下风力发电机组的发电效率，增加叶片长度以提高风能捕捉能力成为行业发展趋势。风电叶片长度提升，重量将随之增加，会增大叶片运输与安装难度，并增大风力发电机组载荷。风电叶片材料创新需求迫切，对风电纱的性能要求不断提高。

“山东玻纤的风电纱产品性能达到国内最高水准，高模在92Gpa，超高模在95Gpa。 采用这种材料叶片可以做得更长，极大地提高发电效率。 ”南京海拓总经理包兆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DNV中国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国彬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高强、高模大家都能做到，但山东玻纤在做到高强、高模的同时，还能做到低密度。 当前，风机大型化是大势所趋，而大型化势必要求轻量化。 山东玻纤的风电纱具备高强、高模、低密度特性，正好满足市场需求。

优化产业布局

“‘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项目投产，让公司在高端风电市场有了一席之地。 同时，公司整体产品布局有了较大改变。 下一步，公司会深耕风电纱领域，更好地开拓市场。 ”山东玻纤总工程师杨风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据介绍，“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是山东玻纤优化产业布局、提升高端产品占比的重点项目。

公司建成年产15万吨高模 /超高模玻璃纤维池窑生产线，实现了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规模化生产，满足风电领域性能要求，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10件，获授权发明专利8件。

“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项目是山东玻纤迈向高端市场、升级产品结构的重要举措。

山东玻纤此前公告称，公司将投资建设30万吨高性能（超高模）玻纤智造项目，由全资子公司临沂天炬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天炬节能”）承建，项目概算总投资36.99亿元。 公司表示，该项目建成后，公司产能将进一步提高，并有效提升玻纤产品竞争力。

根据公告，30万吨高性能（超高模）玻纤智造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天炬节能厂区及部分新征土地。 项目共建设三条池窑拉丝生产线，包括一条超高模量3万吨生产线，一条高模量12万吨生产线，一条15万吨ECER生产线。

山东玻纤表示，公司以政策为导向，以自身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动力，建设30万吨高性能（超高模）玻纤智造项目，拓展产品应用领域，完善产业链布局，公司的发展后劲将更加充足。

成长空间广阔

山东玻纤借助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进军高端风电市场，成长空间广阔。

从需求端来看，在“双碳”大背景下，风力发电装机规模将持续增长，风电纱市场需求与日俱增。 根据相关测算，2027年市场规模有望达120.2万吨，2022年-2027年复合增长率为19.7%。

在今年3月举行的网上业绩说明会上，风电纱龙头中国巨石表示，展望2024年，风电、热塑、电子信息产业仍将是需求主要增长点。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各地积极推进风电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推动风电纱需求增长，将有效带动玻纤市场需求恢复。

从竞争格局来看，风电纱技术壁垒较高，市场份额不断向头部企业集中。山东玻纤打入风电纱行业具备较强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实力。目前，全球前六大玻纤企业约占据全球风电纱产能的75%。中国前三大玻纤企业中国巨石、泰山玻纤、重庆国际合计占全国产能60%以上，稳居第一梯队。

头豹研究院表示，风电纱制造覆盖硅酸盐材料、化工、机械、冶金、纺织等工业技术，涉及无机化学以及表面处理、拉丝、贵金属处理等步骤，技术难度较大，且风电纱产品的应用往往需要长周期认证。 头部企业利用规模、成本和研发优势，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一体化布局，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成本。 头部企业技术经验积累丰厚，并持有大量专利，更能适应风电叶片大型化、轻量化发展趋势，及时

推出新型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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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700家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喜

机构密集调研绩优股

●本报记者 董添

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引来机构密集调研。 目前，已

有1632家公司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727家公司

预喜。机构重点关注业绩向好上市公司相关业务开展情况，

以及未来业务变化趋势。

专家表示，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通过

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发展，

可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随着政策支

持加码和市场需求扩大，新兴产业将实现更快发展。 同时，

线上消费持续活跃，网上零售额增长显著。 直播带货、即时

零售等电商新模式快速发展，进一步拉动线上消费增长。

机构集中调研

思特威7月19日晚间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

示，机构对公司智能手机业务、智慧安防业务、机器视觉业

务、汽车电子业务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从业绩来看，思特威预计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4亿元

至25亿元，同比增长124%至13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1.35亿元至1.55亿元， 相比上年同期增加

