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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持续向前推进，风电“十四五”装机预期提升 

  [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投资观点：新能源汽车方面，车企持续发力。上汽集团首次宣布 2025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超 270 万辆，渗透率不低于 32%。另外小鹏汽车

发布纯电动 P5，价格下探到 20 万以下，搭载的动力电池由宁德时代

配套，包括磷酸铁锂和三元版本。海外市场，福特纯电动皮卡 F-150 

Lightning 开始预生产，目前在手订单已经达到 15 万辆，另外通用汽

车宣布已经解决 Bolt EV 电池生产问题，电池产线重新开始生产。放

眼全球，汽车电动化已经是大势所趋。1-8 月，全国新增风电装机 1463

万千瓦，同比增长 459 万千瓦，陆上抢装结束后风电强劲的生命力

得到佐证，在原材料成本上升叠加招标价格下行背景下，风机龙头

H1 业绩普遍高增，毛利率稳中有升，大型化趋势下，风机单位功率

的重量减小给零部件采购成本带来节约且供应链国产化持续推动降

本。在近日举行的第四届风能开发座谈会上，国家能源局表示将在

“三北”地区优化风电基地化规范化开发，在中东南地区重点推进

风电就地就近开发，特别在广大农村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计划”，同

时在风能资源优质地区有序实施老旧风电场升级改造。需求提振下，

风电中长期装机预期提升，风电板块估值迎修复，建议关注优质风

电零部件企业及整机龙头。 

  

新能源汽车：车企持续发力。上汽集团首次宣布 2025 年新能源汽车

销量目标超 270 万辆，渗透率不低于 32%。另外小鹏汽车发布纯电

动 P5，价格下探到 20 万以下，搭载的动力电池由宁德时代配套，包

括磷酸铁锂和三元版本。海外市场，福特纯电动皮卡 F-150 Lightning

开始预生产，目前在手订单已经达到 15 万辆，另外通用汽车宣布已

经解决 Bolt EV 电池生产问题，电池产线重新开始生产。放眼全球，

汽车电动化已经是大势所趋。建议关注，动力电池：宁德时代、亿

纬锂能、国轩高科、欣旺达；正极：当升科技、容百科技、德方纳

米、中伟股份、格林美等；隔膜：恩捷股份、星源材质、沧州明珠

等；负极：璞泰来、中科电气、翔丰华等；电解液：天赐材料、新

宙邦、多氟多等；辅材：天奈科技、科达利等。 

 

新能源发电：光伏方面，多数硅料厂家先前大多已将九月产量几乎

全数谈定，目前看来由于预期十一节前预期将出现备货潮、加上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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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价格仍在推升，因此预期月底价格仍可能小幅上扬。硅片方面，

两大龙头齐齐涨价，涨幅超过市场预期，尽管其他中型硅片厂家也

欲跟涨，但在电池、组件环节上涨已经有限的情况下，本次新价格

还未被市场所接受，本周还处于博弈阶段，尚未实际落地。目前市

场也担心硅片叠加辅材绵延的涨势将冲击终端组件需求，市场对于

此次涨价因此更显观望。电池片方面，成本预期上升使得电池片厂

家暂缓发货，目前并无太多新签订单，均价与上周水平一致，本周

组件端利润情况在成本上升下雪上加霜，硅料、硅片的再度涨价，

再加之 EVA 陆续传出 20%以上的涨势，让组件的成本压力日益严峻，

对比 7 月组件辅材料成本已上涨每瓦 0.04 元人民币，成本的大幅上

升、EVA 原材料短缺等因素也连带影响组件厂家 10 月开工率恐不如

预期。当前终端接受度明显有限，实际成交订单仍尚未落地。建议

关注组件一体化公司：隆基股份、晶澳科技等，硅料：通威股份等，

硅片：中环股份、京运通、上机数控等，逆变器：阳光电源等，光

伏玻璃：福莱特等，胶膜：福斯特、海优新材等。1-8 月，全国新增

风电装机 1463 万千瓦，同比增长 459 万千瓦，陆上抢装结束后风电

强劲的生命力得到佐证，在原材料成本上升叠加招标价格下行背景

下，风机龙头 H1 业绩普遍高增，毛利率稳中有升，大型化趋势下，

风机单位功率的重量减小给零部件采购成本带来节约且供应链国产

化持续推动降本。在近日举行的第四届风能开发座谈会上，国家能

源局表示将在“三北”地区优化风电基地化规范化开发，在中东南

地区重点推进风电就地就近开发，特别在广大农村实施“千乡万村

驭风计划”，同时在风能资源优质地区有序实施老旧风电场升级改

造。需求提振下，风电中长期装机预期提升，风电板块估值迎修复，

建议关注优质风电零部件企业及整机龙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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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东方电缆、

金雷股份、禾望电气。 

 

