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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新能源汽车需求结构良好，能源局发文组织开展清

洁能源消纳监管 
[Table_Title2]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周观察 

 

[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周观点 

1. 新能源汽车 

➢ 1-2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需求结构良好 

我们认为，1）从总量看，2 月上险量环比趋势与新能源汽车销量环比趋

势基本吻合，符合预期。2）从使用性质看，目前新能源汽车购车需求仍

以 C 端为主，占比接近 90%，持续呈现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3）从区

域看，新能源汽车需求以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等为主，我们推测主

要原因为地方政策积极以及主流新能源车型普遍先从发达地区开始渗

透。未来随着畅销车型的持续下沉，新能源汽车有望实现进一步的放

量。4）从车型看，今年累计上险量占比前五款车型中，B+C 级车型有 3

款，A00 级车型有 2 款，需求呈现高端化+经济性并重的格局，持续看好

两极化发展态势带来的中上游环节机遇。 

核心观点：  

我们认为，随着新能源汽车销售结构与质量的持续改善，以及 Model 

Y、ID 系列等优质新车型的不断推出，供给将驱动需求变革，新能源

汽车渗透率有望加速提升，预计 2021 年销量实现快速增长。看好：

1）首先应紧抓龙头高成长、高确定性机会，特斯拉、大众 MEB 平

台、宁德时代、LG 化学、新势力及宏光 MINI EV 等具备畅销潜力车

型的核心供应链；2）长续航、快充需求扩大，驱动技术革新、产品

迭代的正极材料、锂盐添加剂、导电剂等环节；3）高端化+经济性两

极化发展带来的高镍三元和磷酸铁锂电池需求提升，以及高镍趋势下

三元正极材料格局持续优化；4）渗透率预计持续提升的导电剂环

节；5）销量增长带动需求提升，预计供需偏紧的隔膜和六氟磷酸锂

环节；6）储能、两轮车等具备结构性机遇的细分环节；7）持续完善

的充换电设施环节。 

受益标的：宁德时代、天奈科技、宏发股份、当升科技、容百科技、中

材科技、派能科技、亿纬锂能、科达利、恩捷股份、天赐材料、中科电

气、孚能科技、国轩高科、德方纳米、特锐德、科士达、璞泰来、鹏辉

能源、华友钴业等。 

2.新能源 

➢ 国家能源局发布《清洁能源消纳情况综合监管工作方案》 

我们认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

之一，清洁能源电力的并网和消纳是其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次《方

案》明确了清洁能源消纳情况综合监管的工作目标、具体内容，将利

于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更为全面地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

标，光伏、风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发电方式有望显著受益。 

核心观点： 

1）光伏 

➢ 短期看，国内补贴完全退坡后，平价项目将接棒竞价项目，已公布

的平价项目规模将成为补贴退坡后国内装机需求的重要支撑部分之

一。中长期看，碳达峰、碳中和以及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目标明确，光伏等未来在碳减排中将发

挥的重要作用。 

➢ 关注市场变化下的供需关系及技术变革下的结构性机遇，如硅料、

宽幅玻璃、EVA 树脂、大尺寸硅片、大尺寸电池片、碳/碳复合材料

热场产品、光伏逆变器、跟踪支架，异质结电池和储能等。 

➢ 成本优势与技术领先是光伏产品企业的立足之本，上游价格快速上

涨将加速行业出清，市占率集中环节话语权将得到提升，应重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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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企业的阿尔法机会；垂直一体化厂商有望在价格波动时显现出产

品竞争优势。 

➢ 随着补贴缺口问题的解决和后续新增项目脱离补贴依赖，运营商有

望迎来价值重估。 

受益标的：隆基股份、通威股份、金博股份、联泓新科、福斯特、中信

博、阳光电源、海优新材、京运通、爱旭股份、福莱特、太阳能等。 

2）风电 

当前节能减排目标明确，风电作为可再生能源主要形式之一也将发挥其

重要作用，行业有望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发展。重点关注市场竞争优势提

升以及受益于海上风电及海外增量市场空间标的。 

受益标的：日月股份、中材科技、运达股份、金风科技、明阳智能、大

金重工等。 

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不达预期；新能源装机、限电改善不达预期；产

品价格大幅下降风险；疫情发展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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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观点 