20134万元到22134万元。 公司表示，在智慧安防领域新推

出的迭代产品性能和竞争力再度提升。 随着市场需求回

暖，公司产品销量有较大上升，同时智能手机领域营收显

著增长。

隆平高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记录表显示，在业绩预

告发布后，中信证券、太平洋资管等机构对公司进行了

集中调研。 从业绩来看，隆平高科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00万元至1.2亿元， 同比扭

亏为盈。

近期，部分产品出现涨价态势，引发机构对相关上市

公司开展调研。 云南锗业在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中提到，公司预告上半年亏损，主要原因系红外级锗

产品、光纤级锗产品出货量、毛利率均有所下降。 近期，锗

金属价格出现上涨，主要由于短期市场需求波动、供应紧

张所致。 目前，锗金属主要用于红外光学、光纤通讯、光伏

等领域。

多行业回暖明显

截至7月19日18时，163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4年半

年度业绩预告，727家公司预喜。 从行业角度看， 消费电

子、半导体、汽车、黄金、机场等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回暖较

为明显。

7月19日晚，广厦环能、江波龙等公司发布2024年半年

度业绩预告。

广厦环能预计， 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9300万元至9700万元，同比增长29.09%至34.65%。 对

于业绩变动的原因，公司表示，围绕年度经营目标，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

江波龙预计， 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2亿元至6.1亿元，同比扭亏。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全球半

导体存储市场处于上升周期。公司作为重要参与者，提前预

判行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规模、技术、封测、供应链、产品，

以及市场品牌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多措并举大力拓展各项

业务，并取得明显成效。

打造新增长引擎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

势头强劲，相关上市公司业绩表现向好。

近期，航天智造接受了机构集中调研。公司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显示， 重组完成后， 公司纳入优质标的， 明确

“航天+” 与“智能制造” 产业主线，依托于精细化管理和

技术升级，公司业绩保持较大增长。 上半年，公司预计实现

归母净利润3.5亿元至4亿元，同比增长108.1%至137.83%。

航天智造表示，电子功能材料进一步受益于国产替代进口，

同时耐候功能材料整体需求和市场容量有所回升。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新兴产业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特征。 随着政策支持

加码和市场需求扩大，新兴产业将实现更快发展。 其中，信

息传输、软件和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带动作用明显。 另外，随

着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 现代服务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态势。

“2024年上半年， 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持续快速

增长，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断提升， 显示出技术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强。 例如，集成电路、服务机

器人、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智能绿色新产品产量均保

持两位数增长。 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 ” 刘春生对记者表示。

刘春生表示，上半年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全国网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显著。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电商新模式快速发

展，进一步拉动线上消费增长。数字经济崛起推动传统产业

加快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对记者表示，科技

创新是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推

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发展，可以提升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电子商务、在线教育、

远程医疗等模式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 未来这些模式将

继续推动消费增长。 淘汰落后产能，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如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可以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和抗

风险能力。推动区域间产业转移和合作，促进资源优化配

置， 可以提升经济活力和协同效应。 “通过技术不断进

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从

而带动经济增长。 通过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高附加值产

业，提高整体经济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 ”

电网建设提速 设备产业链景气度高

●本报记者 刘杨

Wind数据显示，电网设备板块40家上

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业绩预告， 近五成公

司预喜。 其中，18家公司预增，1家扭亏，预

喜率达47.5%。 受益于电力需求持续增长，

电力行业投资规模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带

动电网设备尤其是输变电设备需求增加。

业内人士表示，在电网投资加码、海内

外需求高增长态势下， 下半年项目招标有

望进一步提速， 电网设备产业链将保持高

景气度。

多家公司业绩亮眼

在上述40家公司中， 预计上半年净利

润翻倍的公司有9家。其中，三变科技、风范

股份、神马电力、保变电气业绩表现较好。

电力需求持续高增长、 特高压工程大规模

集中建设等因素提振了相关公司业绩。

输变电设备子行业表现亮眼。 神马电

力预计，202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3150.29万元至14350.29

万元，同比增长158.66%至182.26%。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神马电力表示，

全球电力需求持续增长， 尤其以欧美为主

的海外市场。 在新能源大量接入以及电网

基础设施更新双重因素作用下， 输变电领

域市场需求增长势头强劲； 公司研发的新

材料外绝缘电网全系列产品， 能够满足电

网快速更新换代的质量、交付等要求。

大连电瓷预计， 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800万元至8500万元，

同比增长86.65%至133.31%。 公司表示，随

着数智化坚强电网布局加快， 特高压工程

进入大规模集中建设阶段。报告期内，公司

完成多条特高压线路工程的部分供货及验

收工作， 其中重点工程有 “陇东-山东”

