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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要点： 

[Table_Summary] 
【新能源总览】国家能源局正式下发《关于 2021 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户用光伏补贴

规模 5 亿元，保障性并网规模不低于 90GW。 

【风电】招标方面，2021 年初至今不完全统计风机招标量出炉，总和超 22GW，其中国家能源、国家电投、大唐集

团领先招标需求；中标方面，2021 年初至今不完全统计风机定标总量超 22GW，其中明阳智能、运达股份、远景能

源份额领先。 

【光伏】上游硅料涨价，硅片环节中环股份率先涨价，隆基跟进；单晶硅片产量不及预期，多晶硅片涨势持续，压

力传导至下游电池片、组件厂商，组件开工率低迷，玻璃价格持续下滑回到去年起涨前价格低点。 

风电行业建议关注海上风电制造各环节龙头企业：【运达股份】、【明阳智能】、【日月股份】、【东方电缆】、【金风科

技】。光伏行业建议关注：【阳光电源】、【太阳能】、【中信博】、【福斯特】、【海优新材】、【上能电气】。 

产业动态： 

【哈电风能】5 月 15 日，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为哈电风能颁发 HE164-3.X、HE175-5.X、HE187-6.X 三款机型的认

证证书。三款机型的目标市场分别为陆上超低风速地区、陆上大基地项目及海上市场。 

【明阳智能】5 月 12 日，公司宣布拟投资建设年产 5GW 光伏高效电池和 5GW 光伏高效组件项目，项目总投资金

额预计为 30 亿元（不含流动资金）。光伏高效电池及组件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凭借自身资源优势和高效光伏技

术优势，与公司风电业务相结合，开拓高效光伏产品市场需求，扩大公司在新能源领域布局。 

【三一重能】近期，三一重能 5.0MW 陆上风电机组已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型式认证证书和国际权威认证

机构 DNV 颁发的认证证书。成为国内首个获得“箱变上置”大兆瓦风电机组国际认证的整机厂家。此外，三一重能

5.0MW 陆上风电机组还通过了高电压和低电压故障穿越、电网适应性等全套的并网能力测试。 

【天合光能】越南当地时间 5 月 15 日，天合光能海外制造基地越南太原工厂首批 210 电池及组件下线。这标志着

天合光能 210 组件海外产能全面展开，超高功率 210 至尊系列组件加速全球出货，进一步满足全球市场需求，同时

标志着公司成为具备海外超高功率组件产能的首家光伏企业。 

【隆基股份】5 月 17 日，隆基股份发布公告 2021 年度公开发行 A 股可转债预案，募集资金不超过 70 亿元，其中

58.5 亿元用于电池片产能扩张，11.5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债券期限 6 年，转股期限为 6 个月后。本次募投项目

为宁夏 5GW 电池项目（一期 3GW）及西咸 15GW 电池项目，分别将于 2021 年底及 2022 年投产。 

 

【风电招标、中标数据】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初至今国内风机招标量、中标量均超 22GW：招标方面，国家能源、

国家电投、华能集团领先；中标方面，明阳智能、运达股份、远景能源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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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链价格走势】上游硅料涨价，硅片环节中环股份率先涨价，隆基跟进；单晶硅片产量不及预期，多晶硅

片涨势持续，压力传导至下游电池片、组件厂商，组件开工率低迷，玻璃价格持续下滑回到去年起涨前价格低点。 

 

产业政策： 

 国家能源局正式下发《关于 2021 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近日国家能源局正式下发《关于 2021 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具体要点如下： 

1. 2021 年户用光伏补贴规模为 5 亿元，结合 4 月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

的通知》中提及的户用光伏 3 分/度的度电补贴，及去年 10 月《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中以 20年折算的户用年度合理利用小时数中位数 1300小时计算，户用光伏项目补贴规模可达 12-13GW； 

2. 2021 年保障性规模不低于 90GW，主要用于安排存量项目，包括 2020 年底前已核准且在核准有效期内的风电

项目、2019年和 2020年平价风电光伏项目和竞价光伏项目。这些项目无需参加竞争性配置，直接纳入各省（区、

市）保障性并网项目范围；叠加市场化规模并网的项目，2021 年风电、光伏的新增装机规模有望突破 100GW； 

3. 为保障 2022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如期并网，确保完成 2022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今年各地应按

照已发布的 2022 年各省级行政区域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确定 2022 年度保障性并网规模，组织

核准（备案）一批新增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储备，并于 2022 年并网；  

4. 三方面长效机制落实发展：建立消纳责任权重引导机制以安排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推进跨省跨区风光电

