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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本周观点 

新能源汽车：技术快速迭代，需求回暖+产业链降价，中游动力电池厂商盈利修复。1）

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办，宁德曾毓群表示创新引领 TWh 时代，容百科技白厚善

表示高镍化是未来车用电池方向。2）需求向好：2022 年上半年我国动力电池装机量约

100.24GWh，同比+116%。新能源汽车和电池交付情况持续向好，锂电产业链降价，中

游电池厂商盈利继续修复。重点关注中游动力电池和供不应求的负极环节。 

光伏：硅料产能有序释放+组件价格接近终端可接受上限，行业再平衡后出货有望提速。

硅料产能短期受限检修等因素，释放速度低于预期，推动硅料价格持续上涨。8 月份随

着新疆协鑫检修结束复产释放量和乐山协鑫、包头新特、内蒙古通威二期等扩产释放量，

国内多晶硅供应短缺情况将有所缓解。随着组件价格逐步触碰终端可接受价格上限，硅

料价格有望加速见顶，行业再平衡发生后行业出货有望提速。 

风电：成本端+交付端双端改善，零部件将迎盈利拐点。大型化进程加速，2022 年整机

厂商部分订单重新议价，主机厂商经济性增强；下半年全国风电并网建设有望较上半年

提速，带动整体需求增长，抢装有望带来部分上游零部件供需错配，零部件企业盈利能

力改善；7 月风电原材料价格持续回落，在保供稳价情形下零部件企业有望迎盈利拐点。 

电网设备：新能源推动特高压发展，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是特高压的集中核准时

期。“十四五”电网投资加码，两网合计投资近 3 万亿元，年均 5800 亿元，再创新高。

一方面新能源推动特高压发展，另一方面新型电力衍生配网智能化建设需求。 

 投资建议 

新能源汽车：建议关注 1）一条主线：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标的：宁德时代、比亚迪、亿

纬锂能、蔚蓝锂芯、容百科技、当升科技、恩捷股份、中伟股份、格林美、星源材质、

天赐材料、新宙邦、宏发股份、卧龙电驱等。2）两条支线：供给紧张的负极龙头：璞

泰来、杉杉股份、贝特瑞、中科电气、福鞍股份等。受益储能爆发的：德方纳米、永福

股份、星云股份。 

光伏：建议关注 1）低估值补涨的：TCL 中环、通威股份、大全能源、特变电工、协鑫

科技。2）受益原材料供给瓶颈的辅材：禾望电气、海优新材、福斯特、福莱特、阳光

电源、锦浪科技、固德威、德业股份、禾迈股份、昱能股份。3）全球竞争力的组件企

业：隆基绿能、天合光能、晶澳科技、晶科能源、东方日升。4）其他：金博股份、爱

旭股份、芯能科技、正泰电器等。 

风电：建议关注 1）受益国产替代：新强联、恒润股份；2）盈利改善的全球竞争力零

部件龙头：金雷股份、日月股份、禾望电气、中材科技、天顺风能、泰胜风能、大金重

工；3）成长确定性海风：东方电缆、中天科技。4）大型化领先的风机厂商：金风科技、

明阳智能、运达股份等。 

电网设备：建议关注 1）特高压：国电南瑞、许继电气、特变电工；2）配网智能化：

亿嘉和、宏力达、杭州柯林、智洋创新；3）受益电表替换周期的：海兴电力、炬华科

技等。 

 风险提示 

原材料波动风险；海外政策变化的风险；疫情影响产业链复工复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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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观点与投资意见 

1.1. 新能源汽车 

观点：技术快速迭代，需求回暖+产业链降价，中游动力电池厂商盈利修复。1）技

术加快迭代：钠离子电池、磷酸锰铁锂、麒麟电池等技术加快迭代促进行业发展。2022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省宜宾市召开，国家工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云明提出要在

五个方面促进动力电池高质量发展：1）加强关键技术创新；2）提升安全管理水平；3）

强化关键资源保障；4）健全回收利用体系；5）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宁德时代董事长曾

毓群发布：创新引领 TWh 时代的讲话，并表示锂矿资源储备充足，真正的挑战在于技术

创新及大规模交付能力以及服务力。宁德时代不断突破钠离子电池、M3P 材料体系创新

以及 CTP 结构创新等，有望通过创新引领 TWh 时代。容百科技董事长白厚善表示，电池

供应链不久就会稳定下来，镍价未来将迅速下降，预计 2023 年金属镍市场供求的供应富

余量将超过 40 万吨，镍价从 2 万美元/吨降至明年的 1.5 万美元/吨以下，三元高镍电池因

此将在综合成本效益方面重新取得优势，成为车用电池的主导方向。2）需求向好：乘联

会初步推算我国 7 月新能源零售在 45 万辆左右，同比增长 102.5%，GGII 数据显示 2022

年上半年我国动力电池装机量约 100.24GWh，同比增长 116%。其中宁德时代、比亚迪分

别占比 50%和 23%的份额，同比分别提升 2 个百分点和 9 个百分点。排名前十动力电池

企业合计装机约 94.66GWh，占总装机量的 94.4%。同时 GGII 发布：2021 年中国磷酸铁

锂正极材料出货量同比增长 287%， 2022 年上半年出货量 41 万吨，同比增长 130%，2022

年上半年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出货量占锂电正极材料出货量比例超 50%。以上可见，新能

源汽车和电池交付情况持续向好，上游锂电产业链钴价、三元前驱体及正极三元材料价

格持续下降，中游电池厂商盈利继续修复。重点关注中游动力电池和供不应求的负极环

节。 

建议关注：1）一条主线：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标的：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

蔚蓝锂芯、容百科技、当升科技、恩捷股份、中伟股份、格林美、星源材质、天赐材料、

新宙邦、宏发股份、卧龙电驱等。2）两条支线：供给紧张的负极龙头：璞泰来、杉杉股

份、贝特瑞、中科电气、福鞍股份等。受益储能爆发的：德方纳米、永福股份、星云股

份。 

1.2. 新能源发电 

（1） 光伏 

观点：硅料产能有序释放+组件价格接近终端可接受上限，行业再平衡后出货有望提

速。硅料产能短期受限于检修等因素影响，释放速度低于预期，推动硅料价格持续上涨，

本周硅料报价 289 元/kg 以上，组件价格来到 1.95 元/W 以上。硅料端，8 月份随着新疆

协鑫检修结束复产释放量和乐山协鑫、包头新特、内蒙古通威二期等扩产释放量，预计

贡献多晶硅增量约 1 万吨，国内多晶硅供应短缺情况将有所缓解。组件端，高昂价格导

致国内电站项目延宕，随着组件价格逐步触碰终端可接受价格上限，硅料价格有望加速

见顶，行业再平衡发生后行业出货有望提速。海内外市场持续旺盛，硅料产能有序释放

支撑下游需求。需求端，海外市场+国内分布式需求旺盛具备可持续性，Q3 国内集中式

项目将大规模启动，我们预计 2022-2023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分别有望达到 250GW

