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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 4月

第 2 周周报   
新能源汽车销量保持高景气度，电建组件集采终止 
  
光伏方面，对美国及全球新兴经济体光伏需求增速保持乐观。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光伏供给侧改革力度有望加强。光伏
制造降本增效仍为主线，重点关注硅料、电池片头部企业格局优化、盈利提
升以及金属化新技术渗透率提升。风电方面，国内海陆风招标及建设有望稳
步推进，2025 年需求向好或带动整机与零部件环节盈利修复；同时伴随国内
项目招标动工、海外利率下行及项目规划推进，海外及出海需求亦相对旺盛。
建议优先配置盈利有望改善的整机及锻铸件环节，受益于海风、出海逻辑的
整机、桩基、海缆环节。新能源车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有望保持高增，带动电池和材料需求增长。近期受
供需影响，部分材料环节出现涨价，有望带动盈利回升，2025 年或迎来量利
齐升。新技术方面，固态电池产业化持续发酵，2027 年或实现量产，在相关
领域有布局的电池、材料和设备企业有望受益。建议优先布局格局较优的电
芯环节，海外客户放量以及一体化布局较优的部分中游材料环节。电力设备
领域，国内持续推动电力体制改革，有望推动特高压及主网建设加快，带动
相关电网设备需求维持高景气；海外电网改造需求旺盛，建议关注受益于特
高压高景气的主网环节相关标的，以及具备出海逻辑的配网环节。氢能方面，
政策持续推动氢能产业化发展，绿氢与化工、醇、氨等环节应用有望打开，
建议关注具备成本优势、技术优势的电解槽生产企业、受益于氢能基础设施
建设的燃料电池、氢储运、加注装机企业。维持行业强于大市评级。 

 本周板块行情：本周电力设备和新能源板块下跌 8.09%，其中新能源汽车
指数下跌 7.95%，核电板块下跌 8.02%，发电设备下跌 8.09%，锂电池指
数下跌 8.53%，工控自动化下跌 8.75%，风电板块下跌 8.89%，光伏板块
下跌 9.28%。 

 本周行业重点信息：新能源车：中汽协：3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123.7 万辆 

同比增长 40.1%。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2025 年 3 月，F 我国
动力电池装车量 56.6GWh，环比增长 62.3%，同比增长 61.8%；其中三元
电池装车量占总装车量 17.7%，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占总装车量 82.3%。
上汽集团：上汽新一代固态电池将于今年底在全新 MG4上量产应用；2027

年，上汽首款全固态电池“光启电池”将落地。光伏风电：经国务院批准，
高纯石英矿正式成为我国第 174 号新矿种。中国电建 51GW 光伏组件集
采终止。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
意见》。隆基绿能自主研发的 HIBC 电池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7.81%。 

 本周公司重点信息：禾望电气：2025 年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1.05 亿元，
同比增长 90.35%。尚太科技：预计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2.3-2.6 亿元，
同比增长 54.65% -74.82%。比亚迪：预计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85-100

亿元，同比增长 86.04%-118.88%。中伟股份：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4.67

亿元，同比减少 24.64%。福斯特：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3.08 亿元，
同比减少 29.33%。平高电气：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0.23 亿元，同比
增长 25.43%。华明装备：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6.14 亿元，同比增长
13.25%。爱旭股份：公司与百色市人民政府、创维光伏签订《投资协议》，
拟共同投资建设创维-爱旭（百色）光伏 ABC 电池西南基地项目。 

 风险提示：价格竞争超预期；国际贸易摩擦风险；投资增速下滑；政策
不达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技术迭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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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 

本周电力设备和新能源板块下跌 8.09%，跌幅高于上证综指：沪指收于 3238.23 点，下跌 103.78 点，

下跌 3.11%，成交 34841.12 亿；深成指收于 9834.44 点，下跌 531.29 点，下跌 5.13%，成交 43870.69

亿；创业板收于 1926.37 点，下跌 139.03 点，下跌 6.73%，成交 20479.36 亿；电气设备收于 6387.7

点，下跌 562.21 点，下跌 8.09%，跌幅高于上证综指。 

 

图表 1.申万行业指数涨跌幅比较 

 
资料来源：iFinD，中银证券 

 

