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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产业发展将提速，自主品牌乘智能化东风崛起  

 新能源：高规格纲领性政策发布，储能产业发展有望提速；龙头 Q1 业绩超
预期彰显多产品外销的业务模式在产业链价格波动中的抗风险能力。 

 本周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重要内容包括：1）定义了“新型储能”范畴（电化学、
机械、氢储能）；2）明确了 2025/2030 年主要目标；3）排序了应用场景：
大力推进电源侧，积极推动电网侧，积极支持用户侧；4）指引了政策支持
方向：明确储能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健全储能价格与激励机制；5）明确了
发展责任：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制定专项规划，按年度编制发展方案。在北
京刚刚发生严重储能电站事故的节点上，由发改委高规格出台这一文件，我
们认为：1）充分说明政府为实现双碳目标、以及“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电力系统”而积极发展储能的决心，这也是国家层面针对十四五储能行业发
展的第一份指导性政策文件；2）这份纲领性指导意见基本上全面覆盖了储
能行业发展所需要“关照”的各个领域，为后续工作开展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3）首次提出了 2025 年 30GW 的定量装机目标，虽略显保守，但参考
风光发电发展早期的情况，规划目标很有可能虽行业发展超预期而大幅上
调；4）储能发展的核心痛点还是盈利模式，“明确储能电站独立市场主体地
位”，对后续一系列容量电价、辅助服务价格等补偿机制及商业模式的形成
至关重要。建议重点关注储能电池、PCS、系统集成相关公司。 

 产业链方面，部分央企大型招标或陆续确定中标企业和价格，我们认为这一
事件反映出两个积极信号：1）央企今年的光伏项目建设计划进度没有改
变；2）1.7+元/W 的组件价格在收益率测算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客观来说，
定标时间本身更多是对我们此前提出的“今年国内 60GW 新增装机需求有较
强刚性”这一判断的验证，但并不能对光伏中游制造企业全年盈利确定性的
提升起到太大的帮助，这一点更多需要随着时间推移，基于硅料、玻璃等核
心组件原材料价格走势，以及央企订单的最终实际交货价格来跟踪判断。 

 本周隆基一季报显著超预期，且超预期来源基本符合我们上周周报提到的：
“一体化企业组件环节盈利环比 Q4 出现明显下降或是普遍现象，……但
Q1 硅片销售盈利较丰厚且存在超预期可能。”对于隆基的当前观点，我们主
要认为：1）公司已正式完成经营主战场从硅片向电池组件及更终端应用场
景的切换；2）硅料供应瓶颈造成的产业链利润剧烈重分配仍是相对短期的
因素，保持领先的能力仍是龙头长期立足之本；3）优秀管理者以及企业自
身“规模优势”在产业链横向纵向的全面发挥，将确保公司具备维持长期
alpha 的能力。（详见 4 月 21 日点评报告） 

 新能源车：汽车产业革命从电动化向智能化升华，上海车展成为汽车智能化

和自主品牌产业地位再次提升的重要里程碑。 

 上海车展成为汽车智能化重要里程碑，自主品牌和供应商崛起。不少车型将
智能驾驶作为重要的卖点。小鹏从广州到北京的 NGP 之旅，让消费者接受
了高速的自动驾驶，华为、百度的城市自动驾驶视频让消费者觉得城市道路
自动驾驶离落地不远，消费者对智能驾驶的接受度显著提升。 

 电动赛道中国产车型的竞争地位正在转变，供给侧选项的极大丰富，智能化
标签的加成让电车成为车展的主流。从现场热度看，国产企业的关注度丝毫
不亚于国际大厂，除却产品定位差异外，自主车型在外形设计、动力总成及
附加功能等层面的跃升正在推动国产车在消费者群体中的固有印象转变，上
海车展成为汽车智能化重要里程碑，关注自主品牌和供应商崛起。整车方
面，建议关注在电动化和智能化领先的吉利汽车、长城汽车等。零部件方
面，关注智能座舱产业链的德赛西威等，和激光雷达、摄像头产业链。（后
页正文续） 

 风险提示：产业链价格竞争激烈程度超预期；全球疫情超预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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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车：汽车产业革命从电动化向智能化升华，上海车展成为汽车智能

