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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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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朱克林 因公未能出席 姚珉芳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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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 601727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上海电气 0272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伏蓉 

电话 +86(21)332618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钦江路212号 

电子信箱 ir@shanghai-electri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07,273,293 199,345,759 199,345,759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6,426,983 55,537,083 55,537,083 1.6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497,776 -6,942,692 -7,237,52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51,273,997 41,224,346 36,114,606 2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766,023 1,562,509 1,358,988 1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412,752 1,152,844 1,152,844 22.5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14 3.17 2.97 减少0.03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99 0.1121 0.1012 6.9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99 0.1121 0.1012 6.9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21,1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国家 58.83 8,662,879,405 1,692,805,758 无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境外法

人 

20.15 2,967,119,500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75 405,311,433 0 无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2.65 390,892,194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74,538,916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0.49 71,793,200 0 无   

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47 69,348,127 69,348,127 无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28 40,937,826 0 无   

铜陵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19 27,739,251 27,739,251 无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19 27,739,251 27,739,251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明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公司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通知，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及其通过全

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H股股

份 303,642,000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2.06%。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上海电气集

团股份有限

公 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2 电气 02 122224 2013 年 2 月

27 日 

2018 年 2 月

27 日 

16 4.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5.53   64.5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1.37   14.2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上海电气进入新一轮的战略发展中，我们以“创新年”和“落实年”为主题，

以解决当前制约集团发展的关键性和瓶颈性问题为抓手，进一步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集团上下

形成了有动力、有压力、有活力的良性运行状态，年初确定的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保持了公

司平稳发展势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2.74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24.38%；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7.66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3.02%。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于能源装备产业，通过对下属产业集团的共性需求分析、技术经验积累、

市场前景调研、示范工程应用等途径，逐步形成了面向工业领域的人工智能工业应用解决方案。

在风电业务领域，我们通过与风机互联，获取风场实时运营及环境数据，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实现风机健康管理、风机振动信号分析、风机功率预测、海上风场维护调度等。在环保业务领域，

我们提供远程智能运维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视频远程监控系统和针对电厂的智能运行与维护信

息服务系统，涵盖各主要工艺流程、机电装备、动力与电力等主要系统。在火电业务领域，我们

实时跟踪电厂设备全生命周期内运营数据，建立电厂远程诊断服务平台，实时分析电厂设备的健

康状态，对设备状态异常波动进行早期预警，有效降低了电厂故障发生率。并基于人工智能及数

据分析算法对电厂实时和历史运行的海量大数据进行实施监控和分析，形成智慧电厂总体解决方

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新增订单人民币 665.3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20.8%；公司新增订单中：

新能源及环保设备占 11.5%，高效清洁能源设备占 11.4%，工业装备占 34.2%，现代服务业占 42.9%。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在手订单为人民币 2260.9亿元(其中：未生效订单人民币 1045.8 亿元)，较

上年期末基本持平；公司在手订单中：新能源及环保设备占 14.5%，高效清洁能源设备占 40.0%，

工业装备占 5.6%，现代服务业占 39.9%。 

 

新能源及环保设备  

上海电气是一家拥有核岛、常规岛、辅助设备等完整产业链的核电装备制造集团，我们在核

岛主设备的市场份额依然保持领先。报告期内，国内核电市场逐步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上海电气

根据订单交付计划有条不紊的推进在手核岛设备订单的生产。我们正积极推进创新业务模式和智

能核电，通过建设科技研发平台，培育设计、设备和服务集成创新能力，实现从单纯设备销售向

“设备集成+技术服务”的产业模式转变；通过搭建数字化制造协同管理平台，实现核电产品从“传

统离散型制造”向“数字化高端装备制造”的生产模式转变。报告期内，我们努力从风机设备制

造商向全生命周期(涵盖“风资源-风电机组-风电场-电网-环境”)风电服务商转变，不断加快技

术研发能力建设，新成立了北京、杭州、丹麦研发中心，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和能力。报告期内，

我们完成了福建海上风电智能制造基地建设，该基地是目前亚洲地区工艺水平最高、产品技术最

先进、规模最大的集研发、试验、制造、海上运维为一体的海上风电综合性基地，该基地的建成

标志着上海电气具备了 6至 10MW大型直驱风力发电机组生产能力。报告期内，我们联手百度，开

发了大数据、智能化、深度学习的智能云维护平台--“风云”平台，建设了国内领先的数据中心，

已经累计接入 3500台风电机组，全面创新现有风电场控制策略和风场运维服务系统，提升机组性

能和风场运行水平。报告期内，我们的环保产业已初步构建起一条涵盖工程+设计、技术+产品、

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重点聚焦电站环保、固废处理、水处理、分布式能源和工业服务等业务。

其中，我们在农村分布式水处理业务方面已打开市场局面，相继在上海崇明、江苏扬中、四川绵

阳和山东滨州等地建设一批示范工程。报告期内，我们新接环保设备订单人民币 26.3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229.6%；报告期末，在手环保设备订单 45.7亿元，较上年年末增长 7.8%。 