本周新能源汽车指数跌幅最小，光伏板块跌幅最大：新能源汽车指数下跌 7.95%，核电板块下跌 8.02%，

发电设备下跌 8.09%，锂电池指数下跌 8.53%，工控自动化下跌 8.75%，风电板块下跌 8.89%，光伏

板块下跌 9.28%。 

本周股票涨跌幅：涨幅居前五个股票为石英股份 42.01%，国能日新 8.63%，中环海陆 6.58%，岱勒

新材 5.27%，国电南瑞 4.61%；跌幅居前五个股票为振江股份-22.58%，海陆重工-17.11%，宝胜股份

-17.01%，金盘科技-16.91%，上能电气-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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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锂电市场价格观察 

图表 2.近期主要锂电池材料价格走势 

产品种类   2025/2/28 2025/3/7 2025/3/14 2025/3/21 2025/3/27 2025/4/4 2025/4/11 环比(%) 

锂电池 
三元动力（元/Wh） 0.435 0.435 0.435 0.435 0.435 0.435 0.435 0.00  

方形铁锂（元/Wh） - - - - - - - - 

正极材料 
NCM523（万元/吨） 10.55 11.25 11.95 11.95 11.95 11.95 11.95 0.00  

NCM811（万元/吨） 14.40 14.65 14.95 14.95 14.95 14.95 14.95 0.00  

磷酸铁锂 动力型（万元/吨） 3.365 3.365 3.365 3.365 3.365 3.365 3.325 (1.19) 

碳酸锂 
电池级（万元/吨） 7.56 7.57 7.55 7.46 7.46 7.46 7.27 (2.55) 

工业级（万元/吨） 7.18 7.20 7.23 7.22 7.22 7.23 7.04 (2.63) 

负极材料 
中端人造（万元/吨） 3.05 3.15 3.1 3.15 3.15 3.15 3.15 0.00  

高端动力（万元/吨） 4.85 4.85 4.85 4.85 4.85 4.85 4.85 0.00  

隔膜 

基膜(9μm)湿法（元/平方米）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0.00  

基膜(16μm)干法（元/平方米） 0.425 0.425 0.425 0.425 0.425 0.425 0.425 0.00  

9+3μm陶瓷涂覆（元/平方米） - - - - - - - - 

电解液 

动力三元（万元/吨） 2.39 2.39 2.365 2.365 2.365 2.365 2.365 0.00  

磷酸铁锂（万元/吨） 2.01 2.045 2.025 2.025 2.025 2.025 2.025 0.00  

六氟(国产)（万元/吨） 6.25 6.15 6.05 6.05 6.05 6.05 5.90 (2.48)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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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光伏市场价格观察 

硅料价格：本周硅料价格因签单较少暂时持稳，须注意厂家近期报价已开始下滑。硅片厂家直接采
购国产块料现货执行价格，约落在每公斤 38-43 元范围，主流厂家交付价格落在 40-42 元人民币、
二三线厂家则约落在 39-40 元人民币。国产颗粒硅当期交付以主流厂家供货为主，价位落在每公斤 

37-39 元人民币。成交重心开始下移，主要影响因素在于下游需求开始退坡，而硅片虽受到地震影
响，但实际考虑在手硅料库存仍有一定的量体，四至五月硅片厂家策略将主要以消化在手库存为主，
且地震检修调适也需时程，短期对于硅料采购需求仍处低位。因此对于硅料厂家策略仍主要以稳定
价格为主，四月硅料厂家提产有限，整体维持与三月相同的排产水平。但在抢装过后，硅料厂家须
提防价格回落的速度。 

硅片价格：本周硅片市场呈现混乱局势。在上周地震的影响逐步缓和后，月初市场针对新报价普遍
接受度不佳，加上终端需求节点相比预测提前下滑，市场气氛明显转弱。本周二至周三期间，企业
正密集与硅片厂家进行价格博弈，大厂陆续透过暂缓拿货以商谈更低价格。市场价格可能新落点在 

183N 每片 1.25 元、210RN 每片 1.5 元、210N 每片 1.55 元人民币。尽管截至昨日（周三）主流
成交水位尚未达到买方期望价格，但随着部分低价订单陆续落地，市场已有松动迹象。预计上述价
格区间有望转为主流成交水位。从本周成交价格分布来看，P 型 M10 规格的成交价格为每片 

1.05-1.25 元人民币不等，国内市场由于需求急剧萎缩，实际价格仅剩 1.05-1.15 元人民币不等；相
对而言，受海外订单支撑，出口价格仍维持在每片 1.25 元人民币的水平。至于 N 型硅片方面，本
周 M10 183N 硅片价格博弈激烈，虽然主流成交价格仍维持每片 1.30 元人民币，然而，市场上也
出现每片 1.25-1.28 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格，预期短期内主流成交价格仍有机率再次下修。至于大尺
寸方面，本周成交价格暂时维持，G12R 规格落在每片 1.5-1.55 元人民币；G12N 价格也来到每片 