新能源汽车 

➢ 1-2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需求结构良好 

根据 GGII 数据，2021 年 1-2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累计上险量为 24.94 万辆；其

中非营业使用上险量累计达到 22.33 万辆，占比 89.5%。 

表 1 2021 年 1-2 月上险量按使用性质划分及占比（辆） 

使用性质 1 月上险量 2 月上险量 今年累计 累计占比 

非营业 134539 88726 223265 89.5% 

出租租赁 12968 6266 19234 7.7% 

城市公交 2934 1772 4706 1.9% 

其他 1350 810 2160 0.9% 

总计 151791 97574 249365 100.0% 

资料来源：GGII、华西证券研究所 

从地区来看，2021 年 1-2 月，累计上险量排名前五的省市分别为上海市、广东

省、浙江省、河南省和江苏省，合计上险量占比为 54.3%。 

表 2 2021 年 1-2 月上险量前五位省市及占比（辆） 

排序 省市 1 月上险量 2 月上险量 今年累计 累计占比 

1 上海市 21619 13509 35128 14.1% 

2 广东省 20363 11362 31725 12.7% 

3 浙江省 14796 11578 26374 10.6% 

4 河南省 14645 8459 23104 9.3% 

5 江苏省 10919 8080 18999 7.6% 

 总计 82342 52988 135330 54.3% 

资料来源：GGII、华西证券研究所 

从车型来看，2021 年 1-2 月，累计上险量前五的车型分别为宏光 MINI EV、特

斯拉 Model 3、比亚迪汉 EV、欧拉 R1 和理想 ONE；其中，宏光 MINI EV 和欧拉 R1

均为 A00 级车型，特斯拉 Model 3 为 B 级车型，比亚迪汉 EV 和理想 ONE 均为 C 级

车型。 

表 3 2021 年 1-2 月上险量前五位车型及占比（辆） 

排序 车型 1 月上险量 2 月上险量 今年累计 累计占比 

1 宏光 MINI EV 25885 18100 43985 17.6% 

2 model 3 14577 13376 27953 11.2% 

3 比亚迪汉 EV 7183 3193 10376 4.2% 

4 欧拉 R1 5570 3846 9416 3.8% 

5 理想 ONE 4978 2302 7280 2.9% 

总计 58193 40817 99010 39.7% 

资料来源：GGII、华西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1）从总量看，2 月上险量环比趋势与新能源汽车销量环比趋势基本

吻合，符合预期。2）从使用性质看，目前新能源汽车购车需求仍以 C 端为主，占比

接近 90%，持续呈现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3）从区域看，新能源汽车需求以上海市、

广东省、浙江省等为主，我们推测主要原因为地方政策积极以及主流新能源车型普遍

先从发达地区开始渗透。未来随着畅销车型的持续下沉，新能源汽车有望实现进一步

的放量。4）从车型看，今年累计上险量占比前五款车型中，B+C 级车型有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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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 级车型有 2 款，需求呈现高端化+经济性并重的格局，持续看好两极化发展态势

带来的中上游环节机遇。 

核心观点：  

我们认为，随着新能源汽车销售结构与质量的持续改善，以及 Model Y、ID系列

等优质新车型的不断推出，供给将驱动需求变革，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有望加速提升，

