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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能源车 4 月销量高增，光伏产业链价格全线上涨 

  [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投资观点：4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20.6 万辆，同增 180%，其中新

能源乘用车销量 19.3 万辆，同增 198%。欧洲市场，主要八国 4 月新

能源乘用车销量 13 万辆，同增 440%。美国市场 4 月新能源乘用车

销量 4.5 万辆，同增 348%。尽管 4 月份增速部分受益于去年同期低

基数，但是即使是相对于去年一季度平均销量水平，也是翻倍式增

长。放眼全球，新能源车欣欣向荣，汽车行业加速电动化。光伏产

业链价格全线上涨，硅料在终端需求不温不火的情况下仍然每周持

续突破高点，预期短期内单晶用料涨势还未能停歇。硅片方面开始

出现硅料不足而影响开工率的情况， 在单晶硅片产出片数不如预期

的情况下，两大硅片厂商也相应提升硅片价格。电池片厂商也相应

提高报价转导压力到下游环节。在组件低迷的开工率下，玻璃价格

持续下滑，然而辅材带来的降本已经有限，随着中上游价格持续垫

高组件成本，部份组件厂选择进一步调整开工率因应，但也有组件

厂因仍处于 630 订单的交付期间，必须维持开工率、外采电池，同

时内需买卖双方也仍处于博弈期间，整体情况胶着。。 

  

新能源汽车：全球 4 月高增。4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20.6 万辆，

同增 180%，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19.3 万辆，同增 198%。欧洲市

场，主要八国 4 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13 万辆，同增 440%。美国市

场 4 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4.5 万辆，同增 348%。尽管 4 月份增速部

分受益于去年同期低基数，但是即使是相对于去年一季度平均销量

水平，也是翻倍式增长。放眼全球，新能源车欣欣向荣，汽车行业

加速电动化。建议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及锂电材料方向，主要标的：

宁德时代、容百科技、当升科技、恩捷股份、星源材质、中伟股份、

亿纬锂能、孚能科技、国轩高科等。 

 

新能源发电：光伏方面，产业链价格全线上涨，硅料在终端需求不

温不火的情况下仍然每周持续突破高点，预期短期内单晶用料涨势

还未能停歇。硅片方面开始出现硅料不足而影响开工率的情况， 在

单晶硅片产出片数不如预期的情况下，两大硅片厂商也相应提升硅

片价格。电池片厂商也相应提高报价转导压力到下游环节。在组件

低迷的开工率下，玻璃价格持续下滑，然而辅材带来的降本已经有

 走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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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随着中上游价格持续垫高组件成本，部份组件厂选择进一步调

整开工率因应，但也有组件厂因仍处于 630 订单的交付期间，必须

维持开工率、外采电池，同时，内需买卖双方也仍处于博弈期间，

整体情况胶着。关注标的：隆基股份、通威股份、晶澳科技、阳光

电源、京运通。风电方面，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 2021年新能源上

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自今年起中央财政不再补贴新备

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和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上网

电价继续按“指导价+竞争性配置”方式形成。风电行业持续降本预

期明确,尤其是海上风电方面，吊装效率提升及风电供应链整合优

化,降本空间大有可为。沿海省份可再生能源“十四五”规划将陆续

发布,根据征求意见稿，浙江、江苏、广东三省的海风五年新增装机

目标已超 30GW。持续看好风机大型化及海上风电的投资机会,推荐标

的：明阳智能、禾望电气、中材科技、东方电缆。 

 

工控储能：4月制造业 PMI51.1%，环比下降 0.8pct，仍高于临界点，

制造业继续保持扩张态势。其中，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

价格指数分别为 66.9%和 57.3%，环比略降 2.5pct，仍为近五年中的

较高水平，原材料及出厂价格指数仍在高位运行，指向 4 月 PPI 环

比上行压力不减。在人口老龄化、人力成本上升、进口替代等背景

下，智能制造景气向好趋势不改，行业龙头公司业绩持续超预期，

有望受益于下游应用的国产供应链切换,市场份持续提升。继续推荐

行业龙头汇川技术，看好公司“双王战略”的持续推进；国家发改

委日前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意见稿提出，计划到 2025 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3000 万