工控储能：8 月制造业 PM 为 I 为 50.1%，低于上月 0.3 个百分点，

制造业扩张力度有所减弱。主要受到国内局地疫情和洪涝灾害的影

响，但也需要关注海外新冠疫情影响上升和国内经济持续恢复的情

况下，供给端复苏可能已经接近均衡。8月新订单与新出口订单之差

录得 2.9%，反映内需较外需更为强劲。工业机器人 6月产量达到 3.64

万台，同比增长 60.7%，增幅扩大，环比 5 月份增长 20%，1-6 月累

计同比增长 69.8%，工业机器人持续保持高增长，订单较为火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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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日，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鼓励发电企业自建储

能或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为鼓励发电企业市场化参与调峰资源

建设，超过电网企业保障性并网以外的规模初期按照功率 15%的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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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时长 4小时以上）配建调峰能力，按照 20%以上挂钩比例进行

配建的优先并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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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大盘震荡下行，沪深300下跌3.14%，上证综指下跌2.41%，深圳综指下跌2.24%。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各细分板块表现分化。需求预期提振下，风电板块逆势大涨19.2%，

光伏、工控、新能源车板块跌幅居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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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负极材料板块表现最好，周涨幅19.2%。四大材料中，

隔膜板块也表现相对较好，周涨幅10.2%。上游原材料中，碳酸锂板块下跌10.6%，钴

板块下跌7.2%。充电桩和碳酸锂板块表现居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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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车方面，车企持续发力。上汽集团首次宣布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超270

万辆，渗透率不低于32%。另外小鹏汽车发布纯电动P5，价格下探到20万以下，搭载

的动力电池由宁德时代配套，包括磷酸铁锂和三元版本。海外市场，福特纯电动皮卡

F-150 Lightning开始预生产，目前在手订单已经达到15万辆，另外通用汽车宣布已经解

决Bolt EV电池生产问题，电池产线重新开始生产。放眼全球，汽车电动化已经是大势

所趋。建议关注，动力电池：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国轩高科、欣旺达；正极：当升

科技、容百科技、德方纳米、中伟股份、格林美等；隔膜：恩捷股份、星源材质、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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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明珠等；负极：璞泰来、中科电气、翔丰华等；电解液：天赐材料、新宙邦、多氟

多等；辅材：天奈科技、科达利等。 

 

(二) 新能源发电： 

光伏方面， 多数硅料厂家先前大多已将九月产量几乎全数谈定，目前看来由于预

期十一节前预期将出现备货潮、加上硅片价格仍在推升，因此预期月底价格仍可能小

幅上扬。硅片方面，两大龙头齐齐涨价，涨幅超过市场预期，尽管其他中型硅片厂家

也欲跟涨，但在电池、组件环节上涨已经有限的情况下，本次新价格还未被市场所接

受，本周还处于博弈阶段，尚未实际落地。目前市场也担心硅片叠加辅材绵延的涨势

将冲击终端组件需求，市场对于此次涨价因此更显观望。电池片方面，成本预期上升

使得电池片厂家暂缓发货，目前并无太多新签订单，均价与上周水平一致，本周组件

端利润情况在成本上升下雪上加霜，硅料、硅片的再度涨价，再加之EVA陆续传出20%

以上的涨势，让组件的成本压力日益严峻，对比7月组件辅材料成本已上涨每瓦0.04元

人民币，成本的大幅上升、EVA原材料短缺等因素也连带影响组件厂家10月开工率恐

不如预期。当前终端接受度明显有限，实际成交订单仍尚未落地。建议关注组件一体

化公司：隆基股份、晶澳科技等，硅料：通威股份等，硅片：中环股份、京运通、上

机数控等，逆变器：阳光电源等，光伏玻璃：福莱特等，胶膜：福斯特、海优新材等。 

1-8月，全国新增风电装机1463万千瓦，同比增长459万千瓦，截至8月底，风电

装机容量约3.0亿千瓦，同比增长33.8%。陆上抢装结束后风电强劲的生命力得到佐证，

在原材料成本上升叠加招标价格下行背景下，风机龙头H1业绩普遍高增，毛利率稳中

有升，大型化趋势下，风机单位功率的重量减小给零部件采购成本带来节约且供应链

国产化持续推动降本。在近日举行的第四届风能开发座谈会上，国家能源局方面表示，

下一步将在“三北”地区优化风电基地化规范化开发，在中东南地区重点推进风电就

地就近开发，特别在广大农村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计划”，同时在风能资源优质地区

有序实施老旧风电场升级改造。需求提振下，风电中长期装机预期提升，板块估值迎

修复，建议关注优质风电零部件企业及整机龙头。关注标的：明阳智能、中材科技、

东方电缆、金雷股份、禾望电气。 

 

(三) 工控储能： 

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制造业PMI为50.1%，仍位于荣枯线以上，低于上月0.3个百分

点，制造业扩张力度有所减弱。主要受到国内局地疫情和洪涝灾害的影响，但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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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外新冠疫情影响上升和国内经济持续恢复的情况下，供给端复苏可能已经接近

均衡。8月新订单与新出口订单之差录得2.9%，反映内需较外需更为强劲。工业机器人

6月产量达到3.64万台，同比增长60.7%，增幅扩大，环比5月份增长20%，1-6月累计同

比增长69.8%，工业机器人持续保持高增长，订单较为火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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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

