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港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行
业
研
究 

行
业
点
评 

 

政策护航 风光腾飞在即 
——电气设备事件点评 

 

投资摘要： 

2019 年风电、光伏建设管理工作方案正式发布，对行业影响最大的靴子落

地。政策仍然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并且明确了平价上网前的“最后 100

米”应该怎么走。此次发布光伏政策主要亮点包括： 

 “量入为出”，以补贴额定装机量。2019 年总体补贴额 30 亿，其中 7.5

亿用于支持户用分布式的建设，另外的 22.5GW 完全用于公开竞价。 

 体现了对户用分布式的重视。7.5 亿元补贴可以支持建设规模约 3.5GW。

采取按月上报的措施，设置 1 个月的缓冲期，使得总体规模可控。 

 公开竞争方式明确，同一起跑线展开竞争。参与竞价 I、II、III 类区修

正幅度分别为 0、-0.05、-0.15 元/kWh，相应 0.4、0.45、0.55 元/kWh

的指导价差值一致，通过修正弱化资源差异，在同一起跑线进行竞争。 

对于风电电价以及建设管理办法相关政策，我们认为总体上为风电行业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于行业稳定信心、加速发展，主要亮点包括： 

 政策明确平价路径，不确定性消除。此次风电电价政策，明确了 2019、

2020 两年的指导价以及 2021 年完全平价的目标。 

 体现了质量与进度之间的平衡。2018 年底前核准陆上风电机组，预留工

期裕量是 2 年。2018 年底前核准海上风电机组，预留 3 年工期裕量。体

现有对海上风电进度没有一味求快，而是在质量与进度之间找寻了平衡。 

 进一步强化了消纳的重要性。管理办法中对新建机组的消纳条件进行了

严格要求，体现出对行业发展质量的重视，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弃风。 

政策落地后，未来光伏和风电的发展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光伏：在平价上网项目落地、光伏出口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光伏产业链

将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加速推进全球化。预计 2019 年国内新增装机有

望突破 40GW，全球装机突破 120GW。 

 风电：弃风率不断下降、平价节点目标带来的抢装潮、配额制推动下的

央企资本开支加大，将共同推动风电投资进入景气通道。2019 年预计新

增装机将超过 25GW。 

 

投资策略：光伏各环节龙头企业将显著受益于新政策打造的稳定发展环境，

推荐单晶硅料和 PERC 电池片龙头：通威股份，单晶硅片龙头：隆基股份。

风机设备制造商将显著受益于风电投资加速，风电运营商亦将受益于装机

不断快速增长，推荐风机市占率第一的龙头：金风科技，福建海上风电运

营商：福能股份。 

 

风险提示：政策出现大幅波动、平价上网项目推进不及预期、光伏海外市

场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行业重点公司跟踪  
证券   EPS(元 )   PE  PB 投资  

简称  2018 2019E 2020E 2018 2019E 2020E  评级  

通威股份 0.52 0.54 0.57 32 30 29 4.22 强烈推荐 

隆基股份 0.93 1.02 1.17 27 25 21 5.56 强烈推荐 

金风科技 0.88 0.97 1.11 13 12 10 2.06 强烈推荐 

福能股份 0.68 0.93 1.06 12 9 8 1.12 推荐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申港证券研究所  

 

评级 增持（维持） 

2019 年 05 月 31 日 

  

曹旭特 分析师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660519040001 

 

贺朝晖 研究助理 

hezhaohui@shgsec.com 

010-56931952  
  
行业基本资料  

股票家数 193 

行业平均市盈率 83.89 

市场平均市盈率   
 
行业表现走势图 

 
 
资料来源：申港证券研究所 

 

相关报告 
 
1、《电气设备行业研究周报：平价上网

对新能源行业意味着什么？》2019-05-

27 

2、《电气设备行业研究周报：贸易摩擦

对新能源行业影响几何？》2019-05-20 

3、《电气设备 2018 年报及 2019 一季报

总结：从结构性调整和逆周期属性中挖

掘投资机会》2019-05-17  
 

 
 