千瓦以上；到 2030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与此同时，

北京丰台储能电站起火爆炸事件为行业敲响警钟，储能行业标准化

与规范化有望加速推进。我们认为 2021年将成为储能商业化的转折

点，建议关注磷酸铁锂细分领域及 PCS龙头企业。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风险、新能源汽车政策不及预期、电改不

及预期、新能源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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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板块行情回顾 

本周大盘有所反弹，沪深300上涨2.29%，上证综指上涨2.09%，深圳综指上涨2.42%。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板块表现分化,其中新能源车与储能板块表现相对强势,分别上涨

1.51%、0.94%；风电、工控板块表现弱势，分别下跌4.26%、2.25%。 

 

图表1：本周电力设备新能源板块表现一览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二、 行业观点及投资建议 

(一) 新能源汽车： 

本周新能源车板块表现一般。下游整车板块表现最好，周涨幅6.1%。四大材料中，

电解液板块表现较好，周涨幅0.5%。上游原材料中,碳酸锂板块上涨2.3%，钴板块下跌

6.0%。电机电控和整车板块表现居尾。 

 

图表2：新能源车细分板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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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备注：近一周指近5个交易日 

 

图表3：新能源汽车历史走势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新能源车市场，全球4月高增。4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20.6万辆，同增180%，其

中新能源乘用车销量19.3万辆，同增198%。欧洲市场，主要八国4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13万辆，同增440%。美国市场4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4.5万辆，同增348%。尽管4月份

增速部分受益于去年同期低基数，但是即使是相对于去年一季度平均销量水平，也是

翻倍式增长。放眼全球，新能源车欣欣向荣，汽车行业加速电动化。建议重点关注动

力电池及锂电材料方向，主要标的：宁德时代、容百科技、当升科技、恩捷股份、星

源材质、中伟股份、亿纬锂能、孚能科技、国轩高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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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能源发电： 

光伏方面，产业链价格全线上涨，硅料在终端需求不温不火的情况下仍然每周持

续突破高点，预期短期内单晶用料涨势还未能停歇。硅片方面开始出现硅料不足而影

响开工率的情况， 在单晶硅片产出片数不如预期的情况下，两大硅片厂商也相应提升

硅片价格。电池片厂商也相应提高报价转导压力到下游环节。在组件低迷的开工率下，

玻璃价格持续下滑，然而辅材带来的降本已经有限，随着中上游价格持续垫高组件成

本，部份组件厂选择进一步调整开工率因应，但也有组件厂因仍处于630订单的交付期

间，必须维持开工率、外采电池，同时，内需买卖双方也仍处于博弈期间，整体情况

胶着。关注标的：隆基股份、通威股份、晶澳科技、阳光电源、京运通。 

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2021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明确

自今年起，中央财政不再补贴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和新核准陆

上风电项目 ,2021年新建风电、光伏项目保障收购小时数以内的发电量，上网电价继

续按“指导价+竞争性配置”方式形成。风电行业持续降本,尤其是海上风电方面，降

本预期明确,吊装效率的提升及风电供应链整合优化,降本空间仍大有可为。当前，沿

海省份可再生能源“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陆续发布，浙江、江苏、广东三省的海

上风电五年新增装机目标已超30GW。持续看好风机大型化及海上风电的投资机会,关注

标的：明阳智能、禾望电气、中材科技、东方电缆。 

 

(三) 工控储能： 

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制造业PMI为51.1%，环比下降0.8pct，仍高于临界点，制造业

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业PMI分别为51.7%和50.3%，低于上月

1.0和1.3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50.8%，高于上月0.4个百分点，小型企业生产经营