预计 2021 年销量实现快速增长。看好：1）首先应紧抓龙头高成长、高确定性机会，

特斯拉、大众 MEB 平台、宁德时代、LG 化学、新势力及宏光 MINI EV 等具备畅销

潜力车型的核心供应链；2）长续航、快充需求扩大，驱动技术革新、产品迭代的正

极材料、锂盐添加剂、导电剂等环节；3）高端化+经济性两极化发展带来的高镍三

元和磷酸铁锂电池需求提升，以及高镍趋势下三元正极材料格局持续优化；4）渗透

率预计持续提升的导电剂环节；5）销量增长带动需求提升，预计供需偏紧的隔膜和

六氟磷酸锂环节；6）储能、两轮车等具备结构性机遇的细分环节；7）持续完善的

充换电设施环节。 

受益标的：宁德时代、天奈科技、宏发股份、当升科技、容百科技、中材科技、

派能科技、亿纬锂能、科达利、恩捷股份、天赐材料、中科电气、孚能科技、国轩高

科、德方纳米、特锐德、科士达、璞泰来、鹏辉能源、华友钴业等。 

 

新能源 

➢ 国家能源局发布《清洁能源消纳情况综合监管工作方案》 

近期，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清洁能源消纳情况综合监管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其中， 

1) 工作目标提出： 

⚫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督促有关地区和企业严格落实国家清洁能源

政策，监督检查清洁能源消纳目标任务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

完成情况； 

⚫ 督促电网企业优化清洁能源并网接入和调度运行，实现清洁能源优先上

网和全额保障性收购； 

⚫ 规范清洁能源电力参与市场化交易，完善清洁能源消纳交易机制和辅助

服务市场建设； 

⚫ 及时发现清洁能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促进清洁能源消

纳，推动清洁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2) 监管内容包括： 

⚫ 清洁能源消纳主要目标完成和重点任务落实情况； 

⚫ 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情况； 

⚫ 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并网接入情况； 

⚫ 清洁能源优化调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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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能源跨省区交易消纳情况； 

⚫ 清洁能源参与辅助服务市场情况。 

我们认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清洁

能源电力的并网和消纳是其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次《方案》明确了清洁能源消纳情况

综合监管的工作目标、监管内容，将利于促进清洁能源消纳，更为全面地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光伏、风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发电方式有望显著受益。 

核心观点： 

1）光伏 

短期看，国内补贴完全退坡后，平价项目将接棒竞价项目，已公布的平价项目规

模将成为补贴退坡后国内装机需求的重要支撑部分之一。中长期看，碳达峰、碳中和

以及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目标明确，光伏等未来

在碳减排中将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注市场变化下的供需关系及技术变革下的结构性机遇： 

⚫ 2021 年硅料、宽幅玻璃、EVA 树脂等多个环节供应受限，考虑需求向上趋

势，预计后续将继续保持供应偏紧格局，稀缺环节供应保障能力也将是未来

下游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相关环节供应商及具备较强供应链管理能力的企

业有望显著受益。 

⚫ 大尺寸组件的应用将带来 bos成本的下降，推进大尺寸硅片、大尺寸电池片、

大尺寸玻璃的应用。 

⚫ 有望显著受益于需求增长的环节： 

➢ 大尺寸硅片环节扩产对大尺寸热场系统产品需求显著增加，碳/碳复合

材料热场产品具备显著性能优势，预计渗透率有望加速提升。 

➢ 光伏逆变器需求将和光伏装机需求实现共振，叠加国内逆变器厂商海

外加速布局，光伏逆变器出货量有望显著增长。 

➢ 光伏即将迈入平价上网时代，跟踪支架可提升下游电站发电量并降低

度电成本，预计未来渗透率会加速提升。 

⚫ 具有转换效率优势的异质结电池的应用有望随着成本下降而加速推进。 

⚫ 根据前期规划，预计可再生能源“十四五”规划将稳步推进。平价后风电、光

伏等装机规模将不再受补贴总额束缚，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提升将加大对储

能的需求，预计储能领域有望迎来发展契机。 

成本优势与技术领先是光伏产品企业的立足之本，上游价格快速上涨将加速行业

出清，市占率集中环节话语权将得到提升，应重视头部企业的阿尔法机会；垂直一

体化厂商有望在价格波动时显现出产品竞争优势。 

随着补贴缺口问题解决和后续新增项目脱离补贴依赖,运营商有望迎来价值重估。 

受益标的：隆基股份、通威股份、金博股份、联泓新科、福斯特、中信博、阳

光电源、海优新材、京运通、爱旭股份、福莱特、太阳能等。 

2）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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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节能减排目标明确，风电作为可再生能源主要形式之一也将发挥其重要作用，