和 330GW。供给端，硅料产能下半年释放确定性强，有望在 Q3-Q4 逐步起量支撑下游需

求释放。同时，大尺寸+薄片化+N 型等新技术快速推动产业链降本增效，进一步提升光

伏装机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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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关注：1）低估值补涨的：TCL 中环、通威股份、大全能源、特变电工、协鑫科

技。2）受益原材料供给瓶颈的辅材：禾望电气、海优新材、福斯特、福莱特、阳光电源、

锦浪科技、固德威、德业股份、禾迈股份、昱能股份。3）全球竞争力的组件企业：隆基

绿能、天合光能、晶澳科技、晶科能源、东方日升。4）其他：金博股份、爱旭股份、芯

能科技、正泰电器等。 

（2） 风电 

观点：整机大型化趋势显著，重新议价增强经济性：从招标情况来看，2022 年上半

年公开招标主力机型为 4MW 以上机型，招标占比接近 90%；2021 年新增装机中 4MW 以

上风机占比为 40%。部分整机订单由小机组改为大机组并重新议价，整机厂商经济性增

强并有望于下半年显现。风电装机预期加速，零部件盈利有望迎拐点：截至 2022 年 4 月

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装机量达 340GW，较 2021 年底新增约 10GW；我们预期全年风电

新增并网装机量有望达 55GW，风电建设在下半年提速。三四季度抢装或带来上游零部件

供需剪刀差，零部件企业盈利有望进一步转好。原材料端价格趋势向下，产业链成本压

力趋缓：7 月以来焦炭、铸铁、废钢、环氧树脂等大宗商品价格下滑明显，本周球墨铸铁

/ 废 钢 /42CrMO 钢 材 / 铜 / 环 氧 树 脂 / 焦 炭 价 格 分 别 变 化

-7.53%/-1.60%/-0.31%/+3.60%/-5.60%/-14.05%。，风电产业链原材料成本持续下滑。预计

在国内保供稳价政策支持下，商品价格有望出现企稳下行趋势，风电产业链成本压力缓

解有望推动盈利拐点出现。7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公开征求 2022 年能

源领域拟立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外文版翻译计划项目意见的通知》，文中共涉及风电

标准 40 项。其中，在 2022 年能源领域拟立项行业标准制定计划项目中有 23 项涉及风电

标准，标准项目有《风电场工程竣工决算编制导则》、《海上风电场工程吸力桩基础勘探

技术规程》、《海上风电场工程施工平台船作业规程》、《漂浮式海上风电基础模型试验及

验收规程》等多项分别涉及管理、安全、工程建设、方法、产品的标准；在 2022 年能源

领域拟立项行业标准修订计划项目中，有 15 项涉及风电标准，标准项目有《海上风电场

工程风电机组基础设计规范》、《风电场工程海上升压变电站设计规范》、《风力发电场运

行规程》、《风力发电场安全规程》、《风力发电场并网验收规范》等标准；在 2022 年能源

领域拟立项外文版翻译计划项目中，有 2 项涉及风电标准。 

建议关注：1）受益国产替代：新强联、恒润股份；2）盈利改善的全球竞争力零部

件龙头：金雷股份、日月股份、禾望电气、中材科技、天顺风能、泰胜风能、大金重工；

3）成长确定性海风：东方电缆、中天科技。4）大型化领先的风机厂商：金风科技、明

阳智能、运达股份等。 

1.3. 电网设备 

观点：新能源推动特高压发展，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是特高压的集中核准时期。

“十四五”电网投资加码，“十四五”期间，两网合计投资近 3 万亿元，年均 5800 亿元，

整体再创新高。一方面新能源推动特高压的发展，近期白鹤滩至江苏±800 千伏特高压直

流输电工程 7 月 1 日竣工投产，这是我国“西电东送”工程的战略大动脉，每年可输送

清洁电能超 300 亿千瓦时。白鹤滩—江苏工程竣工投产后，可推动华东地区每年减少发

电用煤 140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2500 余万吨。特高压核准提速，2022H2-2023 年或为开

工高峰期。据中国能源报，“十四五”国网规划建设特高压线路“24 交 14 直”，总投资

3800 亿元；2022 年，国网计划开工“10 交 3 直”共 13 条特高压线路，规划的项目有望

全部核准。考虑特高压的建设周期和 2022H1 疫情扰动，2022H2-2023 年核准开工线路数

量或为高峰期。另一方面新型电力系统衍生新要求，配网智能化成建设重点。新能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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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占比提升、用电负荷结构变化等因素导致电网结构复杂性大幅提高，供电可靠性、

线损率等指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此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快电网基础设施

智能化改造和智能微电网建设，南网“十四五”投资额的 48%(3200 亿元)将用于配网升

级改造。 

建议关注：1）特高压：国电南瑞、许继电气、特变电工；2）配网智能化：亿嘉和、

宏力达、杭州柯林、智洋创新；3）受益电表替换周期的：海兴电力、炬华科技等。 

 