  

-40%

-30%

-20%

-10%

0%

10%

20%

2018-05 2018-08 2018-11 2019-02 2019-05

电气设备 沪深300

 

20961415/36139/20190601 15:00

http://www.hibor.com.cn/


电气设备行业点评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2 / 8 证券研究报告 

 

1. 光伏：平价和竞价双主线推动 

1.1 同样的五月，不同的前景 

一年前的 5 月 31 日，可以说是光伏行业最黑暗的一天，突然下发的严苛政策让整

个行业措手不及，镇痛直到 2018 年 11 月后才开始好转。今年 5 月 30 日，行业终

于等来了利好政策的最终落地，将政策不确定性大幅消除，行业发展驱动力正式由

“政策”切换至“市场”。 

补贴作为光伏行业发展的最大边际变量，对行业发展影响巨大。我国光伏、风电行

业的迅速发展壮大，离不开补贴和政策的大力扶持，但补贴缺口的快速增大，为行

业未来发展增加了巨大的隐患。截止 2018 年末，存量项目的补贴拖欠超过 1000

亿，最近的第七批补贴名单，从并网到拿到补贴资金平均在 2 年以上，运营商承担

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因此补贴退坡是不得已但是必须要做的选择，只有摆脱补贴依

赖行业才能真正打开发展空间。 

2019 年光伏补贴额度大幅下降，从 2018 年的 163 亿下降到 30 亿。如何用有限的

资金保证行业的稳步发展，是今年政策最重要的任务。而从 2018 年 11 月以来的一

系列政策，也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量入为出，把决定权交还给市场。此次发布光伏

政策主要亮点包括： 

  “量入为出”，以补贴额定装机量。这是和往年限定建设规模最大的不同，通过引

入公开竞价的市场管理手段，打开了装机量的弹性空间。2019 年总体补贴额 30

亿，其中 7.5 亿用于支持户用分布式的建设，另外的 22.5GW 完全用于公开竞价。

在最新版政策文件中，明确了 2019 并网但未在补贴名单的项目，仍然可以参与

竞价项目的申报，解决了今年已建存量的问题。 

 对项目实施分类管理。需要补贴项目主要包括 5 类：光伏扶贫项目（按既有政策

实施）、户用光伏（单独管理，固定补贴 0.18 元/kWh）、普通光伏电站（地方竞

争配置，国家统一排序）、 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地方竞争配置，国家统一排序）、

国家组织实施的专项工程或示范项目（地方竞争配置）。 

 体现了对户用分布式的重视。首次将户用光伏单列并给予单独规模，实施固定补

贴，7.5 亿元补贴可以支持建设规模约 3.5GW。户用分布式补贴采取按月上报的

措施，并且 2018 年 531 后未纳入补贴目录的项目仍可进行申报，设置 1 个月的

缓冲期，使得总体规模可控。 

 公开竞争方式明确，同一起跑线展开竞争。对于参与竞价的普通电站，执行规则

是在申报电价基础上按所在区域进行修正，然后全国按照从低到高统一排序，补

贴申报和竞价原则上一年一次。I、II、III 类区修正幅度分别为 0、-0.05、-0.15 元

/kWh，与 I、II、III 类区今年 0.4、0.45、0.55 元/kWh 的标杆电价指导价差值一

致。通过修正弱化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将各地区放在同一起跑线进行竞争。 

1.2 平价和全球化引领光伏未来 

光伏行业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的一张王牌，目前已占据全球

超 70%的产能，原材料和设备几乎均实现国产替代。行业发展从最初的政策扶持、

市场培育，再到政策波动、贸易竞争，逐渐走向成熟。目前行业仅剩距离平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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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 100 米”，最新的管理政策推出，使得这最后一段路程将走地更加扎实。

展望光伏行业未来发展，我们认为平价和全球化将是行业发展最为强劲的驱动力。 

图1：光伏产业发展历史回顾  

 