行业有望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发展。重点关注市场竞争优势提升以及受益于海上风电及

海外增量市场空间标的。 

受益标的：日月股份、中材科技、运达股份、金风科技、明阳智能、大金重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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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数据跟踪 

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材料价格 

2.1.1.1.钴/锂：钴、四氧化三钴、硫酸钴价格下跌，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上涨 

钴价下跌。MB 标准级钴、合金级钴报价分别为 22.5-23.25 美元/磅、22.5-23.25

美元/磅，最高值分别下跌 1.65美元/磅、1.65美元/磅；根据 Wind数据，长江有色市

场钴平均价为 35.80 万元/吨，跌幅为 1.10%。 

四氧化三钴价格下跌。根据Wind数据，四氧化三钴（≥72%,国产）价格为33.20

万元/吨，跌幅为 3.21%。 

硫酸钴价格下跌。根据 Wind 数据，硫酸钴（≥20.5%,国产）价格为 8.40 万元/

吨，跌幅为 7.69%；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硫酸钴价格为 8.15万元/吨，下跌 0.90万元

/吨。 

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上涨。根据Wind数据，电池级碳酸锂国内现货价为 8.55万元

/吨，涨幅为 1.18%；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为 8.75万元/吨，维持稳

定。 

2.1.1.2.正极材料：钴酸锂、三元材料、三元前驱体等价格下跌，硫酸锰价格上涨 

钴酸锂价格下跌。根据 Wind 数据，钴酸锂（≥60%,国产）价格为 38.35 万元/吨，

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钴酸锂价格为 35.5 万元/吨，下跌 3.75 万元/吨。 

磷酸铁锂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磷酸铁锂价格为 4.85 万元/吨，维

持稳定。 

三元材料价格下跌。根据 Wind 数据，三元材料（523）价格为 15.00 万元/吨，

跌幅为5.06%；根据鑫椤锂电数据，NCM523、NCM811价格分别为16.15万元/吨、

20.25 万元/吨，分别下跌 0.40 万元/吨、0.40 万元/吨。 

三元前驱体价格下跌。根据鑫椤锂电数据，NCM523、NCM 811 前驱体价格分

别为 11.45 万元/吨、12.95 万元/吨，分别下跌 0.80 万元/吨、0.80 万元/吨。 

电池级硫酸镍价格下跌。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池级硫酸镍价格为3.4万元/吨，

下跌 0.075 万元/吨。 

电池级硫酸锰价格上涨。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池级硫酸锰价格为 0.705 万元/

吨，上涨 0.030 万元/吨。 

2.1.1.3.负极材料：高端天然、人造负极价格维持稳定 

高端天然负极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高端天然负极价格为 5.55 万

元/吨，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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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人造负极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高端人造负极价格为 6.75 万

