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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程及服务Ⅱ(申万) 沪深300

点评： 

 事件：中共中央及国务院联合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

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意见》明确了中国“双碳”主要目标：（1）到2025年，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2）到2030年，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

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3）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80%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 

 大力发展新能源。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

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加快建

设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建议关注一体化厂商晶澳科技、

光伏玻璃龙头福莱特、胶膜龙头福斯特、新能源运营商太

阳能、节能风电。 

 快速推进分布式储能、“光伏+储能”等模式。到2025年，

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建议关注阳光电

源、锦浪科技、固德威。 

 提升屋顶光伏覆盖率。对比此前发布的《关于报送整县

（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各类

屋顶光伏覆盖率目标比例进一步提升至50%。建议关注整

县推进分布式光伏企业晶科科技和正泰电器。 

 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到2025年，9种主要再生资源循环

利用量达到4.5亿吨，到2030年达到5.1亿吨。建议关注运

营占比提升，资源化业务快速增长的高能环境、危废龙头

浙富控股。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治

理；到2025年，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提升至60%左右。

到2030年，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提升至65%。建议关

注：布局大固废，处于垃圾焚烧发电投产期的瀚蓝环境、

再生塑料龙头英科再生。 

 风险提示。政府政策推进不达预期，公司业绩不达预期，

市场恶性竞争，国内外二级市场系统性风险，国内外疫情

超预期恶化风险，国内外经济复苏低于预期。 

2021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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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10月25日，中共中央及国务院联合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碳达峰碳

中和“1+N”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文件“1”正式发布。10月26日，《2030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出台，作为“N”中的首要文件，进一步细化碳达峰目

标相关任务，提出“碳达峰十大行动”。 

解读如下： 

《意见》明确了中国“双碳”主要目标：（1）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

比重达到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

坚实基础。（2）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风电、

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

（3）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

现。 

《行动方案》提出将重点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节能降碳增效行

动、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

动、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碳汇能力巩固提

升行动、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等“碳达峰十大

行动”。 

大力发展新能源。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

瓦以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加快建设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截

至2020年，国内光伏、风电累计装机规模约为530GW，2020年新增规模为

120GW，预计未来5年光伏+风电年均新增装机至少120GW。由于今年原材

料价格暴涨，光伏组件盈利能力较弱，明年原料供给逐步充裕，价格下

降，利润有望向光伏下游传导。建议关注一体化厂商晶澳科技、光伏玻

璃龙头福莱特、胶膜龙头福斯特、新能源运营商太阳能、节能风电。 

快速推进分布式储能、“光伏+储能”等模式。到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容

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由于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电力间歇性较强，储

能可以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性，伴随新能源发电比例提升，未来5年储能

行业增速较快，市场空间广阔。目前，逆变器龙头积极布局储能行业，

凭借自身电力电子转换技术和销售渠道优势，有望抢占先机，建议关注

阳光电源、锦浪科技、固德威。 



 

                                                                         行业重大事件点评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                                                                             2of 6 

提升屋顶光伏覆盖率。建设集光伏发电、储能、直流配电、柔性用电于

一体的“光储直柔”建筑；到2025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8%，

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50%。对比此前发

布的《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

各类屋顶光伏覆盖率目标比例进一步提升至50%。建议关注整县推进分

布式光伏企业晶科科技和正泰电器。 

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推行“互联网+”回收模式，实现再生资源应收尽

收；推进退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电机组叶片等新兴产业废物循环

利用；到2025年，废钢铁、废铜、废铝、废铅、废锌、废纸、废塑料、

废橡胶、废玻璃等9种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4.5亿吨，到2030年

达到5.1亿吨。根据2021年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到 2025 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 5 万亿元，市场发展较大。其

中危废资源化的再生金属利用具有明显的减污降碳作用，符合双碳需求，

建议关注运营占比提升，资源化业务快速增长的高能环境、危废龙头浙

富控股。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推进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降低填埋比例。到2025年，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提

升至60%左右。到2030年，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提升至65%。建议关

注：布局大固废，处于垃圾焚烧发电投产期的瀚蓝环境、再生塑料龙头

英科再生。 

表 1：重点公司盈利预测* 

公司名称 11 月 10 日收盘价

（元） 

EPS（元） PE（倍） 

2020A 2021E 2022E 2020A 2021E 2022E 

晶澳科技 91.67 0.94 1.23 2.10 43.12 74.53 43.65 

福莱特 46.53 0.80 1.09 1.48 50.00 42.69 31.44 

福斯特 133.10 2.03 2.04 2.54 41.99 65.25 52.40 

太阳能 9.60 0.34 0.41 0.59 21.27 23.41 16.27 

节能风电 6.58 0.12 0.21 0.28 27.68 31.33 23.50 

阳光电源 158.90 1.34 1.88 2.70 53.90 84.52 58.85 

锦浪科技 236.55 2.18 2.30 3.61 68.23 102.85 65.53 

固德威 449.50 2.96 4.60 7.25 80.43 97.72 62.00 

晶科科技 9.10 0.17 0.18 0.26 42.20 50.55 35.00 

正泰电器 54.00 2.99 2.06 2.54 13.10 26.21 21.26 

高能环境 14.87 0.68 0.70 0.91 20.64 21.24 16.34 

浙富控股 6.34 0.25 0.44 0.50 17.74 14.41 12.68 

瀚蓝环境 21.60 1.38 1.58 1.93 17.99 13.67 11.19 

英科再生 87.95 - 1.90 2.64 - 46.29 33.31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2020年指标是以2020年12月31日价格计算，2021-2022年预测值系WIND 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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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十大行动 