“金上-湖北”“宁夏-湖南”“哈密-重

庆” 。公司在手订单持续转化，高等级、高附

加值产品销售比重上升。

平高电气预计，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

5.2亿元至5.4亿元， 同比增长55.93%至

61.93%。 平高电气表示，报告期内，电网重

点项目加快建设。 公司重点项目陆续履约

交付，收入发生结构性变化。 同时，公司精

益管理理念持续强化，提质增效持续开展，

效率效益持续提升。

电网建设掀起热潮

6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5月份全

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1-5月，全国电网投

资总计1703亿元，同比增长21.6%。

“公司在2023年承揽超7亿元的特高

压项目订单，2024年将进入订单密集交付、

结转期。 ”大连电瓷方面对记者表示，公司

江西工厂一期工程已于2023年5月投产运

营。随着设备和人员的完善，江西工厂产能

陆续释放，产量稳步提升，订单逐步增长。

截至目前，公司产品订单充足，生产经营有

序开展。

日前， 国家电网电子商务平台发布输

变电项目中标公告。 平高电气及子公司为

相关项目中标单位， 中标金额合计约为

13.06亿元， 占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的

11.79%。 长高电新四家全资子公司中标金

额合计2.8亿元，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合并

营业收入的18.73%。 中国西电表示， 下属

12家子公司为国网采购相关中标人， 总中

标金额为15.52亿元，占公司2023年营业收

入的7.44%。

“输变电项目招标量同比增幅明显。 ”