元/吨，维持稳定。 

2.1.1.4.隔膜：基膜（动力）价格维持稳定 

基膜（动力）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基膜（动力,9μm）价格为 1.2

元/平方米，维持稳定。 

2.1.1.5.电解液：电解液、六氟磷酸锂、DMC 价格维持稳定  

电解液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解液（三元常规动力）、电解液

（磷酸铁锂）价格为 4.75 万元/吨，6.45 万元/吨，维持稳定。 

六氟磷酸锂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六氟磷酸锂（国产）价格为 20

万元/吨，维持稳定。 

DMC 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DMC（电池级）价格为 1.1 万元/吨，

维持稳定。 

表 4 锂电池及材料价格变化 

材料 单位 2021/3/26 2021/3/19 涨跌额 

钴 

  长江有色市场,平均价(Wind) 万元/吨 35.80 36.20 ↓0.40 

MB 钴 
标准级 美元/磅 22.5-23.25 24.4-24.9 ↓1.65 

合金级 美元/磅 22.5-23.25 23.9-24.9 ↓1.65 

钴产品 

四氧化三钴 ≥72%,国产(Wind) 万元/吨 33.20 34.30 ↓1.10 

硫酸钴 
≥20.50%,国产(Wind) 万元/吨 8.40 9.10 ↓0.70 

(鑫椤锂电) 万元/吨 8.15 9.05 ↓0.90 

碳酸锂 电池级 
现货价,国内(Wind) 万元/吨 8.55 8.45 ↑0.10 

(鑫椤锂电) 万元/吨 8.75 8.75   

正极材料 

钴酸锂 
≥60%,国产(Wind) 万元/吨 38.35 38.35   

(鑫椤锂电) 万元/吨 35.5 39.25 ↓3.75 

磷酸铁锂 (鑫椤锂电) 万元/吨 4.85 4.85   

三元材料 

523(Wind) 万元/吨 15.00 15.80 ↓0.80 

523(鑫椤锂电) 万元/吨 16.15 16.55 ↓0.40 

811(鑫椤锂电) 万元/吨 20.25 20.65 ↓0.40 

三元前驱体 
523(鑫椤锂电) 万元/吨 11.45 12.25 ↓0.80 

811(鑫椤锂电) 万元/吨 12.95 13.75 ↓0.80 

硫酸镍 电池级(鑫椤锂电) 万元/吨 3.4 3.475 ↓0.075 

硫酸锰 电池级(鑫椤锂电) 万元/吨 0.705 0.675 ↑0.030 

负极材料 
高端天然负极 (鑫椤锂电) 万元/吨 5.55 5.55   

高端人造负极 (鑫椤锂电) 万元/吨 6.75 6.75   

隔膜基膜 动力(9μm) (鑫椤锂电) 元/平方米 1.2 1.2   

电解液 
三元(常规动力） (鑫椤锂电) 万元/吨 4.75 4.75   

磷酸铁锂 (鑫椤锂电) 万元/吨 6.45 6.45   

DMC 电池级 (鑫椤锂电) 万元/吨 1.1 1.1   

六氟磷酸锂 国产 (鑫椤锂电) 万元/吨 20 20   

资料来源：Wind、鑫椤锂电、镍钴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注：↑表示价格上涨，↓表示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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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江有色市场钴平均价（万元/吨）  图 2 四氧化三钴（≥72%,国产）价格走势（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3 硫酸钴（≥20.5%,国产）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 4 电池级碳酸锂国内现货价走势（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5 钴酸锂（≥60%,国产）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 6 三元材料（523）价格走势（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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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2.1.2.1. 2021 年 2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高增 724%、585% 

根据中汽协数据，2021 年 2 月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销量分别为 12.4 万辆、11.0 万

辆，同比增长 724%、585%，环比下滑 36%、39%。 

图 7 国内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华西证券研究所 

 

表 5 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细分情况（万辆）  

  2 月 1-2 月累计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同比累计增长 

新能源汽车产量 12.4 31.7 -36.2% 723.6% 386.6% 

新能源乘用车 12.0 30.5 -35.6% 739.1% 415.6% 

纯电动 10.3 26.1 -34.5% 739.7% 508.4% 

插电式混合动力 1.6 4.4 -41.9% 735.3% 170.6% 

新能源商用车 0.4 1.2 -50.4% 424.0% 97.3% 

纯电动 0.4 1.1 -51.6% 399.9% 103.7% 

插电式混合动力 0.02 0.03 9.3% - 35.2% 

新能源汽车销量 11.0 28.9 -38.8% 584.7% 319.0% 

新能源乘用车 10.6 27.8 -38.3% 627.4% 345.3% 

纯电动 8.9 23.2 -38.0% 633.6% 402.2% 

插电式混合动力 1.7 4.5 -39.6% 596.5% 182.0% 

新能源商用车 0.4 1.1 -51.7% 149.9% 68.3% 

纯电动 0.3 1.1 -52.5% 144.5% 74.9% 

插电式混合动力 0.01 0.03 -12.3% 276.3% 2.0% 

资料来源：中汽协、华西证券研究所  

 