化和自主品牌产业地位再次提升的重要里程碑。 

 上海车展成为汽车智能化重要里程碑，自主品牌和供应商崛起。上海车展，
众多车型发布亮相，包括北极狐阿尔法 S、小鹏 P5、蔚来 ET7、极氪 001、
上汽 R ES33、智己 L7、威马 W6、大众 ID.6、奔驰 EQS、宝马 iX、凯迪
拉克 LYRIQ、Mustang Mach E 等。其中，不少车型将智能驾驶作为重要
的卖点。小鹏从广州到北京的 NGP之旅，让消费者接受了高速的自动驾驶，
近期华为、百度的城市自动驾驶视频让消费者觉得城市道路自动驾驶离落
地不远，消费者对智能驾驶的接受度显著提升。今年车展，围观人群最多
的，主要有极氪 001、小鹏 P5，蔚来 ET7，长城汽车（坦克、欧拉、炮
等），极狐，华为、大疆等汽车厂商和供应商。 

 电动赛道中国产车型的竞争地位正在转变。VW、BBA、通用等传统大厂带
来旗下如 ID.6、Q4 e-tron、EQ 系列、Mustang 等全新电车，国产新旧势
力的电动化成果同样吸引眼球，供给侧选项的极大丰富，智能化标签的加
成让电车成为车展的主流。从现场热度看，国产企业的关注度丝毫不亚于
国际大厂，除却产品定位差异外，自主车型在外形设计、动力总成及附加
功能等层面的跃升正在推动国产车在消费者群体中的固有印象转变，上海
车展成为汽车智能化重要里程碑，关注自主品牌和供应商崛起。整车方面，
建议关注在电动化和智能化领先的吉利汽车、长城汽车等。零部件方面，
关注智能座舱产业链的德赛西威等，和激光雷达、摄像头产业链。 

 激光雷达落地时间可能超预期。上海车展发布的车型中，搭载激光雷达的
车型包括小鹏 P5、蔚来 ET7、北极狐阿尔法 S 华为 HI 版、上汽 R ES33、
智己 L7 等。从车展上跟激光雷达厂商的交流获知，部分供应商在 2021Q2
将实现车规级量产交付，且年内还有多个客户交付，价格 1000 美元以下。  

 锂电产业链方面：本周三元前驱体因原材料价格的持续回落保持小幅下跌
趋势，三元正极材料价格呈现稳中有降；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价格平稳，行
业产能小幅上升，需求旺盛，主要企业利润率较去年均有所提高。负极材
料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及石墨化产能不足出现窄幅调涨的情况，微利产品上
涨更为明显。电解液本周价格无变化，六氟磷酸锂厂商多氟多公布涨价公
告，上调六氟磷酸锂价格 3 万元/吨，涨幅约 15%，受限于 VC 产能，电解
液产能仍旧紧缺，价格仍有上涨空间。新能源车行业一季度表现亮眼，进
入二季度后部分车企表示了对三季度车市淡季的担忧，在前期有所备货和
库存的情况下，对电池需求保持乐观谨慎，对电池材料价格上涨的持续性
持谨慎态度。 

  六氟磷酸锂龙头多氟多上调价格 3 万元/吨，市场供需缺口持续显现，预计
4 月底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至 25 万元/吨。 

 本周一，六氟磷酸锂全球龙头多氟多发布主营产品调价公告，自公告日起
六氟磷酸锂销售价格在原价基础上对国内各类客户上调 30000 元人民币/吨，
对国际各类客户上调 4500 美元/吨。多氟多表示本次产品价格的调整将有
利于自身整体业绩的提升，并将继续密切跟踪六氟磷酸锂价格的走势及供
需情况的变化。 

 本周末六氟磷酸锂主流成交价集中在 220000-250000 元/吨，较本周五价
格区间 210000-230000 元/吨已有 1500 元/吨的小幅上涨。森田化学（张
家港）、浙江永太等企业六氟磷酸锂目前已对外停报以执行前期订单。从供
需端来看，本周六氟磷酸锂市场积极供应情况延续，各大厂家满产开工，
据不完全统计全年总产能 58500 吨，本周国内六氟磷酸锂产量 1050 吨，
开工率 81.15%维持高位。市场供应依然处于紧缺状态，叠加六氟磷酸锂库
存持续消耗，当前库存已至今年以来最低位，短期来看供给端的紧缺及低
库存水平利好六氟磷酸锂市场，各大厂商的盈利能力在二季度会有显著提
升。六氟磷酸锂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电解液的重要原材料，伴随下游需
求的持续好转，供需缺口已经显现。龙头企业多氟多的调价公告势必会带
动整个市场价格的进一步提升，预计下周国内六氟磷酸锂市场价格依然保
持小幅上涨，涨幅空间为 5000-10000 元/吨。 