交易；建立保障性并网竞争性配置机制以确定能够纳入保障性并网范围的项目；建立并网多元保障机制，落实

保障性并网项目及市场化并网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市场数据： 

 光伏产业链：硅料涨价进程不停歇，中下游开工率下调应对 

单晶硅料均价达 200 元/kg，同比超 5 倍增长。5 月第二周散单价格已达 170-180 元/kg，目前均价已经触及 200 元

/kg 的分界线，更有高达 220 元/kg 的报价流出。海外市场随供给短缺，贸易商价格涨幅快速，成交价飙涨至 26-28

美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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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价格趋势难以预判。五月硅料厂产出受检修影响，

Q2-Q3 间拉晶扩产持续释放，预计短期内单晶用料涨势还未能停歇。多晶用料处于交付期，受单晶硅料涨价影响，

目前均价在 115 元/kg 水平，大幅增加多晶硅片的成本。 

图 1：国产多晶硅料价格（元/kg）  图 2：进口多晶硅料价格（美元/kg） 

 

 

 

资料来源: PVInfolink，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PVInfolink，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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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硅片产量不及预期，多晶硅片涨势持续。单晶硅片厂家硅料长单签订富裕，但受硅料短缺影响开工率，市场硅

片厂无法满开。5 月 10 日中环再次提高硅片报价，G1、M6 170μm 厚度价格来到 4.26 元/片和 4.45 元/片，G12 175

μm 厚度 7.23 元/片，对比中环四月底公示价格 G1、M6 170μm 厚度价格 3.93 元/片，G12 价格 6.63 元/片，G1/M6

涨幅 8%、G12 约 9%。5 月 14 日隆基跟进涨价，G1、M6、M10 170μm 厚度价格 4.39 元/片、4.49 元/片和 5.39

元/片。 

多晶方面，即使印度终端需求因为财年结束及疫情影响稍有趋缓，但受到硅料涨势迅猛影响，多晶硅片涨势持续，

成交价由 4 月初的 1.8-1.9 元/片涨至 5 月中价格 2.3-2.5 元/片，单月涨幅超过 20%。 

图 3：国产硅片价格（元/片）  图 4：进口硅片价格（美元/片） 

 

 

 
资料来源: PVInfolink，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PVInfolink，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电池片整体价格提升 1 元/W 以上的水平，本周 M6、M10、G12 开始渐趋同价。五一节后 M6 电池片均价在 0.92-0.93

元/W 的水平，随着中环连续两轮更新公告价格后，电池片相应上调至 0.97-1 元/W，大部分订单均价落在 0.97-0.98

元/W 价格区间，高点在 0.99-1 元/W。预计后续订单保持在 0.99-1 元/W 水平。而海外市场反应速度较国内偏慢，

本周涨幅度也低于国内市场。但整体上涨走势仍将持续，短期内海外价格也将小幅上涨。 

G1 电池片本周成交价为 0.95-1 元/W，均价调升至 0.98-1 元/W。但 G1 电池片整体需求持续锐减，供给端产量也在

逐步下降，预测后期 G1 电池片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大尺寸电池片部分目前仍以代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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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大尺寸电

池片报价在 0.97-1 元/W，新增订单价格区间在 0.97-0.99 元/W，市场出现少量 182 订单价格在 1 元/W 左右。 

多晶电池片价格主要受上游材料端影响，目前市场供需平衡，多晶电池片均价上涨至 3.6-3.8 元/W。根据印度疫情

和组件成本的承受能力有限等实际情况，预计后期涨价幅度将减缓。 

图 5：国产电池片价格（元/W）  图 6：进口电池片价格（美元/W） 

 

 

 

资料来源: PVInfolink，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PVInfolink，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组件开工率低迷，玻璃价格持续下滑回到去年起涨前价格低点。随着辅料带来的降本已经有限，近期硅料涨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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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60 元/kg。组件厂仍准备新一轮涨价态势，目前一线厂单晶 500W+单面组件价格为 1.71-1.75 元/W，均价保持

在 1.73 元/W 水平。现货市场上，分布式项目等较小订单的价格保持在 1.75-1.8 元/W，较 3-4 月 1.68-1.72 元/W 持

续呈缓涨趋势。 

部分组件厂选择进一步调整开工率，以应对中上游材料价格持续垫高组件成本。但少数组件长因处于 630 订单的交

付期，必须维持开工率、外采电池实现前期交付目标。同时内需买卖双方也处于博弈期间，整体情况胶着。纵观海

外市场，海外电站虽难以在 IRR 上一再让步，但受到硅料、硅片和电池片的连番循环涨价影响，组件厂持续抬高价

格，短期内海外组件价格也将小幅上扬。 

图 7：国产组件价格（元/W）  图 8：进口组件价格（美元/W） 

 