资料来源：申港证券研究所 

平价与竞价并行推进，平稳过渡至平价时代。由于平价上网政策已经落地，企业可

以自主选择将项目按平价项目或补贴项目上报。在时间设置上，平价上网项目申报

早于补贴项目，5 月 22 日公示了第一批平价项目，总装机 20.76GW，其中光伏

14.78GW、风电 4.51GW、分布式交易试点 1.47GW，这批项目中预计 2019、2020

年装机分别为 4.5GW、9GW。根据新规定，2019 年 7 月 1 日（含）前需申报 2019

年拟新建的补贴竞价项目。 

我们认为平价上网项目拥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因为其具有以下特点：1）不限规模、

不占用补贴指标；2）下放审批权至由省级主管部门；3）保障项目消纳；4）20 年

固定电价稳定收益。因此对于项目资源较好、投标电价已接近平价、全额保障收购

或是消纳存在困难的地区，非常适合申报平价项目。在第一批平价项目名单中，辽

宁、安徽两个省共有 7 个存量电站项目率先自愿转为平价上网项目，累计装机容量

135MW。 

而在国内市场已逐步清晰、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后，海外市场将成为光伏行业的最大

增量。由于光伏系统的快速降价，光伏相对传统火电、燃气等化石能源，逐步具备

竞争力，对于增量电力设施建设，光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选项。而且光伏快速增长

地区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由于和美国已经在光伏领域发生过贸易摩擦，美国已不

是光伏主要出口国。2019 年 1-4 月，我国光伏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 81%，前十大

出口国中没有美国。蓬勃的海外市场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呈现出淡季不淡的新局面，

并且海外市场的景气有望继续延续下去。 

 2019Q1 出口亚洲 7.59GW，同比增长 38.6%，主要是越南（2.56GW，同比

40697%）、印度（1.81GW，同比-24.4%）、巴基斯坦（0.5GW，同比 159.3%）。 

 2019Q1 出口欧洲 4.81GW，同比增长 620%，主要是荷兰（1.92GW，同比 1049%）、

西班牙（0.84GW，同比 224%）、乌克兰（0.67GW，同比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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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Q1 出口非洲 1.42GW，同比增长 261%。 

图2：光伏出口/国内装机比重不断提升  图3：光伏出口增速不断提升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2. 风电：竞争配置向市场化 

2.1 平价前政策风险大幅消除 

风电在 2019 年起全面进入竞争配置时代，政策正在将引导行业逐步从补贴、竞争

配置，最终过渡到平价上网时代。最新发布的《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对陆上和海上风电电价进行了明确。 

 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将变为指导价，最终能够获得的补贴需要通过竞价确定。

陆上风电 2019、2020 年 I～Ⅳ类区将调整为每度电 0.34/0.39/0.43/0.52 元和

0.29/0.34/0.38/0.47 元，并在 2021 年起完全平价。 

 海上风电获得更长建设期。政策明确，2019、2020 年海上风电指导价为 0.8、

0.75 元/kWh，通过竞争方式确定的新核准近海风电项目上网电价，不得高于指导

价。2018 年底前已核准的海上风电项目，2021 年底前完成并网执行核准电价，

2022 年及以后完成并网的，执行并网年份的指导价。 

对于风电电价以及建设管理办法相关政策，我们认为总体上为风电行业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利于行业稳定信心、加速发展。 

 政策明确平价路径，不确定性消除。此次风电电价政策，将 2019、2020 两年的

指导价均进行明确，并明确了陆上风电 2021 年完全平价的目标，极大地消除了

政策风险，使得行业能够卸掉包袱，加快机组建设。 

 体现了质量与进度之间的平衡。针对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存量项目的建设工期，

政策没有进行一刀切。2018 年底前核准陆上风电机组，需在 2020 年底前并网，

预留工期裕量是 2 年。而对于 2018 年底前核准海上风电机组，在 2021 年底前

并网即可获得当时锁定补贴电价，预留 3 年工期裕量。这体现出了没有对海上风

电进度一味求快，而是在质量与进度之间找寻了平衡。 

 进一步强化了消纳的重要性。管理办法中明确：“各类拟新建风电项目均应以落实

项目电力送出和确保达到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或弃风率不超过 5%）为

前提条件”、“风电投资监测预警级别从红色转为橙色或绿色的地区，严格按电网

消纳能力有序启动之前因预警停建项目，鼓励自愿转为平价上网项目。”对消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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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体现出了对行业发展质量的重视，避免未来再次出现大规模弃风的情