表 1：重点公司估值表（单位：元，亿元，元/股，倍） 

公司 代码 
股价(元) 市值(亿元) EPS PE 

2022/7/22 2021A 2022E 2022E 2024E 2021A 2022E 2023E 2024E 

宁德时代 300750.SZ 532.00  12,984.03 6.84 10.43 16.39 22.26 77.8  51.0  32.5  23.9  

隆基绿能 601012.SH 60.14  4,559.58 1.68 1.86 2.38 2.99 35.8  32.3  25.3  20.1  

通威股份 600438.SH 56.11  2,525.82 1.82 4.42 3.88 4.24 30.8  12.7  14.5  13.2  

国电南瑞 600406.SH 29.75  1991.65  1.02  1.01  1.18  1.37  29.2  29.6  25.2  21.7  

TCL 中环 002129.SZ 54.75  1769.37  1.25  1.86  2.31  2.84  43.9  29.4  23.7  19.3  

阳光电源 300274.SZ 114.23  1696.53  1.07  2.12  2.93  3.72  107.2  53.9  39.0  30.7  

晶澳科技 002459.SZ 72.15  1694.61  1.27  1.84  2.51  3.20  56.6  39.2  28.8  22.5  

天合光能 688599.SH 73.35  1589.93  0.87  1.67  2.41  3.07  84.3  43.9  30.4  23.9  

晶科能源 688223.SH 14.73  1473.00  0.14  0.28  0.46  0.60  103.2  52.6  32.1  24.7  

大全能源 688303.SH 66.76  1426.93  2.97  6.22  5.37  5.68  22.5  10.7  12.4  11.8  

璞泰来 603659.SH 77.80  1082.12  2.52  2.11  3.07  4.07  30.9  36.9  25.4  19.1  

福斯特 603806.SH 70.09  933.28  2.31  2.06  2.61  3.07  30.3  34.0  26.8  22.8  

锦浪科技 300763.SZ 236.19  877.14  1.91  2.63  3.98  5.47  123.4  89.7  59.4  43.2  

明阳智能 601615.SH 30.95  699.53  1.59  1.65  1.94  2.24  19.5  18.7  16.0  13.8  

福莱特 601865.SH 40.24  682.83  0.99  1.37  1.91  2.44  40.8  29.3  21.1  16.5  

容百科技 688005.SH 147.50  665.40  2.03  4.42  6.65  9.04  72.5  33.4  22.2  16.3  

杉杉股份 600884.SH 29.90  646.21  1.56  1.54  2.00  2.47  19.2  19.4  15.0  12.1  

东方电缆 603606.SH 83.88  576.86  1.73  1.93  2.64  3.32  48.5  43.5  31.8  25.3  

当升科技 300073.SZ 104.61  529.85  2.15  3.42  4.59  5.96  48.6  30.5  22.8  17.6  

金风科技 002202.SZ 14.87  513.24  0.82  0.94  1.10  1.31  18.2  15.9  13.5  11.4  

贝特瑞 835185.BJ 69.03  502.59  2.97  3.16  4.40  5.80  23.3  21.8  15.7  11.9  

中材科技 002080.SZ 29.10  488.33  2.01  2.26  2.54  2.93  14.5  12.9  11.5  9.9  

固德威 688390.SH 347.00  427.50  3.18  4.70  7.45  9.87  109.2  73.9  46.6  35.2  

天顺风能 002531.SZ 18.48  333.10  0.73  0.81  1.10  1.37  25.4  22.9  16.8  13.5  

新强联 300850.SZ 94.63  312.00  2.65  2.16  2.94  3.81  35.7  43.8  32.2  24.8  

大金重工 002487.SZ 53.60  297.83  1.04  1.45  2.35  2.96  51.6  36.9  22.9  18.1  

日月股份 603218.SH 27.27  263.86  0.69  0.65  1.05  1.32  39.5  41.9  26.0  20.7  

蔚蓝锂芯 002245.SZ 19.58  225.57  0.65  0.88  1.36  1.76  30.3  22.4  14.4  11.1  

卧龙电驱 600580.SH 14.50  190.66  0.75  0.90  1.09  1.26  19.3  16.1  13.3  11.5  

中科电气 300035.SZ 26.20  189.51  0.57  1.05  1.71  2.27  46.1  24.9  15.3  11.5  

海优新材 688680.SH 204.60  171.90  3.00  6.55  9.61  12.06  68.2  31.2  21.3  17.0  

禾望电气 603063.SH 38.10  167.47  0.64  0.99  1.37  1.81  59.4  38.6  27.8  21.1  

恒润股份 603985.SH 34.20  150.77  1.30  1.06  1.62  2.12  26.2  32.2  21.1  16.1  

亿嘉和 603666.SH 69.20  143.89  2.34  2.76  3.58  4.48  29.6  25.1  19.3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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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达股份 300772.SZ 26.34  142.83  1.45  1.17  1.45  1.84  18.2  22.6  18.2  14.3  

金雷股份 300443.SZ 52.55  137.55  1.90  2.27  2.80  3.43  27.7  23.2  18.8  15.3  

通裕重工 300185.SZ 3.12  121.58  0.07  0.09  0.12  0.14  42.7  33.3  26.9  21.7  

泰胜风能 300129.SZ 9.98  93.30  0.36  0.45  0.57  0.60  27.8  22.3  17.5  16.8  

宏力达 688330.SH 91.11  91.11  4.13  5.36  6.78  8.67  22.1  17.0  13.4  10.5  

福鞍股份 603315.SH 28.31  86.92  0.24  0.59  0.97  1.35  115.9  47.9  29.2  20.9  

海兴电力 603556.SH 15.63  76.38  0.64  1.07  1.31  1.59  24.3  14.7  11.9  9.8  

芯能科技 603105.SH 13.70  68.50  0.22  0.43  0.58  0.80  62.3  32.2  23.6  17.2  

润邦股份 002483.SZ 6.92  65.21  0.37  0.46  0.63  0.77  18.7  15.0  11.0  9.0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注：预测数据采用 wind一致预期，截至 2022年 7月 22日 

 

2. 本周重点事件 

2.1. 公司新闻 

（1）中天科技(600522) 

1）公司发布控股子公司中标海洋系列产品的公告。子公司中天科技海缆、中天海洋

工程为相关项目采购项目中标人。海上风电项目中标金额约 21.14 亿元，包括山东能源渤

中海上风电 A 场址工程、国华渤中 I 场址海上风电项目、越南新富东 1 区海上风电项目、

山东莱州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发展研究试验风电工程。海上油气项目中标金额约 1.65

亿元，包括恩平油田群总包工程项目、达尔马天然气开发项目、乌姆沙伊夫油田长期发

展计划-第一阶段。 

2）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简报。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剔除大宗商品贸易后

制造业营业收入 1,600,000 万元到 1,900,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相比，同

比增加 2%到 20%。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000 万元到 204,0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相比，同比增加 580%到 716%。2022 年上半年，公司紧抓海

上风电高速发展机遇，在海底电缆、海洋工程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

光通信产业市场需求提升，公司在主要客户项目的中标份额较好，盈利能力明显提升。 

（2）岱勒新材(300700) 

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22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50 万元–4,35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1,690.88 万元；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790 万元–4,19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1,886.76 万元。 

（3）杉杉股份(600884) 

公司发布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所对应的新增 A 股基础股票不超过

321,437,900 股，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GDR 发行数量不超过 64,287,580 份。完

成本次发行后，公司可到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4）晶盛机电（300316） 

公司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数量为

21,353,383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66.50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19,999,969.50 元，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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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3,972,974.8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16,026,994.62

