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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在风电市场的应用前景展望 
——基础化工行业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  

碳纤维在风电领域需求前景广阔，从全球范围看，2020 年全球碳纤维需求

达到 10.69万吨，其中风电叶片领域占比高达 29%，需求量达到 3.06万吨，

同比增长 20%。而国内该领域的碳纤维需求高达 2万吨，占国内需求总量的

41%，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碳纤维应用领域。 

 碳纤维风电叶片的优势显著：首先，碳纤维可以满足叶片大型化、轻量化的

要求。过去风机功率偏小，叶片较短，使用的传统材料就是玻璃纤维，但是

当风机功率大到一定程度，玻璃纤维就满足不了更长叶片的力学要求。而碳

纤维在满足刚度和强度的前提下，避免叶片在风载作用下发生较大变形。此

外，碳纤维或碳纤/玻纤混合材料制造的风电叶片具有成本优势。根据测算，

40 米以上的风电叶片中关键结构如梁帽、主梁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一方面

可使叶片自重减少 38%，成本降低 14%，相比传统叶片优势明显。 

 碳纤维在风电领域空间巨大：一方面，受益于政策和补贴优势，海上风电发

展带来的新增需求巨大。根据各省市已批复的海上风电发展规划测算，2021

年预期新增装机容量 5.7GW，到 2025 年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超过

30GW。而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数据，预计在未来五年会有 50GW 的新增装机。

另一方面，全球风电巨头维斯塔斯（Vestas）用碳梁生产叶片的专利有望在

2022 年 7 月过保护期，届时其他风电叶片厂商将推出应用碳梁的风电叶片

产品，碳纤维在风电叶片的渗透有望加速。 

 投资策略：在碳中和的背景之下，风电市场已经成为碳纤维最主要的应用领

域。而随着海上风电的兴起以及维斯塔斯（Vestas）碳纤维专利的到期，未

来 5年碳纤维在风电叶片领域的增长空间仍然巨大，建议关注在相关领域率

先布局并具备一定技术壁垒的光威复材、中材科技等龙头企业。 

 

市场回顾： 

 板块表现：本周中信基础化工板块上涨 0.89%，上证综合指数成份上涨

1.29%，同期上证综合指数相比，基础化工板块落后 0.4 个百分点。子板块

方面，本周基础化工子板块以上涨为主，其中橡胶助剂、氯碱、改性塑料、

磷肥及磷化工、复合肥等子板块涨幅居前；有机硅、氨纶、碳纤维、合成树

脂、其他塑料制品等子板块跌幅居前 

 个股涨跌幅：本周基础化工板块领涨个股包括华塑股份、红星发展、*ST 南

化、ST 红太阳、汇得科技等；领跌个股包括江山股份、晨化股份、晨光新

材、镇洋发展、国发股份等。 

 

风险提示：国际油价波动的风险，全球疫情反复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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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碳纤维在风电市场的应用前景展望 

碳纤维在风电领域需求前景广阔，从全球范围看，2020 年全球碳纤维需求达到

10.69 万吨，其中风电叶片领域占比高达 29%，需求量达到 3.06 万吨，同比增长

20%。近两年，随着国际风电叶片代工逐渐由欧洲转向国内，导致国内该领域的碳

纤维需求由 2019 年的 1.38 万吨增长至 2020 年 2 万吨，占国内需求总量的 41%，

增幅达 45%，风电市场成为国内最大的碳纤维应用领域。 

图1：2020 年国内碳纤维下游需求分布（%） 

 