2.1.2.2. 2021 年 2 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 675%、环比下滑 38% 

根据乘联会数据，2021年 2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批发销量分别为 9.7万

辆、10.0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5%、640%，环比分别下滑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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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月度走势 

 资料来源：乘联会、华西证券研究所 

2.1.2.3. 2021 年 2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同比增长 833%，环比下降 36% 

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2 月份我国动力电池装机量共计

5.6GWh，同比增长 833%，环比下降 36%。 

 

图 9 国内动力电池月度装机数据 

 
资料来源：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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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 

光伏产品价格 

多晶硅：本周多晶硅价格上涨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多晶硅（菜花料）均价 66 元/千克，上涨 4.8%；多晶

硅（致密料）均价 120 元/千克，上涨 2.6%。 

硅片：本周单晶硅片价格不变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多晶硅片（金刚线）均价为 0.220 美元/片和 1.550 元/

片，分别上涨 10.0%和 9.2%；单晶硅片（158.75mm, 175μm）均价为 0.505 美元/

片和 3.690元/片，均维持不变；单晶硅片（166mm，175μm）均价为 0.518美元/片

和 3.790元/片，均维持不变；单晶硅片（182mm，175μm）均价为 0.622美元/片和

4.560 元/片，均维持不变；单晶硅片（210mm，175μm）均价为 0.837 美元/片和

6.160 元/片，均维持不变。 

电池片：本周海外单晶电池片价格下跌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多晶电池片（金刚线，18.7%）均价为 0.084 美元/瓦

和 0.620 元/瓦，分别上涨 5.0%和 5.6%；单晶 PERC 电池片（22.2%+，158.75mm）

均价为 0.127 美元/瓦和 0.930 元/瓦，分别下跌 0.8%和维持不变；单晶 PERC 电池

片（22.2%+，166mm）均价为 0.117 美元/瓦和 0.850 元/瓦，分别下跌 0.8%和维持

不变；单晶 PERC 电池片（22.2%+，182mm）均价为 0.122 美元/瓦和 0.900 元/瓦，

分别下跌 0.8%和维持不变；单晶 PERC 电池片（22.2%+，210mm）均价为 0.124

美元/瓦和 0.910 元/瓦，分别下跌 0.8%和维持不变。 

组件：本周单晶组件价格上涨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多晶组件（275-280/330-335W）均价为 0.180 美元/瓦

和 1.350 元/瓦，均维持不变；单晶 PERC 组件（325-335/395-405W）均价为 0.207

美元/瓦和 1.6000 元/瓦，分别上涨 1.0%和 1.3%；单晶 PERC 组件（355-365/425-

435W）均价为 0.218 美元/瓦和 1.670 元/瓦，分别上涨 0.5%和 1.2%；单晶单面

PERC 组件（182mm）均价为 0.230 美元/瓦和 1.700 元/瓦，分别上涨 1.3%和 1.2%；

单晶单面PERC组件（210mm）均价为0.230美元/瓦和1.700元/瓦，分别上涨1.3%

和 1.2%。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欧洲、印度、澳洲的多晶组件（275-280/330-335W）

均价分别为 0.176 美元/瓦、0.217 美元/瓦、0.176 美元/瓦，均维持不变；美国、欧

洲、澳洲的单晶 PERC 组件（355-365/425-435W）均价分别为 0.333 美元/瓦、

0.218 美元/瓦、0.218 美元/瓦，分别维持不变、上涨 0.5%、上涨 0.5%。 

组件辅材：本周光伏玻璃价格不变 

根据PVinfoLink的数据，3.2mm镀膜光伏玻璃均价40.0元/平方米，维持不变；

2.0 mm 镀膜光伏玻璃均价 32.5 元/平方米，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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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光伏产品价格变化 