元。 

（5）京运通（601908） 

公司发布 2022 年第二季度及半年度新能源电站经营数据公告：公司新能源发电事业

部 2022 年二季度光伏装机总量 1,254.47MW，发电量 433,117,949.68 千瓦时，上半年发电

量 733,718,308.71 千瓦时；二季度风电装机总量 148.50MW，发电量 105,621,189.00 千瓦

时，上半年发电量 199,115,903.00 千瓦时。 

（6）南都电源（300068） 

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 2022 年半年度预计实现归母净利 52,300.00- 

53,900.00 万元，同比增长 1305.85%-1348.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3,400.00-5,000.00 万元，同比增长 288.02%-376.50%。业绩变动主要与公司产业一体化布

局完成、储能市场需求旺盛与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有关。 

（7）英搏尔（300681） 

公司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数量为 19,928,879 股，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本次的发行价

格为 48.99 元 /股，发行价格为发行底价的 1.11 倍。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976,315,782.21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增值税）13,123,740.80 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963,192,041.41 元。 

（8）厦钨新能（688778） 

公司发布关于自愿披露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新一代三元前驱体产品合作开

发协议书》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

告：公司与格林美签署《新一代三元前驱体产品合作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未来五年的

供需数量总数预期为 45.5 万-54 万吨。同时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同意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9）晶科科技（601778） 

公司发布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

过人民币 345,000 万元(含本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除以发行价格计算，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10）海优新材（688680） 

公司发布关于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70,000.00 万元至

290,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49,039.64万元至 169,039.64万元,同比增加 123.21%

到 139.75%；公司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0,000.00 万元

到 22,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2,062.63万元到 14,062.63万元，同比增长 151.97%

到 177.17%；公司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19,880.61 万元到 21,880.61 万元，同比增加 11,893.46 万元到 13,893.46 万元，同

比增长 148.91%到 1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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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隆基绿能(601012) 

公司发布 2022 年 1-6 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2022 年上半年，虽然面临原材料价格高

位且国际贸易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但受益于下游需求的增长，第二季度公司组件出货

量环比增长明显，实现了经营业绩的增长。经公司初步测算，2022 年 1-6 月，公司预计

实现营业收入为 500 亿元-510 亿元之间，同比增长 42%-45%；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63 亿元-66 亿元之间，同比增长 26%-32%。 

（12）国轩高科(002074) 

公司发布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事项获得瑞士交易所监管局附条件

批准的公告。公司于近日获得瑞士交易所监管局关于公司申请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瑞

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附条件批准，瑞士交易所监管局同意公司的 GDR 在满足惯例性条件

及瑞士证券交易所修订后的 GDR 相关规则生效后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13）东方电缆(603606) 

公司发布关于中标海缆产品及敷设施工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司中标项目与金额分

别为：（1）三峡能源阳江青州五、六、七海上风电场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青州六海上风

电项目 330kV 海缆采购及敷设施工（标段 2），中标金额 138,144.26 万元；（2）国电象山

1#海上风电场（二期）项目海缆采购生产及敷设施工，中标金额 48,782.43 万元；（3）中

海油蓬莱 19-3油田 5/10开发项目和渤中 19-6凝析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海底电缆集中采购，

中标金额 5,337.00 万元。 

（14）金力永磁(300748) 

1）公司发布关于收购巴彦淖尔市银海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的公告。公司拟

使用 H 股募集资金 15,415 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任海亮、任海虎、武军 3 名自然人持有的

银海新材 51%股权，其中拟收购任海亮 20.4%的股权，拟收购任海虎 20.4%的股权，拟收

购武军 10.2%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银海新材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公司发布关于收购信阳圆创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46%股权和苏州圆格电子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公司拟使用 H 股募集资金 18,970.56 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创境持有的信

阳圆创 46%的股权；使用 H 股募集资金 9,037.17 万元人民币现金收购易胜持有的苏州圆

格 51%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信阳圆创、苏州圆格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5）宁德时代（300750） 

公司发布关于投资建设济宁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项目的公告：为进一步推动业务发

展、满足市场需求，公司拟在山东省济宁市投资建设济宁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项目，项

目总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140 亿元，建设内容为动力电池系统及储能系统生产线各期预计

自开工建设起不超过 24 个月，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2,000 亩，最终以实际建设情况为准。 

（16）天合光能（688599） 

公司发布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公司 2022 年半年度预计实现

归母净利润 114,120-139,480 万元，同比增长 61.69%-97.6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104,690-130,050 万元，同比增长 79.29%-122.72%。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市场需求增

长、公司 210 大尺寸高功率光伏产品销售占比提升、分布式智慧能源业务通过推进合作

共建模式发展。 

（17）孚能科技（68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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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司股东上杭兴源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32,120,09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0000%。本次减

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进行，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进行。 

（18）天能重工（300569） 

公司发布关于签署珠海港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

终止的公告：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天能中投（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以自有资金

出资 40,000 万元、100 万元与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港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设立珠海港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 50,000

万元人民币（认缴出资额）。其中，计划首期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 

 

2.2. 行业新闻 

（1） 新能源汽车 

乘联会：初步推算我国 7 月新能源零售在 45 万辆左右，同比增长 102.5% 

7 月 22 日，乘联会数据显示：初步推算我国 7 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在 177 万辆左

右，同比增长 17.8%，新能源零售在 45 万辆左右，同比增长 102.5%。 

2022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省宜宾市召开 

7 月 21 日，2022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省宜宾市召开，国家工信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张云明提出要在五个方面促进动力电池高质量发展：1）加强关键技术创新；2）提

升安全管理水平；3）强化关键资源保障；4）健全回收利用体系；5）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GGII：2022H1 我国动力电池装机量约 100.24GWh 

近日，GGII 数据统计显示，2022H1 我国动力电池装机量约 100.24GWh，同比增长

116%。其中宁德时代、比亚迪分别占比 50%和 23%的份额，同比分别提升 2pct 和 9pct。

排名前十动力电池企业合计装机约 94.66GWh，占总装机量的 94.4%。 

GGII：2021 年中国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出货量同比增长 287% 

近日，GGII 推出《2022 年中国磷酸铁锂用磷源行业调研分析报告》：2021 年中国磷

酸铁锂正极材料出货量同比增长 287%，2022H1 出货量 41 万吨，同比增长 130%，2022H1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出货量占锂电正极材料出货量比例超 50%。 