1.55-1.60 元人民币的价格。尽管拐点出现的时间略早于预期，硅片价格仍如先前所判断般出现转折，
并在下游电池价格同步松动走弱的情况下，市场短期走势转趋悲观。 

电池片价格：本周电池片价格如下：P 型 M10 电池片均价本周维持每瓦 0.31 元人民币，价格区
间为每瓦 0.29-0.31 元人民币，P 型电池片需求在印度财年旺季结束后进入退坡阶段，整体价格或
将回归横盘。N 型电池片部分：M10、G12 电池片本周均价保持不变，持平为每瓦 0.31 元人民币，
G12R 电池片均价则下跌于每瓦  0.33 元人民币，M10、G12R、G12 价格区间分别位于每瓦 

0.305-0.32、0.32-0.34 元与 0.30-0.31 元人民币。一线电池片厂家在上周将 N 型 M10 电池片上涨
至每瓦 0.32 元人民币后，虽有少部份量体执行，但因二、三线厂家未跟进此报价，组件端对上涨
后价格更未大批量接受。另外，G12R 电池片价格于本周下跌，多数执行价格已来到每瓦 0.33 元人
民币，并已有部分厂家开始执行每瓦 0.32 元人民币的价格。展望 N 型电池片价格走势，考虑到前
期政策利好带动的下游需求即将退坡，各尺寸电池片价格已开始受到压力传导，短期内电池片涨价
动能较为薄弱，而随着后续抢装节点结束，电池片价格或将再度松动下探。 

组件价格：本周价格受分布项目售价下探影响、测算权重后总体均价开始出现下滑来到每瓦 0.745 

元人民币的水平。分布项目新单价格落定 0.70-0.78 元人民币不等的幅度，随着时点将近涨幅开始
收敛，价格已经开始下探来到 0.75-0.76 元人民币之间的水平，高价成交快速萎缩，且部分采混合
前期订单发货、或提供部分折让。集中项目近期成交区间稳定，整体均价落于 0.7 元人民币的水平，
卖方对于低价 0.61-0.65 元人民币的交付意愿低，多为了维系客户关系少量交付。然而节点过后项
目下半年签订价格恐回落至每瓦 0.65-0.68 人民币以内的水平。其余产品规格售价，182 PERC 双玻
组件价格区间约每瓦 0.6-0.68 元人民币，HJT 组件价格约在每瓦 0.75-0.855 元人民币之间，集中
项目执行价格落于每瓦 0.75-0.78 元人民币之间。BC 方面，N-TBC 的部分，目前分布新单价格约 

0.8-0.85 元人民币之间的水平，集中项目价格约落在 0.75-0.78 元人民币。本周海外价格暂时稳定，
本周 TOPCon 组件总体平均价格落在每瓦 0.08-0.1 美元的水平。HJT 价格每瓦 0.095-0.12 美元。
PERC 价格执行约每瓦 0.07-0.08 美元。BC 方面，N-TBC 的部分，目前价格约 0.1-0.11 美元的水
平。TOPCon 分区价格，内地输往亚太区域价格小幅上行约 0.09 美元左右，其中印度市场本地制
造价格 PERC 与 TOPCon 价差不大，受中国电池片近期变动影响，近月并无变化，使用内地电池
片制成的印度组件大宗成交价格约落在 0.14-0.15 美元的水平。澳洲区域价格约 0.09 美元的执行价
位，分销分布式项目价格落在 0.09-0.10 美元之间；欧洲总体交付价格仍落 0.085-0.1 美元的水平，
下半年价格集中式项目价格落定 0.085-0.087 美元左右的区间。拉美市场整体约在 0.08-0.095 美元，
其中巴西市场价格 0.08-0.095 美元皆有听闻；中东市场价格大宗价格约在 0.085-0.09 美元的区间，
仍有旧有订单 0.09-0.105 美元的订单执行。美国市场价格受政策波动影响，如先前预估东南亚输入
产品价格下探，且美国已开始关注老挝、印度尼西亚产制产品，东南亚输入美国风险性增高，买方
购买意愿降低，近期东南亚输入价格小幅度下探至 0.2-0.27 美元的水平，因风险规避考虑，买方对
于本地产组件购买意愿增高，TOPCon 本地产制价格报价开始上行 0.33-0.34 美元声量渐增。 