招商证券电力设备及新能源分析师游家训

告诉记者，电网招标量正在持续增长，主要

受益于国内电网建设热潮， 预计增长势头

有望保持。

投资规模有望超预期

当前， 电力设备在海外市场的需求相

当可观。国金证券最新研报显示，西门子能

源预计，未来15年，全球范围对电网的投资

规模将与过去150年一样大。

“全球电网投资的未来增量主要在欧

美和新兴国家市场。其中，欧洲市场可再生

能源并网需求高涨， 电网投资亟待跟上新

能源并网步伐。 预计2030年前欧盟年均电

网投资规模增长10%左右。 ” 国际能源署

（IEA）报告显示。

根据公开资料，“十四五” 期间，国家

电网计划投入约2.23万亿元推进电网转型

升级，南网计划投资约6700亿元，加快数字

电网和现代化电网建设， 推动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两网”公司预

计将在“十四五”期间投资近2.9万亿元，较

“十三五” 期间电网规划投资额增加近

4000亿元。

“此轮特高压投资高峰或长达5年以

上，投资总规模有望超预期。 ” 中国银河

证券研报估算， 仅2024年特高压设备投

资有望超400亿元，预计下半年项目招标

将提速。

东吴证券电新行业首席分析师曾朵红

认为，2023年国网已开工 “四直四交” ，其

中“四交” 包含三项扩建工程。 展望2024

年，预计特高压建设持续高景气度。 在“国

内特高压叠加新能源基建”“海外新能源

叠加AI及电网升级” 的共同驱动下，电力

设备国内外需求大周期共振， 全球主网及

配网投资2024年起同步上调， 同时电力设

备市场供给格局稳定。

突破高端化 山东玻纤站上“风”口

“一寸长，一寸强” ，这是风

电行业的一句俗语。叶片越长，发

电效率越高。可叶片越长，重量越

大，载荷越重。 于是，风电纱便派

上了用场。近年来，在风电机组大

型化、叶片轻量化的大趋势下，风

电纱需求与日俱增。 随着风力发

电装机规模持续增长， 风电纱展

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

日前，山东玻纤“高模/超高

模风电纱产品” 成功通过行业评

审， 并由此拿到进入高端风电市

场的“通行证” 。 山东玻纤表示，

公司发挥技术优势， 自主研发的

“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 实现

了性能大幅提升， 有利于公司提

升高端产品占比， 优化产品结构

以及产业布局。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李信霏

山东玻纤借助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

品进军高端风电市场，成长空间广阔。

从需求端来看，在“双碳”大背景下，

风力发电装机规模将持续增长，风电纱市

场需求与日俱增。 根据相关测算，2027年

市场规模有望达 120.2万吨 ，2022年

-2027年复合增长率为19.7%。

在今年3月举行的网上业绩说明会

上，风电纱龙头中国巨石表示，展望2024

年，风电、热塑、电子信息产业仍将是需求

主要增长点。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各地

积极推进风电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推动

风电纱需求增长，将有效带动玻纤市场需

求恢复。

从竞争格局来看， 风电纱技术壁垒较

高，市场份额不断向头部企业集中。山东玻

纤打入风电纱行业具备较强的产业基础和

技术实力。目前，全球前六大玻纤企业约占

据全球风电纱产能的75%。 中国前三大玻

纤企业中国巨石、泰山玻纤、重庆国际合计

占全国产能60%以上，稳居第一梯队。

头豹研究院表示，风电纱制造覆盖硅

酸盐材料、化工、机械、冶金、纺织等工业

技术，涉及无机化学以及表面处理、拉丝、

贵金属处理等步骤，技术难度较大，且风

电纱产品的应用往往需要长周期认证。头

部企业利用规模、成本和研发优势，向产

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一体化布局，有利

于进一步降低成本。头部企业技术经验积

累丰厚，并持有大量专利，更能适应风电

叶片大型化、轻量化发展趋势，及时推出

新型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增量。

公开资料显示，风电纱是一种专用于

风电行业的电子级玻璃纤维纱，主要用于

叶片部分，可加工成编织物或者拉挤板，

并与树脂复合使用。 根据弹性模量高低，

风电纱可分为普通模量与高模量产品。

弹性模量愈高，玻璃纤维的刚度愈高，材

料愈能抵抗弹性形变。

山东玻纤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公司发挥技术优势，瞄准高性

能产品，通过自主研发玻璃配方和浸润剂

配方， 优化生产工艺等， 研发出高性能

HG、HG2系列玻璃纤维，在弹性模量、拉

伸强度、弯折度和耐冲击性等性能上均有

大幅度提升。

“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 成功通

过行业审定，意味着山东玻纤拿到了进入

高端风电市场的“通行证” 。

头豹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 为提升

低风速下风力发电机组的发电效率， 增加

叶片长度以提高风能捕捉能力成为行业发

展趋势。风电叶片长度提升，重量将随之增

加，会增大叶片运输与安装难度，并增大风

力发电机组载荷。 风电叶片材料创新需求

迫切，对风电纱的性能要求不断提高。

“山东玻纤的风电纱产品性能达到

国内最高水准，高模在92Gpa，超高模在

95Gpa。 采用这种材料叶片可以做得更

长，极大地提高发电效率。 ” 南京海拓总

经理包兆鼎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DNV中国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国

彬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高强、 高模大

家都能做到，但山东玻纤在做到高强、高

模的同时，还能做到低密度。 当前，风机

大型化是大势所趋，而大型化势必要求轻

量化。山东玻纤的风电纱具备高强、高模、

低密度特性，正好满足市场需求。

“‘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 项目

投产，让公司在高端风电市场有了一席之

地。 同时，公司整体产品布局有了较大改

变。 下一步，公司会深耕风电纱领域，更

好地开拓市场。 ”山东玻纤总工程师杨风

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据介绍，“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

是山东玻纤优化产业布局、提升高端产品

占比的重点项目。

公司建成年产15万吨高模/超高模玻

璃纤维池窑生产线，实现了高模、超高模

风电纱产品规模化生产，满足风电领域性

能要求，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截至目前，

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10件， 获授权发

明专利8件。

“高模/超高模风电纱产品” 项目是

山东玻纤迈向高端市场、升级产品结构的

重要举措。

山东玻纤此前公告称，公司将投资建

设30万吨高性能（超高模）玻纤智造项

目，由全资子公司临沂天炬节能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简称“天炬节能” ）承建，项目

概算总投资36.99亿元。公司表示，该项目

建成后，公司产能将进一步提高，并有效

提升玻纤产品竞争力。

根据公告，30万吨高性能（超高模）

玻纤智造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天炬节能厂

区及部分新征土地。项目共建设三条池窑

拉丝生产线，包括一条超高模量3万吨生

产线，一条高模量12万吨生产线，一条15

万吨ECER生产线。

山东玻纤表示， 公司以政策为导向，

以自身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动力， 建设30

万吨高性能（超高模）玻纤智造项目，拓

展产品应用领域，完善产业链布局，公司

的发展后劲将更加充足。

成长空间广阔

优化产业布局

打入高端风电市场

山东玻纤高模/超高模玻璃纤维池窑生产基地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