 

 

资料来源: PVInfolink，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PVInfolink，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一周光伏经理人指数持平，全产业链指数区间震荡。全行业指数 SOLARZOOM 光伏经理人指数基本持平，硅料的

持续涨价致上游制造业指数触底反弹到 207.90 点，跑赢全行业；光伏下游电站受电池片、组件厂商开工率下调影响，

运营指数区间震荡，本周报 51.31 点。 

具体来看，中上游原材料中的硅料、硅片指数维持上涨趋势；下游组件、EPC 及运营业务不温不火，指数持续震荡；

逆变器一定程度上受到芯片短缺影响，指数向上进发趋缓；设备辅材利润空间受压，指数近几周阴跌不止。 

图 9：SOLARZOOM 光伏经理人指数（周）  图 10：SOLARZOOM 光伏经理人指数（周）（细分） 

 

 

 

资料来源: Wind、SolarZoom，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Wind、SolarZoom，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0.0

1.0

2.0

2019-04 2019-10 2020-04 2020-10 2021-04

现货价:多晶组件(275-280/330-335W):RMB:平均价

现货价:单晶PERC组件(325-335/395-405W):RMB:均价

现货价:单晶PERC组件(355-365/425-435W):RMB:均价

现货价:单面单晶PERC组件(182mm-RMB):平均价

现货价:单面单晶PERC组件(210mm-RMB):平均价

0.0

0.2

0.4

2019-04 2019-10 2020-04 2020-10 2021-04

现货价:多晶组件(275-280/330-335W):USD:平均价

现货价:单晶PERC组件(325-335/395-405W):USD:均价

现货价:单晶PERC组件(355-365/425-435W):USD:均价

现货价:单面单晶PERC组件(182mm-USD):平均价

现货价:单面单晶PERC组件(210mm-USD):平均价

207.90 

51.31 

129.61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018-12 2019-06 2019-12 2020-06 2020-12

光伏经理人指数(SMI):上游制造业

光伏经理人指数(SMI):下游电站

光伏经理人指数(SMI):全行业

44.46 

59.23 

265.60 

311.51 

373.49 

0

100

200

300

400

500

2018-12 2019-06 2019-12 2020-06 2020-12

光伏经理人指数(SMI):EPC
光伏经理人指数(SMI):下游组件
光伏经理人指数(SMI):运营
光伏经理人指数(SMI):设备辅料
光伏经理人指数(SMI):逆变器
光伏经理人指数(SMI):硅料硅片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全球视野 本土智慧 

Page  5 

 风电开发：2021 年初至今招标量及中标量均超 22GW，五大集团领衔后补贴时代招标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初至今风机招标容量超 22GW，五大四小能源集团占比超七成。其中 4-5 月共招标 6.55GW，

大唐集团以 3.02GW 的容量居首，华能集团以 1.39GW 的容量位列其次；除五大四小能源集团外，各地新能源开发

商表现不俗，其中中国电建各地工程公司贡献较多风电机组定向招标，共计 463MW。 

图 11：2021 年 4-5 月各开发商风机招标容量（MW） 

 
资料来源: 采招网、普若泰克、风电之声，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注：该统计为不完全统计，实际招标量以各公司披露值为准 

据不完全统计，年初至今风电项目定标量超过 22GW，其中 4-5 月中标约 7.43GW，期间中标容量前三名的厂商明

阳智能、金风科技、运达股份分别中标 2.67GW、1.74GW、0.69GW。 

图 12：2021 年 4-5 月各风机制造商中标容量（MW） 

 

资料来源: 采招网、中国电力招标网、风电之声，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注：该统计为不完全统计，实际中标量以各公司披露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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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风电：海南重启海上风电，助力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80%以上 

近日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发布海南“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案，明确“十四五”时期，推动实现海南光伏、海

上风电等新增装机 5.2GW，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由 2020 年的 67%提升至 80%以上，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由 2020 年

的 50%提升至 70%以上。 

海南省是岛屿海洋大省，受权管辖的海域面积有 210 多万平方公里，用海面积广阔；风能资源良好，70m 高度平均

风速 6.0-7.5m/s；电力市场消纳条件较好，具备大规模开发利用近海风能资源的条件。按照有关部门 2019 年编制

的《海南省海洋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海南省海上风电规划近海 50m 水深以浅可安排总装机容量为 17.37 GW，