（2） 光伏 

协鑫科技：10 万吨 GCL-FBR 颗粒硅项目首套装置生产线投产仪式在乐山举行 

7 月 22 日，协鑫科技在乐山协鑫颗粒硅出料现场举行 10 万吨 GCL-FBR 颗粒硅项目

首套装置生产线投产仪式。在江苏徐州 6 万吨颗粒硅项目成功投产的基础上，协鑫科技

四川乐山 10 万吨级颗粒硅项目首条生产线正式投运。 

2022H1，我国多晶硅产量 36.5 万吨，同增 53% 

7 月 21 日，光伏行业 2022 年上半年发展回顾与下半年形势展望研讨会召开。王勃华

提到，2022H1，我国多晶硅产量 36.5 万吨，同增 53%；硅片产量 152.8GW，同增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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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片产量 135.5GW，同增 47%；组件产量 123.6GW，同增 54%。同时，王勃华表示，

面对供应链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工信部已牵头有关部门协调。 

TCL 中环发布单晶硅片最新报价，各类型光伏硅片价格普遍上调约 4% 

7 月 21 日，TCL 中环发布单晶硅片最新报价，各类型光伏硅片价格普遍上调约 4%。

其中 150μm-P 型硅片 210/182/166 尺寸报价分别为 9.83/7.47/6.21 元/片；150μm-N 型硅

片 210/182/166 尺寸报价分别为 10.42/8.07/6.71 元/片。 

硅业分会发布国内光伏多晶硅价格信息 

7 月 20 日，硅业分会发布国内光伏多晶硅价格信息，本周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在

28.8-31.0万元/吨，成交均价 29.76万元/吨，周环比涨幅 0.92%；单晶致密料价格在 28.6-30.8

万元/吨，成交均价 29.55 万元/吨，周环比涨幅 0.92%。 

国家能源局：6 月光伏新增装机 7.17GW，同比增长 131.2% 

7 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6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6 月光伏新增装机

7.17GW，同比增长 131.2%。1-6 月光伏累计新增装机 30.88GW，同比增长 137.4%。 

（3） 风电 

美国宣布 2 个新的风能区，在墨西哥湾安装 15GW 海上风电 

7 月 20 日，美国宣布 2 个新的风能区，在墨西哥湾安装 15GW 海上风电，其中一个

在路易斯安那州沿海，另一个在得克萨斯州附近。 

截至 6 月底我国风电装机容量总计约 3.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7.2% 

7 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6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6 月底我国风电

装机容量总计约 3.4 亿千瓦，同比增长 17.2%，1-6 月全国新增风电装机 12.94GW，同比

增加 19.4%。 

全球风电整机巨头维斯塔斯碳梁专利保护期正式到期 

7 月 19 日，全球风电整机巨头维斯塔斯碳梁专利保护期正式到期。这意味着其他风

电叶片制造商将可以不受限制地推出应用碳梁的风电叶片产品，碳梁的风电叶片有望加

速开启。 

（4） 电力电网设备 

截至 6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约 24.4 亿千瓦，同比增长 8.1% 

7 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6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 6 月底，全国发

电装机容量约 24.4 亿千瓦，同比增长 8.1%。1-6 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 1777 小时，

比上年同期减少81小时。1-6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达4.10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 

2022 年年度预算第 1 次请款，财政部共预计拨付公司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年度预算 399.37 亿元 

近日，国家电网发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年度预算第 1 次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补助资金拨付情况的公告》：2022 年年度预算第 1 次请款，财政部共预计拨付公司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年度预算 399.37 亿元，其中风力发电 105.18 亿元、太阳能

发电 260.67 亿元、生物质能发电 33.52 亿元。 

广东首个百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项目正式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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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 19 日，广东首个百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项目正式落地，预计年底可建成投产。

该项目由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广东）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运营，建设规模 70ＭＷ

/140ＭWh，占地面积约 19 亩。 

国家光伏储能实证实验平台（大庆基地）项目飞轮储能系统投运完成 

7 月 18 日，国家光伏储能实证实验平台（大庆基地）项目飞轮储能系统投运完成，

标志着黄河公司对飞轮储能技术研发取得历史性突破，为黄河公司海南州“光储一体化

实证基地”技术研发奠定基础。 

位于新疆与西北联网通道中心的 750 千伏沙州变电站 2 组 180 兆乏静止无功补偿装

置完成各项试验验证及试运行 

7 月 19 日，位于新疆与西北联网通道中心的 750 千伏沙州变电站 2 组 180 兆乏静止

无功补偿装置完成各项试验验证及试运行，与站内原有装置构成站内动态无功调节设备

群，具备-1500～720 兆乏的动态无功调节能力，刷新世界单站最大动态无功调节容量纪

录，形成世界单站容量最大柔性交流输电设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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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跟踪 

3.1.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3.1.1. 新能源汽车销量 

乘联会口径：2022 年 6 月新能源汽车零售销量 53.2 万辆，环比增长 47.6%，同比增

长 130.8%，其中，纯电动汽车零售销量 42.4 万辆，环比增长 58.2%，同比增长 126.1%；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零售销量 10.8 万辆，环比增长 16.9%，同比增长 151.1%。新能源汽

车批发销量 57.1 万辆，环比增长 35.3%，同比增长 141.4%，其中，纯电动汽车批发销量

45.2 万辆，环比增长 39.5%，同比增长 131.1%；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批发销量 11.9 万辆，

环比增长 21.3%，同比增长 191.1%。 

中汽协口径：2022 年 6 月我国新能源车产销同比继续强势恢复，6 月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分别为 59/59.6 万辆，环比增长 26.6%/33.3%，同比增长 138%/132%，新能源车渗透

率达 23.8%。 

 

 

图 1：乘联会-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图 2：乘联会-中国新能源汽车车型占比（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乘联会，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乘联会，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3：中汽协-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及同比（单位：万辆，%）  图 4：中汽协-中国新能源汽车车型占比（单位：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汽协，浙商证券研究所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0

10

20

30

40

50

60

产量 零售 批发

产量环比 零售环比 批发环比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BEV PHEV BEV环比 PHEV环比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2
0

2
0
年

1
2
月

2
0

2
1
年

1
月

2
0

2
1
年

2
月

2
0

2
1
年

3
月

2
0

2
1
年

4
月

2
0

2
1
年

5
月

2
0

2
1
年

6
月

2
0

2
1
年

7
月

2
0

2
1
年

8
月

2
0

2
1
年

9
月

2
0

2
1
年

1
0
月

2
0

2
1
年

1
1
月

2
0

2
1
年

1
2
月

2
0

2
2
年

1
月

2
0

2
2
年

2
月

2
0

2
2
年

3
月

2
0

2
2
年

4
月

2
0

2
2
年

5
月

2
0

2
2
年

6
月

销量合计万辆 产量合计万辆 新能源车渗透率 %

销量合计环比% 产量合计环比%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450,000

 500,000

2
0

2
0
年

1
2
月

2
0

2
1
年

1
月

2
0

2
1
年

2
月

2
0

2
1
年

3
月

2
0

2
1
年

4
月

2
0

2
1
年

5
月

2
0

2
1
年

6
月

2
0

2
1
年

7
月

2
0

2
1
年

8
月

2
0

2
1
年

9
月

2
0

2
1
年

1
0
月

2
0

2
1
年

1
1
月

2
0

2
1
年

1
2
月

2
0

2
2
年

1
月

2
0

2
2
年

2
月

2
0

2
2
年

3
月

2
0

2
2
年

4
月

2
0

2
2
年

5
月

EV 销量辆 PHEV 销量辆 EV环比% PHEV环比%



 
 