产品 单位 3 月 24 日 涨跌幅（%） 

多晶硅 
菜花料,均价 RMB/kg 66 ↑4.8 

致密料,均价 RMB/kg 120 ↑2.6 

多晶硅片 
金刚线,均价 USD/pc 0.220 ↑10.0 

金刚线,均价 RMB/pc 1.550 ↑9.2 

单晶硅片 

158.75mm,175μm,均价 USD/pc 0.505 - 

158.75mm,175μm,均价 RMB/pc 3.690 - 

166mm,175μm,均价 USD/pc 0.518 - 

166mm,175μm,均价 RMB/pc 3.790 - 

182mm,175μm,均价 USD/pc 0.622 - 

182mm,175μm,均价 RMB/pc 4.560 - 

210mm,175μm,均价 USD/pc 0.837 - 

210mm,175μm,均价 RMB/pc 6.160 - 

多晶电池片 
金刚线,18.7%,均价 USD/W 0.084 ↑5.0 

金刚线,18.7%,均价 RMB/W 0.620 ↑5.6 

单晶电池片 

PERC,22.2%+, 158.75mm,均价 USD/W 0.127 ↓0.8 

PERC,22.2%+, 158.75mm,均价 RMB/W 0.930 - 

PERC,22.2%+, 166mm,均价 USD/W 0.117 ↓0.8 

PERC,22.2%+, 166mm,均价 RMB/W 0.850 - 

PERC,22.2%+, 182mm,均价 USD/W 0.122 ↓0.8 

PERC,22.2%+, 182mm,均价 RMB/W 0.900 - 

PERC,22.2%+, 210mm,均价 USD/W 0.124 ↓0.8 

PERC,22.2%+, 210mm,均价 RMB/W 0.910 - 

多晶组件 
275-280/330-335W,均价 USD/W 0.180 - 

275-280/330-335W,均价 RMB/W 1.350 - 

单晶组件 

325-335/395-405W,PERC,均价 USD/W 0.207 ↑1.0 

325-335/395-405W,PERC,均价 RMB/W 1.600 ↑1.3 

355-365/425-435W,PERC,均价 USD/W 0.218 ↑0.5 

355-365/425-435W,PERC,均价 RMB/W 1.670 ↑1.2 

182mm,单面单晶,PERC,均价 USD/W 0.230 ↑1.3 

182mm,单面单晶,PERC,均价 RMB/W 1.700 ↑1.2 

210mm,单面单晶,PERC,均价 USD/W 0.230 ↑1.3 

210mm,单面单晶,PERC,均价 RMB/W 1.700 ↑1.2 

各区域多晶组件 

275-280/330-335W,欧洲,均价 USD/W 0.176 - 

275-280/330-335W,印度,均价 USD/W 0.217 - 

275-280/330-335W,澳洲,均价 USD/W 0.176 - 

各区域单晶组件 

355-365/425-435W, PERC,美国,均价 USD/W 0.333 - 

355-365/425-435W, PERC,欧洲,均价 USD/W 0.218 ↑0.5 

355-365/425-435W, PERC,澳洲,均价 USD/W 0.218 ↑0.5 

组件辅材 
光伏玻璃 3.2mm 镀膜,均价 RMB/m2 40.0 - 

光伏玻璃 2.0mm 镀膜,均价 RMB/m2 32.5 - 

资料来源：Pvinfolink，华西证券研究所 

注：↑表示价格上涨，↓表示价格下跌 

 

太阳能发电：1-2 月新增装机 3.25GW，同比增加 203.7% 

根据中电联数据，1-2 月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 3.25GW，同比增加 203.7%。 

风电：1-2 月新增装机 3.57GW，同比增加 260.6% 

根据中电联数据，1-2 月风电新增装机 3.57GW，同比增加 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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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不达预期；新能源装机、限电改善不达预期；产品价格大幅

下降风险；疫情发展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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