 20 日孚能科技配套的戴姆勒 EVA 平台电池量产下线仪式在其镇江工厂举
行。EVA 平台是戴姆勒首个正向开发的全球化纯电平台，今年开始生产梅
赛迪斯奔驰的全新纯电车型，首款旗舰产品 EQS 已发布。孚能科技 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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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戴姆勒签订基于 EVA 平台的 140GWh 电池供货合同，份额占整个平台
电池需求量约 90%。期间孚能科技大幅扩产为戴姆勒准备产能，预计
20/21/22 年底产能将达 13GWh/21GWh/29GWh。此前因核心技术人员、
研发经理离职、配套的北汽 EX360/EU400 电池召回事件，市场对其能否
如期实现 EVA 平台电池供货产生质疑。此次电池量产下线仪式标志着公司
与戴姆勒的合作从研发到规模化供应的新阶段。目前孚能已经开始对戴姆
勒批量出货，按照海运使到达时间确认收入，三季度开始贡献业绩，预计
孚能对戴姆勒的全年出货量 21/22 年分别为 1.5GWh/10GWh。 

 燃料电池：快速产业化推进激发市场对板块的关注度，提示氢燃料电池投

资机会。 

 本周国内氢能快速产业化进程延续，上游氢气方面，宝丰能源投资 10 亿设
立氢能子公司，经营氢气制储运；无锡首座加氢站及配套 5 辆燃料电池公
交投运；山东淄博气氢电混合站投运，淄博加氢站数目达到 4 座；中石化
宁波 500kg 加氢站公开招标，投资额约 800 万元；中集安瑞科获得 1 亿储
氢瓶订单，适配燃料电池重卡。燃料电池环节，4 月 22 日亿华通、川威集
团、大运汽车三方签署西部氢能重卡示范线项目合作协议，示范车辆将采
用亿华通合作大运的 49t 重卡，配套燃料电池功率达到 200kW；格罗夫发
布首款量产 49t 氢能重卡，续航里程达到 1000km。 

 产业化进度的快速推进充分预示 2021 年是国内 FCV 放量大年，背后政府、
企业、市场对氢能产业战略意义的分歧逐步消除，共识基本达成则是行业
发展的提速的关键推动。高涨的产业热度带动市场的关注度，当前对氢燃
料电池而言，短期放量形势清晰，中期支持政策明朗，远期战略意义凸显，
建议持续关注板块投资机会。 

 

本周重要事件 

 能源局 2021 风光项目指标政策再次征求意见；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加快储
能发展指导意见；能源局印发《2021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隆基股份一
季报业绩超预期；央视再次重点报道光伏；上海车展发布大量电动/智能新
车型；孚能科技配套的戴姆勒 EVA2 平台电池量产下线。 

板块配置建议： 

 光伏产业链上下游僵持格局正逐步化解，对全年需求及龙头企业盈利维持
乐观，近期调整后性价比突显，维持重点推荐；新能源车板块板块估值回
落提供左侧布局机会，重点关注享涨价红利或格局优化的环节，同时建议
关注受益电动化的优质零部件企业；燃料电池迈入商用车规模放量元年，
储能及乘用车规模应用也不远；电力设备继续看好碳中和及高比例可再生
需求背景下的特高压、能源互联网及工控、低压核心资产。 

推荐组合： 

 新能源：隆基股份、金晶科技、海优新材、阳光电源、福斯特、信义光能、
福莱特（A/H）、金晶科技、亚玛顿、通威股份、晶澳科技、信义能源、晶
科能源、晶盛机电、中环股份；电车：宁德时代、亿华通、福耀玻璃、嘉
元科技、恩捷股份、赣锋锂业、天齐锂业、德方纳米、璞泰来、鹏辉能源、
欣旺达、亿纬锂能。  

风险提示 

 政策调整、执行效果低于预期；产业链价格竞争激烈程度超预期；尽管短
期政策落地将促使产业链开工逐步恢复正常，并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市场情
绪，但无论是动力电池还是光伏产业链，其结构性产能过剩仍然是不争的
事实，如果需求回暖不及预期，或后续有预期外的政策调整（趋严），都将
对产业链产品价格及相关企业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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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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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参考，不作为或被视为出售及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邀请或要约。客户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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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实际情况不一致，且收件人亦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国金证券的客户。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报告仅供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中风险评级高于 C3 级(含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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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告仅限于中国大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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