 

 
[table_page] 行业周报 

 

http://research.stocke.com.cn 14/2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比亚迪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破 60 万辆，小鹏斩获新势力新能车半年度销售冠军。

6 月国内 8 家新能源车企交付量已出炉，比亚迪/埃安/小鹏/哪吒/理想/蔚来/零跑/极氪分别

为 13.4/2.4/1.5/1.3/1.3/1.3/1.1/0.4 万辆，同比增长 224%/182%/133%/156%/69%/60%/186%/-，

环比增长 17%/14%/51%/20%/13%/85%/12%/-1%。2022 年 1-6 月累计交付量：比亚迪/埃

安/小鹏/哪吒/理想/零跑/蔚来/极氪分别为 64.1/10/6.9/6.3/6.0/5.2/5.1/1.9 万辆，同比增长

315%/133%/124%/199%/100%/191%/21%/-。比亚迪上半年累计销量 64.13 万辆，已超 2021

年全年新能车销量总和(60.4 万辆)。6 月小鹏销量 1.5 万辆，重夺新势力月度销冠，并在

上半年以 6.9 万辆的成绩斩获新势力新能车半年度销售冠军。上半年表现暂落后的蔚来环

比大幅改善，6 月销量达 1.3 万辆（同比+60.3%，环比+84.5%），创月度销量最高。理想

全新旗舰 SUVL9 正式发布，8 月开售，9 月交付有望破万，新车型将带动理想下半年销

量快速增长。 

 

图 5：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单月销量及环比（单位：辆，%）  图 6：小鹏汽车的单月销量及环比（单位：辆，%） 

 

 

  资料来源：比亚迪公告，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小鹏汽车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7：理想汽车的单月销量及环比（单位：辆，%）  图 8：蔚来汽车的单月销量及环比（单位：辆，%） 

 

 

 

资料来源：理想汽车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蔚来汽车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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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零跑汽车的单月销量及环比（单位：辆，%）  图 10：哪吒汽车的单月销量及环比（单位：辆，%） 

 

 

 

资料来源：零跑汽车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哪吒汽车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11：极氪汽车的单月销量及环比（单位：辆，%）  图 12：广汽埃安的单月销量及环比（单位：辆，%） 

 

 

 

资料来源：极氪汽车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广汽埃安汽车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2022 年以来，主流车企陆续采取涨价措施。除高端车型，大部分单车涨价幅度在 2000

元至 1 万元。4 月以来，部分车型继续涨价，其中比亚迪上调部分网约车价格 0.6-1.6 万

元，岚图、极狐、极氪、荣威等宣布将继续涨价；理想汽车宣布提价 1.18 万元/辆。 

 

表 2：新能源汽车的调价节奏（单位：万元） 

品牌 车型 涨价前价格（万元） 涨价幅度（万元） 涨价后价格（万元） 调价日期 

特斯拉 

Model 3 26.57 1.4 27.97 

2022.3.15 
Model Y 长续航 35.79 1.8 37.59 

Model 3 高性能版 34.99 1.8 36.79 

Model Y 高性能版 39.79 2 41.79 

Model Y 后轮驱动版 30.18 1.5 31.68 2022.3.17 

比亚迪 

秦 PLUS DM-i 10.88-14.88 

0.3-0.6 

 

2022.3.16 

宋 PLUS DM-i 14.98-17.28 
 

宋 PLUS DM-i 四驱版 20.28 
 

汉 DM-p 22.28-24.28 
 

汉 纯电 21.48-26.08 
 

汉 两驱、四驱 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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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DM-i 19.28-21.98 
 

唐 DM-p 23.98-28.98 
 

唐 BEV 27.95-31.48 
 

元 Pro 8.68-10.68 
 

海豚 9.68-12.48 
 

秦 EV、e2、e3、e9、D1

等网约车 
13.98-22.98 0.6-1.6 

 
2022.4.21 

小鹏 

P7 22.42-40.99 2 24.42-42.99 

2022.3.21 P5 15.27-22.93 1 16.27-23.93 

G3i 15.46-19.32 1 16.46-20.32 

哪吒 

哪吒 V 、哪吒 V Pro 、

哪吒 U Pro 400 畅行版  
0.3 

 2022.3.18 

哪吒 U Pro  10.28-17.98 0.5 
 

威马 EX5、EX6、W6 14.98-25.98 0.7-2.6 
 

2022.3.28 

零跑 

C11 豪华版 15.98 2 17.98 

2022.3.19 C11 尊享版 17.98 3 20.98 

C11 性能版 19.98 3 22.98 

理想 ONE 33.8 1.18 34.98 2022.4.1 

吉利 极氪 001 0.5-2.05 
  

2022.5.1 

几何 

A Pro 
 

0.3-0.7 12.68-19.98 

2022.3.19 几何 C 
 

0.3-0.7 13.57-17.27 

EX3 
 

0.3-0.7 6.88-7.88 

奇瑞新能源 
小蚂蚁 6.69-8.49 0.3-0.41 6.99-8.90 2022.3.17 

部分车型(4.7 日起执行) - 0.29-0.5 
 

2022.4.6 

欧拉 欧拉好猫（含 GT 版） 12.19-15.19 0.6-0.7 
 

2022.3.23 

广汽埃安 

AION S Plus 15.38-17.98 0.4 15.78-18.38 

2022.3.4 AION V Plus 17.26-23.96 0.5 17.76-23.96 

AION Y 10.96-15.76 1 12.96-16.76 

上汽荣威 

RX5 eMAX、Ei5、i6 MAX 

EV 
13.98-16.98 0.2 14.18-17.18 2022.3.1 

i6MAXEV 部分车型、Ei5 - 0.3-0.5 - 2022.5.1 

上汽通用五菱 NanoEV 4.98-5.98 0.3 5.28-6.28 2022.2.7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和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欧洲 6 月电动车销量环比持续改善，渗透率加速提升：6 月欧洲八国的电动车注册量