状况持续改善。4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6.9%和57.3%，环

比略降2.5pct，仍为近5 年中的较高水平，原材料及出厂价格指数仍在高位运行，指

向4月PPI环比上行压力不减。在人力成本上升、进口替代等背景下，智能制造景气向

好趋势不改。行业龙头有望受益于下游应用的国产供应链切换,市场份持续提升。继续

推荐行业龙头汇川技术，看好公司“双王战略”的持续推进。 

4月CNESA《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2021》发布，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投运储能项

目累计装机规模35.6GW，占全球市场总规模的18.6%，同比增长9.8%。其中，抽水蓄能

的累计装机规模最大，为31.79GW，同比增长4.9%；电化学储能的累计装机规模位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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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3269.2MW，同比增长91.2%； 2020年新增投运的电化学储能项目规模1559.6MW，

新增投运规模首次突破GW大关，是2019年同期的2.4倍。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关于加

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计划到2025年新型

储能装机规模达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与此同

时，北京丰台储能电站起火爆炸事件为行业敲响警钟，储能行业标准化与规范化有望

加速推进。我们认为2021年将成为储能商业化的转折点，建议关注磷酸铁锂细分领域

及PCS龙头企业。 

 

 

三、 数据跟踪 

 新能源汽车：  
钴：本周钴价上涨2.3%，电解钴价格35.3万元/吨；硫酸钴价格7.35万元/吨。 

锂：本周碳酸锂价格持平，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为8.9万元/吨；氢氧化锂价格上涨

2.4%，报价8.6万元/吨。 

镍：硫酸镍价格持平，报价3.4万元/吨。 

锰：锰资源价格下降2.3%，电解锰价格1.68万元/吨。 

正极： 523三元正极材料15.15万元/吨，价格持平。磷酸铁锂正极5.1万元/吨，

价格持平。 

负极：价格保持平稳。中端天然石墨负极3.6万元/吨，中端人工石墨负极4.85万

元/吨。 

电极液：六氟磷酸锂价格持平，报价26.5万元/吨。电解液价格持平，价格6.45

万元/吨。 

隔膜：湿法涂覆隔膜价格保持稳定，报价1.95元/平米。 

图表4：锂电价格数据周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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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长江有色网、Wind，太平洋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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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 
 

图表 5：光伏价格一览 

 

资料来源：PV INFOLINK，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硅料价格： 

4 月底洽谈 5 月价格时，单晶用料价格已经来到每公斤 150-163 元人民币，五一节

后大厂与大厂间的成交价进一步推进至 160-170 元人民币，在缺料的情绪持续蔓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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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涨价趋势无法减缓，5 月第二周散单价格已来到每公斤 170-180 元人民币。海