十大行动 行业细分 具体内容 

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

行动 

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 积极推进供热改造，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

电源并重转型；新建通道可再生能源电量比例原则上不低

于50%；推动重点用煤行业减煤限煤；大力推动煤炭清洁利

用。 
大力发展新能源 全面推进风电、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坚

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加快建设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

完善海上风电产业链；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发电、生物质

能清洁供暖和生物天然气。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

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 

因地制宜开发水电 “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分别新增水电装机容量4000万千

瓦左右，西南地区以水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基本建立。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有序发展核电，保持平稳建设节奏。 

合理调控油气消费 大力推动天然气与多种能源融合发展，支持车船使用液化

天然气作为燃料。 
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 到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

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左右，省级电网

基本具备5%以上的尖峰负荷响应能力。 
节能降碳

增效行动 

全面提升节能管理能力 推行用能预算管理，完善重点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实施节能降碳重点工程 推动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等行业开展节

能降碳改造。 
推进重点用能设备节能增效 以电机、风机、泵、压缩机、变压器、换热器、工业锅炉等

设备为重点，全面提升能效标准。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节能降碳 采用直流供电、分布式储能、“光伏+储能”等模式，探索多

样化能源供应。 
工业领域

碳达峰行

动 

推动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比重。 

推动钢铁行业碳达峰 严禁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重

点，继续压减钢铁产能；提升废钢资源回收利用水平。 
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 严控新增产能；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完善废弃有

色金属资源回收、分选和加工网络。 
推动建材行业碳达峰 鼓励建材企业使用粉煤灰、工业废渣、尾矿渣等作为原料

或水泥混合材；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和应用推广。 
推动石化化工行业碳达峰 到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以内，主

要产品产能利用率提升至80%以上。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对产能已饱和行业，按照“减量替代”原则压减产能；对未饱

和行业，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提高准入门槛；对能耗量较大

的新兴产业，支持引导企业提高能效水平。 
城乡建设

碳达峰行

动 

推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建材循环利用。 

加快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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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优化建筑用能结构 建设集光伏发电、储能、直流配电、柔性用电于一体的“光

储直柔”建筑；到2025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

8%，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

到50%。 
推进农村建设和用能低碳转型 加强农村电网建设，提升农村用能电气化水平。 

交通运输

绿色低碳

行动 

推动运输工具装备低碳转型 到2030年，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的交通工具比

例达到40%左右。 
构建绿色高效交通运输体系 到2030年，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绿色出行比例不

低于70%。 
加快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有序推进充电桩、配套电网、加注（气）站、加氢站等基础

设施建设；到2030年，民用运输机场场内车辆装备等力争

全面实现电动化。 
循环经济

助力降碳

行动 

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 促进废物综合利用；到2030年，省级以上重点产业园区全

部实施循环化改造。 
加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 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到2030年，

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 
健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推行“互联网+”回收模式，实现再生资源应收尽收；推进退

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电机组叶片等新兴产业废物循

环利用；到2025年，废钢铁、废铜、废铝、废铅、废锌、废

纸、废塑料、废橡胶、废玻璃等9种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

量达到4.5亿吨，到2030年达到5.1亿吨。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 

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降低

填埋比例；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到2025年，生活垃圾资源

化利用比例提升至60%左右。到2030年，生活垃圾资源化利

用比例提升至65%。 
绿色低碳

科技创新

行动 

完善创新体制机制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等重点专项。 
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 深化产教融合，鼓励校企联合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组建碳达峰碳中和产教融合发展联盟。 
强化应用基础研究 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前沿科技项目。 

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

应用 

加快氢能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探索在工业、交通运输、建

筑等领域规模化应用。 
碳汇能力

巩固提升

行动 

巩固生态系统固碳作用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控生态空间占用。 

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达到

190亿立方米。 
加强生态系统碳汇基础支撑 建立生态系统碳汇监测核算体系。 

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推进农光互补、“光伏+设施农业”、“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等

低碳农业模式。 
绿色低碳

全民行动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提升绿色产品在政府采购中的比例。 

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重点领域国有企业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强化领导干部培训 各级党校要把碳中和相关内容列入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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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各地区梯

次有序碳

达峰行动 

科学合理确定有序达峰目标 碳排放已稳定地区要巩固减排成果；产业结构偏重、能源

结构偏煤的地区和资源型地区逐步实现碳排放增长与经济

增长脱钩。 
因地制宜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从实际出发推进本地区绿色低碳发展。 

上下联动制定地方达峰方案 避免“一刀切”限电限产或运动式“减碳”。 

组织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 加大中央对地方推进碳达峰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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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承诺 
 

梁晨，环保新能源行业研究员，2011年毕业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硕士，2011年至今就职于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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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承诺。 

国开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短期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20%以上； 

推荐：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20%之间； 

中性：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回避：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长期股票投资评级 

A：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涨幅在20%以上； 

B：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涨跌幅在20%以内； 

C：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跌幅在20%以上。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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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本报告所载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不构成所涉及证券

的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

特定状况。本文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本公司及分析师均不会承担因使用报告而产生

的任何法律责任。客户（投资者）必须自主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

表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国开证券”，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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