约 17.8 万辆，同比-9.8%，环比+20.3%，德国/法国/英国/挪威/瑞士/瑞典/意大利/西班牙 6

月 电 动 车 注 册 量 分 别 为 5.8/3.4/3.0/1.3/0.6/1.4/1.3/0.8 万 辆 ， 同 比

-9.7%/-9.4%/-4.8%/-22.7%/0.1%/-19.5%/-6.2%/5.5% ， 环 比 11.5%/27.5%/33.6%/36.4%/ 

40.9%/14.7%/10.8%/8.2%。环比继续改善，俄乌战争和通胀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步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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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欧洲八国的新能源汽车注册量（单位：辆，%，pcts） 

6 月注册量 欧洲八国 1.德国 2.法国 3.英国 4.挪威 5.瑞士 6.瑞典 7.意大利 8.西班牙 

BEV 110986 32234 21887 22737 11722 4446 8216 6190 3554 

占比 62.5% 55.2% 64.7% 74.7% 87.5% 74.3% 57.3% 46.7% 45.3% 

同比 1.2% -3.5% 4.9% 14.6% -11.1% 20.5% -5.4% -11.9% 19.8% 

环比 31.7% 10.3% 43.6% 47.2% 38.8% 68.5% 28.9% 37.9% 46.8% 

PHEV 66,587  26,203  11,964  7,714  1,669  1,536  6,133  7,073  4,295  

占比 37.5% 44.8% 35.3% 25.3% 12.5% 25.7% 42.7% 53.3% 54.7% 

同比 -23.5% -16.3% -27.4% -36.5% -59.7% -32.8% -32.9% -0.6% -4.0% 

环比 5.2% 12.9% 5.9% 5.1% 21.4% -4.5% 0.0% -5.4% -11.1% 

合计 177,573  58,437  33,851  30,451  13,391  5,982  14,349  13,263  7,849  

同比 -9.8% -9.7% -9.4% -4.8% -22.7% 0.1% -19.5% -6.2% 5.5% 

环比 20.3% 11.5% 27.5% 33.6% 36.4% 40.9% 14.7% 10.8% 8.2% 

渗透率 21.4% 26.0% 19.8% 21.6% 89.9% 28.1% 55.0% 10.3% 7.7% 

同比（pcts） 1.86  2.41  1.05  4.42  4.92  5.13  5.61  0.90  1.18  

环比（pcts） 1.35  0.72  -1.15  3.29  4.75  5.10  7.65  0.57  0.29  

当年累计注册

量 
欧洲八国 1.德国 2.法国 3.英国 4.挪威 5.瑞士 6.瑞典 7.意大利 8.西班牙 

BEV 529,560  167,296  93,331  115,249  54,177  17,992  39,720  25,073  16,722  

占比 59.2% 54.6% 59.8% 69.2% 89.5% 65.6% 53.1% 40.3% 41.0% 

同比 26.3% 12.5% 28.8% 56.0% 12.7% 46.1% 75.6% -17.5% 52.9% 

PHEV 365,026  138,877  62,810  51,263  6,364  9,421  35,082  37,118  24,091  

占比 40.8% 45.4% 40.2% 30.8% 10.5% 34.4% 46.9% 59.7% 59.0% 

同比 -14.9% -15.1% -12.4% -11.9% -70.1% -9.0% -24.6% -2.2% 25.7% 

合计 894,586  306,173  156,141  166,512  60,541  27,413  74,802  62,191  40,813  

同比 5.5% -2.0% 8.3% 26.0% -12.7% 20.9% 8.2% -9.0% 35.6% 

渗透率 20.8% 24.7% 20.2% 20.8% 88.4% 25.0% 51.9% 9.0% 8.5% 

同比(pcts) 4.00  2.28  4.59  6.24  5.74  6.81  11.95  1.32  3.13  

环比(pcts) -0.40  0.03  0.27  -1.39  -1.36  -0.89  -1.30  0.10  -0.43  

资料来源：各国家政府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3.1.2. 动力电池装机 

2022 年 6 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27.0GWh，同比增长 143.3%，环比增长 45.5%。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11.6GWh，占总装车量 42.9%，同比增长 94.9%，环比增长 39.4%；

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15.4GWh，占总装车量 57.1%，同比增长 201.5%，环比增长 50.7%。

1-6 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110.1GWh, 累计同比增长 109.8%。其中三元电池累计

装车量 45.6GWh,占总装车量 41.4%，累计同比增长 51.2%；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64.4 

GWh,占总装车量 58.5%，累计同比增长 189.7%。 

 

 

 



 
 
 

 
[table_page] 行业周报 

 

http://research.stocke.com.cn 18/2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图 13：动力电池月度装车量（单位：GWh）  图 14：不同电池类型动力电池装机份额（单位：MWh）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浙商证券研究所 

 

3.1.3. 产业链价格 

本周锂电产业链价格维持下降趋势：本周钴价持续下降，硫酸钴(≥20.5%)报价 6.90

万元/吨(-0.50)，四氧化三钴(≥72%) 报价 23.70 万元/吨 (-1.65)，电解钴（≥99.8%）报价

33.90 万元/吨（-2.15）。三元前驱体和正极三元材料皆持续下降，523 报价 11.45 万元/吨

（-0.55），622 报价 12.55 万元/吨（-0.45），111 报价 11.55 万元/吨（-0.55），镍 55 报价 11.25

万元/吨（-0.15），811 报价 13.70 万元/吨（-0.35），正极钴酸锂（4.35V）报价 43.50 万元/

吨（-0.75）。此外，铜箔价格有所下降，8μm 电池级和 6μm 电池级皆下降 1000 元/吨。 

 