（信息来源：InfoLink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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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光伏主产业链产品价格情况 

产品种类 2025/3/6 2025/3/13 2025/3/20 2025/3/27 2025/4/3 2025/4/10 环比(%) 

硅料 
致密料元/kg 40 40 40 40 40 40 0.00  

颗粒硅元/kg 38 38 38 38 38 38 0.00  

硅片 

P 型单晶-182mm/150μm美元/片 0.16 0.16 0.16 0.16 0.16 0.16 0.00  

P 型单晶-182mm/150μm元/片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0.00  

N 型单晶-182mm/130μm美元/片 0.149 0.149 0.152 0.152 0.165 0.165 0.00  

N 型单晶-182mm/130μm元/片 1.18 1.18 1.2 1.2 1.3 1.3 0.00  

N 型单晶-182*210mm/130μm元/片 1.35 1.35 1.4 1.45 1.55 1.55 0.00  

N 型单晶-210mm/130μm元/片 1.55 1.55 1.55 1.55 1.6 1.55 (3.13) 

电池 

片 

单晶 PERC-182mm/23.1+%美元/W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0  

单晶 PERC-182mm/23.1+%元/W 0.32 0.31 0.31 0.31 0.31 0.31 0.00  

TOPCon 电池片-182mm 美元/W 0.039 0.039 0.04 0.041 0.041 0.041 0.00  

TOPCon 电池片-182mm 元/W 0.290 0.295 0.3 0.305 0.310 0.310 0.00  

TOPCon 电池片-182*210mm 元/W 0.30 0.32 0.33 0.34 0.34 0.33 (2.94) 

TOPCon 电池片-210mm 元/W 0.295 0.3 0.3 0.3 0.31 0.31 0.00  

双面 

双玻 

组件 

182mm 双面单晶 PERC 组件美元/W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0  

182mm 双面单晶 PERC 组件元/W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00  

182mm 单晶 TOPCon 组件美元/W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0  

182mm 单晶 TOPCon 组件元/W 0.70 0.72 0.73 0.74 0.75 0.745 (0.67) 

210mm 单晶 HJT 组件美元/W 0.105 0.105 0.105 0.105 0.105 0.105 0.00  

210mm 单晶 HJT 组件元/W 0.85 0.85 0.85 0.85 0.85 0.85 0.00  

中国 

项目 

集中式项目 TOPCon 元/W 0.685 0.690 0.69 0.69 0.70 0.70 0.00  

分布式项目 TOPCon 元/W 0.72 0.73 0.75 0.76 0.78 0.77 (1.28) 

各区 

组件 

182mm 单晶 PERC 组件-印度本土产美元/W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0.00  

182/210mm 单晶 TOPCon 组件-印度美元/W 0.088 0.088 0.088 0.09 0.09 0.09 0.00  

182/210mm 单晶 PERC 组件-美国美元/W 0.24 0.24 0.24 0.24 0.24 0.24 0.00  

182/210mm 单晶 TOPCon 组件-美国美元/W 0.27 0.265 0.265 0.26 0.26 0.26 0.00  

182/210mm 单晶 PERC 组件-欧洲美元/W 0.080 0.080 0.08 0.08 0.08 0.08 0.00  

182/210mm 单晶 TOPCon 组件-欧洲美元/W 0.09 0.09 0.09 0.09 0.09 0.09 0.00  

资料来源：InfoLinkConsulting，中银证券 

 

EVA 粒子：本周 EVA 粒子价格不变。下周预计 EVA 市场价格或弱势震荡，供应增加预期，而需求
弱化预期，供需矛盾或逐步显现，然考虑当前行业库存整体偏低，短期市场依旧存在支撑。 

背板 PET：本周背板 PET 价格下降，降幅 2.5%。特朗普暂缓加“关税”，国际油价尾盘强劲反弹，
带动 PX 成本支撑。国际原油价格超跌反弹，对 PT 成本支撑增强。受宏观层面贸易摩擦带来的修
复情绪影响，乙二醇成本支撑转强。 

边框铝材：本周边框铝材价格下降，降幅 1.9%。宏观面情绪继续降温，“关税”博弈或继续升级，继
续关注对商品市场的影响，市场担忧贸易流动继续减弱，有色金属续跌。基本面供应端运行正常，
需求端市场持货商出货较多，下游接货偏弱，观望氛围增浓，交投氛围一般。预计下周铝价或偏弱
震荡。 