电价机制的通知》，各地需在保持电价总水平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

制，引导用户削峰填谷，保障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分时电价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峰

谷电价价差原则上不低于 3:1，部分地区， 价差不低于 4:1，用户侧储能或迎加速。

8月10日，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

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鼓励发电企业自建储能或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为鼓励

发电企业市场化参与调峰资源建设，超过电网企业保障性并网以外的规模初期按照功

率15%的挂钩比例（时长4小时以上）配建调峰能力，按照20%以上挂钩比例进行配建的

优先并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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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电解钴价格37.5万元/吨；硫酸钴价格7.85万元/吨。 

锂：本周碳酸锂价格上涨11.3%，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为13.8万元/吨；氢氧化锂价

格上涨9.4%，报价13.9万元/吨。 

镍：硫酸镍价格下跌0.6%，报价3.9万元/吨。 

锰：锰资源价格下跌4.7%，电解锰价格3.06万元/吨。 

正极： 523三元正极材料18.65万元/吨，价格上涨2.2%。磷酸铁锂正极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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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氟磷酸锂价格上涨2.3%，报价44万元/吨。电解液价格上涨3.2%，价格

9.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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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硅料厂家先前大多已将九月产量几乎全数谈定，本周市场上仅有少数急单、

散单签订，散单成交价格陆续靠拢每公斤 215 元人民币上下。也由于硅料企业几乎已

无余量可售，后续将在月底才会出现较明显波动。目前看来由于预期十一节前预期将

出现备货潮、加上硅片价格仍在推升，因此预期月底价格仍可能小幅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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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片价格： 

9 月 14 日单晶硅片龙头厂家隆基公告价格的大幅调涨超过市场预期，170μm 厚

度 G1、M6、M10 价格来到每片 5.24、5.34、6.41 元人民币，0.717、0.731、0.877 元

美金。对比上期价格 G1、M6 每片上涨 0.25 元人民币、M10 上涨 0.3 元人民币，涨幅

约 5%。 

尽管其他中型硅片厂家也欲跟涨，但在电池、组件环节上涨已经有限的情况下，

本次隆基的新价格还未被市场所接受，本周还处于博弈阶段，尚未实际落地。目前市

场也担心硅片叠加辅材绵延的涨势将冲击终端组件需求，市场对于此次涨价因此更显

观望。 

多晶部分，上周开始先前过快的涨势出现反转，不仅电池片采购量出现下修，多

晶硅片需求也开始走弱，国内实际成交价小幅回跌至每片 2.25-2.35 元人民币之间。海

外市场则尚未出现变化。然而，在硅料缓涨态势尚未停歇、且单晶硅片报价大幅上涨

的情况下，多晶硅片厂家也在观望价格是否有止跌回升的机会，近期市场价格较为混

乱。 

电池片价格： 

本周硅片龙头厂家公告调整硅片定价，M6 上扬每片 0.25 元、M10 上扬每片 0.3

元，对应电池片成本上涨每瓦 0.04 元人民币。成本预期上升使得电池片厂家暂缓发货，

目前并无太多新签订单，截至本周三整体均价单晶电池片均价与上周水平一致，158.75

价格区间维稳每瓦 1.08-1.15 元人民币、166 价格每瓦 1.04-1.06 元人民币、182 价格每

瓦 1.04-1.065 人民币、210 价格则落在每瓦 1-1.04 元人民币。 

当前电池片厂家正在商谈报价上调、预期整体上调每瓦 0.02-0.04 元人民币不等，

上涨幅度来看主要反映硅片上涨，目前了解各家电池厂报价较为分散 M6 规格每瓦

1.07-1.09 元人民币、M10 每瓦 1.09-1.1 元人民币都有听闻。然而在电池片价格来到 1.05

后，可以发现垂直整合厂家普遍不买单，仅有部分中小组件厂家采购，后续预期电池

片跟涨力道有限，10 月有机会出现减产。 

本周多晶电池片价格持稳在每片 3.8-3.9 元人民币，低价略为回升。上游多晶硅片

采购不易的情况下，后续价格保守看待。 

组件价格： 

本周组件端利润情况在成本上升下雪上加霜，硅料、硅片的再度涨价，再加之 EVA

陆续传出 20%以上的涨势，让组件的成本压力日益严峻，对比 7 月组件辅材料成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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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每瓦 0.04 元人民币，成本的大幅上升、EVA 原材料短缺等因素也连带影响组件厂

家 10 月开工率恐不如预期。 

组件价格涨势有限，9 月初仅略微调整 M6 单玻组件约每瓦 1.75-1.8 元人民币，

500W+单玻组件报价约落在每瓦 1.8-1.83 元人民币；海外组件价格暂时稳定在当前水

位，当前 M6 组件均价约每瓦 0.23-0.242 元美金、M10 组件均价约每瓦 0.24-0.245 元

美金。当前终端接受度明显有限，实际成交订单仍尚未落地。 

 

图表6：多晶硅料价格走势  图表7：硅片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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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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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月份，全国电网工程完成投资2029亿,同比下降1.2%;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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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投资2227亿元,同比增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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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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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