报告期内，新能源及环保设备板块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0.94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32.70%，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工程项目陆续完工并确认收入。板块毛利率为 19.4%，同比减少 3.8个百分点，

主要由于部分工程项目毛利水平较低。 

 

高效清洁能源设备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火电市场需求下滑、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我们通过不断优化业务

结构，切实提高火电产品盈利能力，从传统装备制造向智慧产品和服务供应转型，积极为国内外

用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并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制定完善的国际化战略规划，改进



和提高出口产品技术、质量、服务、标准等海外项目管理能力，提高海外客户满意度和海外市场

占有率，平滑国内火电市场需求下降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报告期内,我们与东方电气组成项目联营

体成功中标埃及汉纳维电站项目，项目总规模约为 44亿美元。在燃气轮机领域，我们联手安萨尔

多公司，在市场开拓、技术引进及技术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制订了燃气轮机产业发展的“四

个全球化战略”，即全球化研发平台、全球化制造基地、全球化销售网络、全球化服务团队。报告

期内，我们与华电集团签订奉贤燃气轮机长协服务合同，至今我们的燃机长协服务订单已累计达

10台。 

报告期内，我们输配电设备业务继续聚焦“高压化、智能化、电力电子化和工程服务的 3+1”

业务组合，将产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区域布局、产业链优化等领域。同时，坚持自主研发和收购并

举，构建全产业链技术平台，提高技术研发有效投入。报告期内，我们承揽的科威特 132/11kV

户内型 GIS 变电站一次性通电投运，同时输配电工程不断拓展投资渠道，以埃塞俄比亚项目为支

点，扩大东北非输配电市场的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高效清洁能源设备板块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1.61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25.17%，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煤电项目进入排产交货高峰期，相应收入上升较多。板块毛利率为 16.0%，同

比减少 2.8 个百分点，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下降；同时，报告期内材料价

格上涨也降低了毛利率水平。 

 

工业装备 

报告期内，电梯市场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产能过剩等因

素影响，竞争更趋激烈，电梯行业表现为价格、质量、交货期、服务等全方位的竞争格局。上海

三菱电梯不断拓展服务产业化发展，面对在用梯服务需求特别是旧梯改造业务的快速增长，正在

加快服务中心、物流中心和培训中心的建设；树立“服务营销”理念，以旧梯改造业务为突破口，

创立新的服务增长点。针对市场情况以及战略客户集聚度提升的趋势，上海三菱电梯充分重视与

战略大客户的关系维护与开发。与恒大、中海、绿地、碧桂园、龙湖、复地等核心伙伴继续保持

密切合作；同时加强对二、三线城市的核心及大项目的跟踪力度。报告期内，上海三菱电梯承接

的重大项目有：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和核心办公楼的电梯更新改造工程、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项

目、北京亦庄的京东总部大楼二期、上海地铁 14号线垂直电梯和自动扶梯项目等。报告期内，上

海三菱电梯安装、维保等服务收入超过 30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 31%。在智能制造及自动

化领域，聚焦重点行业，打造系统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先后签订了上海、青岛、石家庄、杭州

等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合同，获得上海、无锡等城市轨交信号系统、综合监控系统总包订单；

在上海建设完成新型智慧交通电子轨道系统试验线（IERT）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报告期内，工业装备板块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86.37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3.49%；主要

因为报告期内板块内各项业务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使得各项业务收入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板块

毛利率 19.3%，同比减少 1.8 个百分点，主要因为报告期内材料价格上涨，电梯及电机业务毛利

率均有所下降。 

 

现代服务业 

报告期内，我们继续稳步发展电站工程业务，围绕“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我们将“一带

一路”涉及的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工程产业重点市场，已在巴基斯坦、迪拜、巴拿马、塞尔

维亚、南非新设子公司，并计划新增土耳其、波兰、澳大利亚、日本等海外销售网点，积极推进

销售网点建设，实现多区域销售能力。公司成立至今已累计承接海内外电站工程项目 90余个，遍

布全球 30多个国家和地区，装机容量逾 9200万千瓦，其中海外项目装机容量达 6300万千瓦。报

告期内，我们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在沪签订迪拜水电局光热四期 700兆瓦电站项目 EPC合

同，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热电站。报告期内，我们新接电站工程订单人民币 268.8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79.1%；报告期末，公司在手电站工程订单 824亿元，较上年年末增长 33.7%。我

们的输配电工程依托主业推进“投资＋运维”模式。报告期内，电站工程业务不再以单一火电市

场为主，正在开辟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市场；同时积极推进产融结合，通过加大项目投资和项目

融资力度提高市场占有率。报告期内，上海电气金融集团围绕“司库、促进产品销售和工程承接、

支持新产业打造和新技术导入”三个层次定位加快发展，搭建了比较完善的业务组合，已初步形

成全球司库管理格局，为集团“走出去”提供有效支撑，降低了资金成本和财务费用；为集团境

内外能源、环保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并将进一步扩展服务范围，实现集团境内外资金的集中