资料来源：赛奥碳纤维，前瞻产业研究院，申港证券研究所 

相比传统材质叶片，碳纤维风电叶片领域具有以下优势： 

1）碳纤维可以满足叶片大型化、轻量化的要求。过去风机功率偏小，叶片较短，使

用的传统材料就是玻璃纤维，但是玻纤性能有局限，当风机功率大到一定程度，玻

璃纤维就满足不了更长叶片的力学要求。近年来，在海上风机的需求带动下，全球

风机呈现出大型化的趋势。一方面，海上风机大型化可以降低基座以及海缆等其他

配套设备数量，进而摊薄风机制造、建设安装以及后期维护成本，另一方面，更高

容量的海上风机往往使用更加先进的设备，发电效率相对较高。根据国际可再生能

源署发布的数据，在 2000 年至 2019 年期间，全球海上风机平均单机功率已从 1.6

兆瓦提升至 6.5 兆瓦，而更高的单机功率意味着风机将有较高的塔筒高度以及更长

的叶片，当前风轮直径已突破 120m，叶片重量达 18 吨，碳纤维在满足刚度和强度

的前提下，相比玻璃钢叶片质量轻 30%以上，因此在超大型风电机组叶片制造中，

必须使用高性能碳纤维，从而在确保结构强度的同时避免叶片在风载作用下发生较

大变形。 

2)  碳纤维或碳纤/玻纤混合材料制造的风电叶片具有成本优势。根据测算，40 米

以上的风电叶片中关键结构如梁帽、主梁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一方面可使叶片自重

减少 38%，成本降低 14%。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碳纤维的需求，并且随着碳

纤维成本的降低，风电叶片碳纤维需求量有望继续增加。 

碳纤维在风电叶片领域的增长空间巨大，未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海上风电发展带来的新增需求 

风电叶片, 

40.9%

体育休闲, 

29.9%

碳碳复材, 

6.10%

建筑补强, 

4.50%

压力容器, 

4.10%
其他,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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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2011 年发布的《中国风电发展路线图 2050》，提出到

2020 年、2030 年和 2050 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2 亿、4 亿和 10 亿千

瓦。另外，在未来风电布局方面，2020 年前，以陆上风电为主，同时开展海上风电

示范；2021-2030 年，陆上、近海风电并重发展，并开展远海风电示范；2031-2050

年，实现在东中西部陆上风电和近远海风电的全面发展。 

从补贴政策来看，2021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

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833 号），2021 年起，新备案的陆上风电

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贴，实行平价上网；新核准（备案）的海上风电项目，上网电

价由当地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具备条件的可通过竞争性配置方式形成，上网电

价高于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的，基准价以内的部分由电网企业结算。除了国家政策

的支持以外，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省市也陆续出台了针对海上风电出台的补贴

政策，比如 2021 年 6 月，广东省发布《促进海上风电有序开发和相关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实施方案》（粤府办〔2021〕18 号），补贴标准为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全容量并网项目每千瓦分别补贴 1,500 元、1,000 元、500 元，补贴资金由省财

政设立海上风电补贴专项资金解决。  

考虑到国内部分地区陆上风电成本已下降至与水电价格基本接近的水平，部分地区

的成本已与煤电成本接近，因此平价上网的政策影响有限，在“抢装潮”过后陆上

风电建设有望趋稳。而海上风电由于起步较晚、技术难度较高、投资成本较大，目

前度电成本与煤电仍有一定差距，沿海各省的补贴政策可以在短期内解决海上风电

电度成本较高、投资积极性下降等问题，确保行业得以稳定发展。中长期来看，随

着技术成熟以及产业链完善，国内的海上风电成本有望明显下滑，逐步实现平价上

网的目标。具体可以参考欧洲的情况，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的统计数据，

欧洲地区海上风电度电成本从 2012 年起已下降约 67.50%，其中德国海上风电招

标电价自 2017 年起实现零补贴，而英国海上风电招标电价更是降至 0.35 元/千瓦

时，有力的带动了海上风电的发展。 

受益于以上优势，未来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增速将明显高于陆上风电。根据国网能

源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能源发电分析报告 2019》预测，“十四五”期间海上风电

发展将进一步提速，根据江苏、广东、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市已批复的海上风电

发展规划测算，上述省份 2021 年预期新增装机容量 5.7GW，2022-2025 年期间平

均新增装机容量接近5.9GW，到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将超过 30GW。

而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数据，2020 年，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 35.3GW，其

中新增装机容量6.1GW，占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7%，预计在未来五年会有50GW

的新增装机。 

2）专利到期推动碳纤维风电叶片渗透率提升 

全球风电巨头维斯塔斯（Vestas）在 2002 年 7 月分别向中国/丹麦等国家知识产权

局、欧洲专利局、世界知识产权局等国际性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以碳纤维条带为主要