外价格也因短缺的氛围浓厚，贸易商价格涨幅快速，成交价飙涨至每公斤 21-22 元美

金，海外料源 24 元美金也能有成交，且涨势未止。 

硅料在终端需求不温不火的情况下仍然每周持续突破高点，也让市场更加难预判

下半年的价格趋势。然而由于五月有部分硅料厂检修影响产出、以及 Q2-Q3 间拉晶扩

产持续释放，预期短期内单晶用料涨势还未能停歇。 

多晶用料先前则因为处于交付期间，价格较无具体波动，但在近期新一波谈价中，

价格已来到每公斤 100 元人民币上下，大幅垫高多晶硅片成本。 

硅片价格： 

硅料短缺的情势持续延烧，尽管不少单晶硅片大厂硅料长单签订的较富裕，仍开

始出现硅料不足而影响开工率的情况，基本上大大小小硅片厂都无法满开。整体硅片

产出不如预期，电池厂也反应硅片长单交付量不足的情况。 

在单晶硅片产出片数不如预期的情况下，5 月 10 日中环再次提高硅片报价，G1、

M6 170μm 厚度价格来到每片 4.26、4.445 元人民币、G12 175μm 厚度每片 7.23 元

人民币，对比中环四月底公示价格 G1、M6 170μm 厚度价格每片 3.93 元人民币，G12 

每片 6.63 元人民币，G1/M6 涨幅 8%、G12 约 9%。5 月 14 日，隆基也再度宣布上调

硅片价格，据其官网公布的最新报价，与 4 月 23 日相比，G1 报价 4.39 元，上涨 0.49

元；M6 尺寸硅片报价 4.49 元，上涨了 0.49 元；M10 尺寸硅片报价 5.39 元，上涨了

0.53 元。 

多晶硅片的部分，即使印度终端需求因为财年结束及疫情严峻影响稍有趋缓，但

受到硅料涨势迅猛影响，多晶硅片涨势持续，近期成交价已从四月初 1.8-1.9 元人民币

来到 2.25-2.35 元人民币，单月涨幅超过 20%。 

电池片价格： 

4 月底开始硅片龙头大厂两度上调公告价格，5 月第二周电池片厂家订单再次重新

谈价、提高整体电池片报价上看每瓦 1 块钱人民币以上的水位。当前已经有部分订单

落地，部分中小组件厂家签订接受度较高，一线与二线组件厂家价格签订出现分化。

此外本周价格观察到 M6、M10、G12 开始渐趋同价。 

M6 电池片自五一节后来到每瓦 0.92-0.93 元人民币的水位，在中环连续两轮更新

公告价格后，电池片相应上调至每瓦 0.97-1 元人民币的水位，其中已有不少订单签订、

均价落在每瓦 0.97-0.98 元人民币，高点每瓦 0.99-1 元人民币已有部分订单签订，后续

仍有部分新单尚在签订、价格预期将落至每瓦 0.99-1 元人民币的水位。而海外价格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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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速度较慢，本周上涨幅度略低国内，然而上涨走势仍在持续、短期内海外价格也将

小幅上扬。 

而 G1 电池片本周成交价格区间也相应上调至每瓦 0.95-1 元人民币，均价调升在

每瓦 0.98-1 元人民币的水位。需要注意 G1 需求持续锐减，产出也相应减少下，后续

G1 电池片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大尺寸电池片随趋势上调，本周报价相应来到 0.97-1 元人民币，新签订单将逐步

落地在每瓦 0.97-0.99 元人民币，当前已有少量 182 订单成交在每瓦 1 元人民币。然而

目前仍以代工、双经销为主，直接采购量较少，订单拉货力道尚未出现明显增长，组

件大厂采购仍较为观望。 

多晶电池片价格受到上游端涨价，且供应与需求呈现较为平衡的状态，多晶电池

片均价仍持续大幅涨价至每片 3.6-3.8 元人民币。考量印度疫情、且组件成本的承受能

力有限，后续涨价幅度将较为减缓。  

组件价格： 

在组件低迷的开工率下，玻璃价格持续下滑，重回去年起涨前的价格低点。然而，

辅材带来的降本已经有限，随着近期硅料涨破每公斤 160 元大关，组件厂再次酝酿新

一波涨势，从近期开标价格也可观察到一线厂单晶 500W+单面组件价格来到每瓦

1.71-1.75 元人民币之间，均价约在 1.73 元人民币。现货市场上，分布式项目等较小订

单的价格来到每瓦 1.75-1.8 元人民币的水位，相比 3-4 月每瓦 1.68-1.72 元人民币持续

呈现缓涨趋势。 

随着中上游价格持续垫高组件成本，部份组件厂选择进一步调整开工率因应，但

也有组件厂因仍处于 630 订单的交付期间，必须维持开工率、外采电池，同时，内需

买卖双方也仍处于博弈期间，整体情况胶着。 

海外部分，海外电站虽难以在 IRR 上一再让步，但受到硅料、硅片、乃至电池片

连番循环涨价的影响，组件厂持续拉抬价格，短期内海外组件价格也将小幅上扬。 

 

图表6：多晶硅料价格走势  图表7：硅片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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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图表8：电池片价格走势  图表9：组件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电力设备： 
 

 

1-3月份，全国电网工程完成投资540亿,同比增长48.0%;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

成投资795亿元,同比增长31.3%。 

 

图表 10：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亿元）  图表 11：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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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图表 12：长江有色铜市场铜价走势（元/吨）  图表 13：螺纹钢 HRB400 20mm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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