管控。 

报告期内，现代服务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4.00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25.57%，主

要因为报告期电站工程项目收入同比上升较多；板块毛利率为 17.7%，同比增加 0.9 个百分点，

主要是报告期内金融业务收益增加较多。 

 

展望 2018年下半年，我们将坚持新旧动能转换，加速创新转型，不断审视外部环境与自身发

展，通过兼并收购进入新兴领域，进一步支持新产业的培育及发展，逐渐把上海电气打造成为真

正的现代化、国际化的跨国企业集团。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以下合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并于 2018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本集团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

2018年度财务报表，对本集团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新金融工具准则： 

表 1：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性金融资产(含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 

2017年 12月 31日 518,550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入(原金融工具准则) 2,526,164 

重新计量：由摊余成本计量变为公允价值计量 1,065,666 

2018年 1月 1日 4,110,380 

  

衍生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 

2017年 12月 31日 14,682 

  减：转出至交易性金融资产(新金融工具准则) 0 

2018年 1月 1日 14,68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合计(新金融工具准则) 4,125,062 

 

 

表 2：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其他债权投资(含其他流动资产) 账面价值 



2017年 12月 31日   

加：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入(原金融工具准则) 8,178,643 

加：自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转入(原金融工具准则) 6,780,265 

重新计量：由摊余成本计量变为公允价值计量 0 

2018年 1月 1日 14,958,90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7年 12月 31日 10,704,807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金融资产(新金融

工具准则) 

-2,526,164 

减：转出至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新金融工具准则) 0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新金融工具

准则) 

-8,178,643 

2018年 1月 1日 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资产合计(新金融工具准则) 14,958,908 

 

于 2018年 1月 1日，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下的计量类别，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账面价值的调节表(续)： 

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于 2017年 12月 31日，本集团持有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 2,526,164 千元。本集

团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由于该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不符合基本借贷安

排。故于 2018年 1月 1 日，本集团将该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相应地，本集团将累计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427 千元转出至期初留存收益。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至其他债权投资 

于 2017年 12月 31日，本集团持有的债权投资价值为 8,178,643千元。本集团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后，由于该债权投资的业务模式为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且其合

同现金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故于 2018年 1月 1日，本集团将其重分类至其他债权投

资。 

3. 应收账款保理及应收票据贴现和背书 

本集团部分下属子公司视其日常资金管理的需要将一部分应收账款进行保理以及银行承兑汇

票进行贴现和背书，该子公司管理应收账款和银行承兑汇票的业务模式既包括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为目标又包括出售为目标，故于 2018年 1月 1日，本集团将该子公司的应收账款和银行承兑汇票

合计 6,780,265 千元，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示为

其他流动资产。 



 

 

于 2018年 1月 1日，将原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损失准备的调

节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计量类别  

按原金融工具

准则计提的损

失准备/按或

有事项准则确

认的预计负债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照新金融工

具准则计提的

损失准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6,966,530   -69,993    136,870  7,033,407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34,106      134,106  

   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     645,297   -16,029     67,548  696,81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18,318    18,31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18,318   -18,318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86,022    252,954  338,976  

合计 7,764,251 0 457,372 8,221,623 

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集团还相应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 183,119 千元、递延所得税负债

340,535 千元。相关调整对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影响金额为增加

450,878 千元，其中减少其他综合收益 4,427 千元，增加未分配利润 465,897 千元；对少数股东

权益的影响金额为减少 10,592千元。 

 

收入：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本集团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18年年初留存

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7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未重列。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18年 1月 1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集团将与提供建造合

同劳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应收账

款、长期应收款和存货重分类至合同资产及

其他非流动资产，将与提供销售商品及提供

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合同资产—原值 15,602,383 

存货—原值 -7,094,826 

应收账款—原值 -8,507,557 

长期应收款—原值 -1,895,103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95,103 

合同负债 43,650,082 

预收款项 -43,650,082 

 

报表格式变更：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2017年 2017年 



12月 31日 1月 1日 

本集团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计入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应收账款 -27,905,847 -26,499,880 

应收票据 -10,106,004 -7,241,022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38,011,851 33,740,902 

本集团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

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应收利息 -33,855 -113,180 

应收股利 -79,660 -61,042 

其他应收款 113,515 174,222 

本集团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计入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应付账款 -33,740,212 -32,208,257 

应付票据 -7,144,728 -6,335,179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40,884,940 38,543,436 

本集团将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

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应付利息 -176,394 -168,088 

应付股利 -274,796 -333,024 

其他应付款 451,190 501,112 

本集团将长期应付款和专项应付款合并计入

长期应付款项目。 

长期应付款 359,620 268,662 

专项应付款 -359,620 -268,662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

6个月期间 

本集团将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

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研发费用 1,132,519 

管理费用 -1,132,519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