况。 

2.2 未来三年行业进入景气通道 

我们认为风电行业在政策的推动下，未来三年将进入景气通道，风电投资有望大幅

提速。能够提振风电投资的因素主要有： 

 弃风率大幅改善，更多地区逐步解禁。根据能源局要求，未来风电建设将根据监

测预警结果来执行，红色区域暂停风电建设，橙色区域暂停新增项目，绿色区域

正常建设。2019 年，红色预警区由 3 个（新疆、甘肃、吉林）减少为 2 个（新

疆、甘肃），橙色预警区由 2 个（黑龙江、内蒙古）减少为 1 个（内蒙古），其余

地区均为绿色。东北地区解禁释放出大量的新增装机需求，在第一批风电平价上

网项目中也以东三省项目为主。未来随着风电消纳的进一步改善，更多的地区将

加入风电建设中。  

图4：风电弃风率逐年降低 

 

资料来源：中电联，申港证券研究所 

 平价目标确定带来的抢装潮。由于陆上风电明确存量机组需在 2019、2020 年完

工，海上风电存量机组需在 2019~2021 年完工，明确的完成节点势必带来抢装

热潮。根据彭博新能源统计，2018 年之前核准未并网项目约为 88GW，这批项目

抢装对风电设备制造商将产生非常显著业绩提升。 

 配额制驱动下央企风电资本开支加大。近期能源局正式下发《关于建立健全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标志着配额制正式落地。文件对各地区的可再

生能源消纳设置了量化目标，全国平均 2020 年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比例需达到

11%，相对目前 8%左右水平仍需提升。配额制的推进，增加了各类投资主体加

大新能源投资的意愿，而且风电因为利用小时数高、容易产生规模效应，成为传

统电力央企布局新能源的首选。根据华能国际披露数据，2019 年计划资本开支

350 亿，其中 240 亿用于风电，相对 2018 年的 70 亿同比增长 240%。大型央企

的参与，将进一步拉动大型风电基地，尤其是平价上网项目的建设。 

3. 投资策略 

光伏发电建设工作方案的正式出台，给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政策内容显示了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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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行业管理思路的创新，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导行业“降价保量”，保证光伏规模稳定

前进，并且对于户用分布式进行重点扶持，突出了分布式在民生消费、扩大内需的

重要作用。未来光伏行业将在平价上网项目以及全球化的共同推动下，产生强劲的

增长动力，我们维持 2019 年光伏装机规模 40GW 以上的观点。我们认为光伏各环

节龙头企业将显著受益于新政策打造的稳定发展环境，推荐单晶硅料和 PERC 电池

片龙头：通威股份，单晶硅片龙头：隆基股份。 

风电发电建设工作方案以及补贴电价政策的出台，将未来平价前的路径明确清晰，

消除了行业对于政策端的不确定性。陆上风电将平稳过渡，在 2021 年实现完全平

价。海上风电稳步推进，存量项目在 2021 年前完成并网，体现了政策对于质量和

进度的平衡。未来风电行业将在弃风率不断下降、存量项目抢装潮到来、央企风电

资本开支加大的共同作用下，进入景气发展通道，我们维持 2019 年风电装机 25GW

以上的观点。我们认为风机设备制造商将显著受益于风电投资加速，风电运营商亦

将受益于装机不断快速增长，推荐风机市占率第一的龙头：金风科技，福建海上风

电运营商：福能股份。 

4. 风险提示 

政策出现大幅波动、平价上网项目推进不及预期、光伏海外市场不及预期、原材料

价格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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