支架热卷：本周支架热卷价格下降，降幅 1.0%。本周热轧板卷价格下跌，结果与上周预期基本相符，
波动幅度略大，主要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下期货波动较大。预计下周市场价格或先涨后跌，价格重心
略有上移。 

光伏玻璃：本周光伏玻璃价格不变。近期终端需求支撑仍存，而局部稍有转弱。下游组件厂家采购
较前期趋缓，玻璃厂家出货稍有差异。虽整体库存下降，但个体有增有减。下周来看，供应量稍有
增加，需求变动不大，预计市场暂稳运行，部分成交偏灵活。 

（信息来源：索比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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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光伏辅材产品价格情况 

产品种类 2025/2/26 2025/3/5 2025/3/19 2025/3/26 2025/4/3 2025/4/9 环比(%) 

粒子 EVA（元/吨） 11886 12000 12100 12100 12100 12100 0.00  

胶膜 

透明 EVA（元/平米） 5.89 5.95 6.14 6.14 6.14 6.14 0.00  

白色 EVA（元/平米） 6.42 6.47 6.64 6.64 6.64 6.64 0.00  

POE（元/平米） 8.28 8.31 8.51 8.51 8.51 8.51 0.00  

背板 PET（元/吨） 6282 6204 5996 6021 6025 5875 (2.49) 

边框 铝材（元/吨） 20656 20584 20826 20736 20613 20217 (1.92) 

电缆 电解铜（元/吨） 77158 76826 80135 81651 80502 76623 (4.82) 

支架 热卷（元/吨） 3435 3413 3403 3390 3392 3357 (1.03) 

银浆 

白银（元/kg） 8074 7903 8323 8274 8437 8077 (4.27) 

背面银浆（元/kg） 5280 5178 5435 5401 5501 5299 (3.67) 

主栅正面银浆（元/kg） 7905 7752 8137 8085 8236 7934 (3.67) 

细栅正面银浆（元/kg） 7802 7802 8187 8135 8286 7984 (3.64) 

靶材 精铟 2595 2595 2968 2882 2875 2861 (0.49) 

光伏 3.2 镀膜玻璃（元/平米） 22 22 22 22 22 22 0.00  

玻璃 2.0 镀膜玻璃（元/平米） 13.5 13.5 13.5 13.5 14 14 0.00  

资料来源：索比咨询，中银证券 

 

 

  



2025 年 4 月 14 日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 4 月第 2 周周报 9 

 

 

 

行业动态 

图表 5.本周重要行业动态汇总 

行业 重要动态 

新能源车 

中汽协：3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123.7 万辆 同比增长 4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9084945806257001&wfr=spider&for=pc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2025 年 3 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 118.3GWh，环比增长 18.0%，同比增

长 54.3%。2025 年 1-3 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累计产量为 326.3GWh，累计同比增长 74.9%。 

https://mp.weixin.qq.com/s/if282w_fHgQS4VOhLGtpSg 

 

全新智己 L6 发布，搭载瞬感智控调光天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7R2YJEmu 

 

上汽集团：上汽新一代固态电池将于今年底在全新 MG4 上量产应用；2027 年，上汽首款全固态电池“光启电池”将落地。 

https://www.ithome.com/0/844/383.htm 

 

光伏风电 

国务院发布关于《黄河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的批复，充分利用沙漠、戈壁、荒漠等建设重要清洁能

源走廊。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4/content_7017567.htm 

 

经国务院批准，高纯石英矿正式成为我国第 174 号新矿种。自然资源部表示：推进高纯石英矿相关产业资源本土化，确

保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十分重要。 

https://m.gmw.cn/2025-04/10/content_1304011935.htm 

 

中国电建 51GW 光伏组件集采终止。 

https://news.solarbe.com/202504/10/387995.html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目标到 2027 年全国虚拟电厂调节能力达到 2000

万千瓦以上。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504/t20250411_1397162.html 

 

隆基绿能自主研发的 HIBC 电池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7.81%。 

https://www.news.cn/energy/20250412/a303302252de4b0aa22e9f0382973ebb/c.html 

 

电力设备 

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聚变装置辐射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504/t20250407_1106558.html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光明网，中汽协，新华网，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索比光伏网，智己汽车， IT 之
家，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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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图表 6.本周重要公告汇总 

公司简称 公司公告 

平高电气 公司发布 2024 年年报，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0.23 亿元，同比增长 25.43%。 