项目直接投资市场空间估算约 3039 亿元。 

价格方面，按照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海南的风

光指导价为 0.4298 元/KWh，与当地燃煤基准价格持平，具备大规模建设并网发电的条件。 

2014 年 9 月，《海南省海上风电规划报告》获国家能源局批复同意，规划装机容量 3.95GW，建成后年发电量预计

为 93 亿 KWh，但后续由于环境保护方面考量，目前海南省仍未有海上风电项目投产发电。近日海南南方电网发布

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案叠加海南自贸港的低税率、简税制建设方案，未来有望吸引风电企业来琼投资建设

整机生产制造基地，以海上风电为重要抓手，打造“风光储”一体化国际自由贸易港。 

 

 投资建议： 

【光伏】建议关注阳光电源、太阳能、中信博、福斯特、海优新材、上能电气；【风电】建议关注海上风电制造各环节龙
头企业：运达股份、明阳智能、日月股份、东方电缆、金风科技。 

 

 风险提示 

政策变动的风险；风电、光伏装机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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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估值（2021.05.26） 
 
公司 公司 投资 收盘价 EPS  PE  PB 

代码 名称 评级  2020 2021E 2022E  2020 2021E 2022E  2020 

002202 金风科技 增持 11.94 0.70 0.84 0.93  17.0 14.1 12.9  1.62 

601615 明阳智能 增持 14.88 0.70 0.92 0.66  21.1 16.1 22.4  2.00 

603218 日月股份 买入 25.57 1.01 1.25 1.58  25.3 20.5 16.2  2.98 

002531 天顺风能 买入 8.35 0.58 0.73 0.96  14.3 11.4 8.7  2.25 

300129 泰胜风能 增持 6.18 0.48 0.35 0.43  12.7 17.4 14.3  1.72 

300569 天能重工 买入 13.54 1.07 1.30 1.51  12.7 10.4 9.0  2.36 

300772 运达股份 买入 16.00 0.59 1.37 1.93  27.2 11.7 8.3  2.86 

603606 东方电缆 买入 20.01 1.36 1.98 2.24  14.8 10.1 8.9  4.33 

601016 节能风电 增持 4.15 0.12 0.17 0.28  33.7 25.1 14.9  2.12 

600406 国电南瑞 买入 29.67 1.05 1.33 1.52  28.3 22.3 19.5  4.02 

603693 江苏新能 买入 13.30 0.25 0.78 0.97  53.5 16.9 13.7  1.77 

300274 阳光电源 买入 87.06 1.34 2.08 2.84  64.9 41.8 30.6  12.13 

300751 迈为股份 买入 325.41 3.83 5.51 7.65  85.1 59.1 42.5  19.21 

000591 太阳能 买入 6.82 0.36 0.48 0.72  19.1 14.2 9.4  1.54 

688408 中信博 增持 120.30 2.10 3.32 5.19  57.2 36.3 23.2  6.58 

603806 福斯特 增持 74.75 1.69 1.78 2.35  44.1 42.1 31.8  7.95 

688680 海优新材 买入 153.02 2.66 4.78 8.94  57.6 32.0 17.1  23.68 

300827 上能电气 买入 54.99 1.06 2.28 3.98  52.1 24.1 13.8  4.77     
数据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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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国信证券-电力设备新能源 5 月投资策略：新能源招标预热，锂电高成长逐步兑现》 ——2021-05-01 

《新能源车三电产业观察系列二：一季度总结：超预期成为主旋律，关注 Q2 多重利好》 ——2021-04-30 

《锂电行业深度系列四：电解液：电解液涨势延续，龙头盈利双驱动》 ——2021-04-16 

《国信证券-新能源及储能产业观察系列之二-：新项目坚持平价导向，玻璃降价利好光伏产业链》 ——2021-04-12 

《国信证券-风电行业快评-美国进入海风元年，30GW 增量启动全球需求共振》 ——2021-04-08 
 

国信证券投资评级 

类别 级别 定义 

股票 

投资评级 

买入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20%之间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卖出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行业 

投资评级 

超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优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中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 ±10%之间 

低配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分析师承诺 

作者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本人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并得出结论，力求客观、公

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特此声明。 

风险提示 

本报告版权归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所有，仅供我公司客户使用。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

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复制或传播。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我公司向

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我公司不保证该资料及信息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我公司于本报告公开发布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我公司可能撰写

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我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我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及资料处于最

新状态；我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

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投资者

应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报告所载内容和信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我公司及雇员对投资者使

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本公司具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

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的相关信息、分析、预测或建议，并直接或间接收取服务费用的活动。 

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

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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