材料的风力涡轮叶片的相关专利，专利权利要求包含了制造预先预制的条带的方法

和制造风力涡轮机叶片的方法，这也意味着用碳梁生产叶片涉及专利，限制了其他

厂家用碳梁生产风电叶片，但是该专利有望在 2022 年 7 月过保护期，届时其他风

电叶片厂商将推出应用碳梁的风电叶片产品，碳纤维在风电叶片的渗透有望加速。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的统计，2001 年至 2020 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从 23.9GW



化工行业研究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5 / 11 证券研究报告 

增至 742.7GW，年复合增长率为 19.83%，未来五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将超过

350GW。预计 2025 年全球风电设备对碳纤维的需求将达到 9.34 万吨，复合年化

增长率为 25%。 

图2：全球风电叶片碳纤维需求（吨） 

 

资料来源：赛奥碳纤维，申港证券研究所 

综合来看，在碳中和的背景之下，风电市场已经成为碳纤维最主要的应用领域。而

随着海上风电的兴起以及维斯塔斯（Vestas）碳纤维专利的到期，未来 5 年碳纤维

在风电叶片领域的增长空间仍然巨大，建议关注在相关领域率先布局并具备一定技

术壁垒的光威复材、中材科技等龙头企业。 

2. 化工板块股票市场行情 

2.1 板块表现 

本周中信基础化工板块上涨 0.89%，上证综合指数成份上涨 1.29%，同期上证综合

指数相比，基础化工板块落后 0.4 个百分点。 

子板块方面，本周基础化工子板块以上涨为主，其中橡胶助剂、氯碱、改性塑料、

磷肥及磷化工、复合肥等子板块涨幅居前；有机硅、氨纶、碳纤维、合成树脂、其

他塑料制品等子板块跌幅居前。 

图3：基础化工子行业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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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股涨跌幅 

本周基础化工板块领涨个股包括华塑股份、红星发展、*ST 南化、ST 红太阳、汇得

科技等；领跌个股包括江山股份、晨化股份、晨光新材、镇洋发展、国发股份等。 

表1：本周基础化工行业个股涨跌幅（%）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幅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跌幅 

1 600935.SH 华塑股份 61.2 263 600389.SH 江山股份 -23.81 

2 600367.SH 红星发展 23.77 186 300610.SZ 晨化股份 -18.62 

3 600301.SH *ST 南化 19.79 371 605399.SH 晨光新材 -18.19 

4 000525.SZ ST 红太阳 19.62 317 603213.SH 镇洋发展 -16.24 

5 603192.SH 汇得科技 18.5 273 600538.SH 国发股份 -14.03 

6 002584.SZ 西陇科学 18.17 351 603928.SH 兴业股份 -13.46 

7 600078.SH *ST 澄星 18.16 167 300437.SZ 清水源 -12.92 

8 002886.SZ 沃特股份 17.98 235 301118.SZ 恒光股份 -12.27 

9 603970.SH 中农立华 17.75 221 300980.SZ 祥源新材 -12.11 

10 002549.SZ 凯美特气 16 234 301092.SZ 争光股份 -11.43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 重点化工产品价格及价差走势 

3.1 聚氨酯系列产品 

图4：纯 MDI 价格走势（元/吨）  图5：聚合 MDI 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2 PTA-POY 产业链 

图6：PTA 价格走势（元/吨）  图7：POY 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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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3 氯碱（PVC/烧碱） 

图8：电石法 PVC 价格走势（元/吨）  图9：乙烯法 PVC 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4 化肥 

图10：尿素价格走势（元/吨）  图11：复合肥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5 橡胶 

图12：天然橡胶（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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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6 纯碱 

图13：轻质纯碱价格走势（元/吨）  图14：重质纯碱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7 钛白粉 

图15：钛白粉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8 其他产品 

图16：甲醇价格走势（元/吨）  图17：醋酸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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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8：烧碱价格走势（元/吨）  图19：液氯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国际油价波动的风险，全球疫情反复的风险，贸易政策变化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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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人独立研究成果，引

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和授意。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

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均不构成对任何机构

和个人的投资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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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者在决

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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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撰写，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是具有合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机

构。本报告中所引用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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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申港证券行业评级体系：增持、中性、减持 

增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减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申港证券公司评级体系：买入、增持、中性、减持 

买入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增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减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