华明装备 公司发布 2024 年年报，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6.14 亿元，同比增长 13.25%。 

许继电气 公司发布 2024 年年报，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1.17 亿元，同比增长 11.09%。 

中伟股份 公司发布 2024 年年报，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4.67 亿元，同比减少 24.64%。 

大金重工 公司发布 2024 年年报，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4.74 亿元，同比增长 11.46%。 

国能日新 公司发布 2024 年年报，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9.36 亿元，同比增长 11.09%。 

英威腾 公司发布 2024 年年报，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87 亿元，同比减少 22.81%。 

容百科技 公司发布 2024 年年报，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96 亿元，同比减少 49.06%。 

福斯特 公司发布 2024 年年报，2024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3.08 亿元，同比减少 29.33%。 

比亚迪 披露 2025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85-100 亿元，同比增长 86.04%-118.88%。 

尚太科技 披露 2025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2.3-2.6 亿元，同比增长 54.65% -74.82%。 

格林美 新一代超高镍 9 系核壳三元前驱体量产并发货。 

璞泰来 公司与德国 MOLL 签订《合作备忘录》，公司将提供 OEM 服务、设备供应与服务、材料供应等服务。 

禾望电气 ① 公司实控人、董事长韩玉提议以人民币 1000-2000 万元回购公司股票。②公司发布 2025 年一季报，2025 年一季度

实现归母净利润 1.05 亿元，同比增长 90.35%。 

新宙邦 披露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5 年业绩目标 11 亿元，2026 年业绩目标 14 亿元。 

阳光电源 拟以自有资金 3-6 亿元用于回购公司股票。 

锦浪科技 2025 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请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 

赣锋锂业 公司已形成固态电池全链路布局，在硫化物电解质及原材料、氧化物电解质、金属锂负极、电芯、电池系统等固态电池

关键环节具备了研发、生产能力，并加快推动固态电池商业化应用。 

爱旭股份 公司与百色市人民政府、创维光伏签订《投资协议》，拟共同投资建设创维-爱旭（百色）光伏 ABC 电池西南基地项目。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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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价格竞争超预期：光伏与动力电池中游制造产业链有产能过剩的隐忧，动力电池中游产品价格、新

能源电站上网电价、光伏风电产业链中游产品价格、电力设备招标价格等均存在竞争超预期的风险。 

国际贸易摩擦风险：对海外市场的出口是中国光伏、锂电制造企业与部分风电零部件企业销售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后续国际贸易摩擦超预期升级，可能会相关企业的销售规模和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投资增速下滑：电力投资（包括电源投资与电网投资）决定了新能源发电板块、电力设备板块的行

业需求；若电力投资增速下滑，将对两大板块造成负面影响。 

政策不达预期：新能源汽车板块、新能源发电板块、电力设备板块与氢能板块均对政策有较高的敏

感性；若政策不达预期，将显著影响各细分行业的基本面，进而降低各板块的投资价值。 

原材料价格波动：电力设备、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发电板块中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均属于

制造业，原材料成本在营业成本中的占比一般较大；若上游原材料价格出现不利波动，将在较大程

度上对各细分板块的盈利情况产生负面影响。 

技术迭代风险：锂电、光伏、风电、储能、氢能等领域的部分环节仍存在较强的技术迭代预期

或技术路线未定的可能，如技术迭代进度超预期，可能对被迭代环节与企业的经营预期造成显著

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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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约或邀请，亦不构成任何合约或承诺的基础。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能确保本报

告中提及的投资产品适合任何特定投资者。本报告的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阁下

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中银国际集团的客户。阁下收到或阅读本报告须在承诺购买任何

报告中所指之投资产品之前，就该投资产品的适合性，包括阁下的特殊投资目的、财务状况

及其特别需要寻求阁下相关投资顾问的意见。 

尽管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都是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证券分析师从相信

可靠的来源取得或达到，但撰写本报告的证券分析师或中银国际集团的任何成员及其董事、

高管、员工或其他任何个人（包括其关联方）都不能保证它们的准确性或完整性。除非法律

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中银国际集团任何成员不对使用本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

负任何责任。本报告对其中所包含的或讨论的信息或意见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公平性不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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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可能附载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本报告可能涉及到中银国际集团本身网站

以外的资料，中银国际集团未有参阅有关网站，也不对它们的内容负责。提供这些地址或超

级链接（包括连接到中银国际集团网站的地址及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为了阁下的方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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