表 4：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价格（单位：万元/吨，元/平方米） 

项目 
规格 单位 06/02 06/10 06/17 06/24 07/01 07/08 

07/1

5 07/22 

本周变

动 

钴 

硫酸钴≥20.5% 万元/吨 9.75  9.25  8.45  8.20  7.90  7.55  7.40  6.90  -0.50 

四氧化三钴≥72% 万元/吨 36.50  31.50  29.00  28.60  27.40  26.45  25.35  23.70  -1.65 

电解钴≥99.8% 万元/吨 43.35  43.35  43.15  39.85  37.85  36.25  36.05  33.90  -2.15 

锂 
碳酸锂，电池级 万元/吨 47.25  47.75  47.75  47.75  47.75  47.75  47.75  47.75  0.00 

氢氧化锂，电池级 万元/吨 47.40  47.40  47.40  47.40  47.40  47.40  47.40  47.40  0.00 

硫酸镍 硫酸镍，电池级 万元/吨 4.35  4.30  4.25  4.18  3.98  3.70  3.70  3.60  -0.10 

三元前

驱体 

523 万元/吨 13.75  13.55  13.25  13.05  12.55  12.15  12.00  11.45  -0.55 

622 万元/吨 14.45  14.25  14.15  14.05  13.60  13.15  13.00  12.55  -0.45 

111 万元/吨 13.85  13.60  13.35  13.15  12.70  12.30  12.10  11.55  -0.55 

镍 55 万元/吨 12.80  12.60  12.40  12.30  11.90  11.50  11.40  11.25  -0.15 

811 万元/吨 15.65  15.50  15.35  15.30  14.75  14.15  14.05  13.70  -0.35 

正极 

三元 523，动力型 万元/吨 34.00  33.75  33.75  33.55  33.20  33.00  32.85  32.60  -0.25 

三元 622，常规型 万元/吨 36.70  36.50  36.50  36.40  36.15  35.95  35.80  35.55  -0.25 

三元 811，动力型 万元/吨 39.55  39.25  39.25  39.10  38.80  38.50  38.35  38.10  -0.25 

磷酸铁锂，动力型，主流市场 万元/吨 15.50  15.50  15.50  15.50  15.50  15.50  15.50  15.50  0.00 

锰酸锂，高压实 万元/吨 12.10  12.40  12.40  12.40  12.40  12.40  12.40  12.40  0.00 

钴酸锂，4.35V 万元/吨 50.50  48.00  48.00  47.50  47.50  46.50  44.25  43.50  -0.75 

负极 

负极石墨化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0.00 

人造石墨，低端 万元/吨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0.00 

人造石墨，中端 万元/吨 5.30  5.30  5.30  5.30  5.30  5.30  5.30  5.30  0.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9 4.97 2.24 5.09 5.41 5.68 6.62 4.70 3.46 3.95 4.07 6.29 9.71

2020 2.32 0.60 2.77 3.59 3.51 4.70 5.02 5.13 6.58 5.87 10.61 12.95

2021 8.66 5.58 9.00 8.39 9.76 11.10 11.29 12.56 15.69 15.42 20.82 26.22

2022 16.18 13.68 21.42 13.27 18.56 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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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石墨，高端动力 万元/吨 6.95  6.95  6.95  6.95  6.95  6.95  6.95  6.95  0.00 

天然石墨，低端 万元/吨 3.25  3.25  3.25  3.25  3.25  3.25  3.25  3.25  0.00 

天然石墨，中端 万元/吨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0.00 

天然石墨，高端 万元/吨 6.64  6.64  6.64  6.64  6.64  6.64  6.64  6.64  0.00 

电解液 

六氟磷酸锂 万元/吨 28.00  24.50  24.50  24.50  25.00  25.00  25.00  26.75  1.75 

磷酸铁锂 万元/吨 8.28  7.00  7.00  7.00  7.00  6.25  6.25  6.25  0.00 

锰酸锂 万元/吨 6.75  6.00  6.00  6.00  6.00  5.00  5.00  5.00  0.00 

三元/圆柱/2.2Ah 万元/吨 10.50  9.50  9.50  9.50  9.50  7.80  7.80  7.80  0.00 

三元/圆柱/2.6Ah 万元/吨 10.28  9.00  9.00  9.00  9.00  7.25  7.25  7.25  0.00 

隔膜 

湿法/9μm 元/平方

米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0.00 

干法/16μm 元/平方

米 0.95  0.95  0.95  0.95  0.85  0.85  0.85  0.85  0.00 

铜箔 
8μm电池级 万元/吨 3.55  3.45  3.35  3.35  3.35  3.35  3.25  3.15  -0.10 

6μm电池级 万元/吨 4.00  4.40  4.35  4.35  4.35  4.35  4.25  4.15  -0.10 

动力电

池 

方形动力三元 元/Wh 0.88  0.88  0.88  0.88  0.88  0.88  0.88  0.88  0.00 

磷酸铁锂 元/Wh 0.80  0.80  0.80  0.80  0.80  0.80  0.80  0.80  0.00 

资料来源：鑫椤资讯，浙商证券研究所 

 

3.1. 新能源发电产业链 

3.1.1. 用电量及投资概况 

2022 年 6 月我国全社会当月用电量为 7451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94%，2022 年 6

月发电量产量为 709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3%。6 月风电/火电/核电/水电发电量分别为

524.3/4552.6/326.6/148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速分别为 11.6%/-5.4%/-9.0%/29.7%。 

 

图 15：全社会当月用电量及同比（单位：亿千瓦时，%）  图 16：当月发电量产量及同比（单位：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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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我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额为 688 亿元，同比增长 37.3%，其中核电/火电/

水电/风电投资额分别为 69/116/87/177 亿元，2022 年 6 月电网投资额为 642 亿元，同比增

长 26.1%。 

2022 年 1-6 月我国电源基本建设累计投资额 2158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14%，其中核

电/火电/水电/风电投资额分别为 230/347/354/567亿元。2022年 1-6月电网累计投资额 1905

亿元，同比增长 9.9%。 

 

图 17：电源当月基本投资额（单位：亿元，%）  图 18：电源基本投资累计额（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19：电网当月基本投资额（单位：亿元，%）  图 20：电网基本投资累计额（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1.2. 光伏装机及出口 

2022年 1-6月国内新增光伏装机 30.88GW，同比增长 137.4%，其中 6月装机7.17GW，

同比增长 131.2%。全球光伏装机需求旺盛，海外市场多点开花，除欧洲市场受俄乌战争

影响需求高增以外，美国市场关税政策边际向好，出货量有望明显提升，巴西、东南亚、

中东非等新兴市场需求加速启动；国内装机连续同比高增，分布式需求旺盛，集中式电

站有望 Q3 大规模启动，终端需求将进一步加速释放。我们预计 2022-2025 年国内光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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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装机分别有望达到 80GW、110GW、130GW、150GW，全球光伏新增装机分别有望达

到 250GW、330GW、400GW、480GW。 

 

图 21：全国太阳能发电当月新增装机容量（单位：万千瓦，%）  图 22：全国太阳能发电累计新增装机容量（单位：万千瓦，%）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家能源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2022 年 5 月组件出口量为 14.7GW，同比增长 82.9%，环比增长 22.5%；1-5 月组件

累计出口量为 66.1GW，同比增长 80.6%。从出口地区来看，欧洲是我国目前出口规模最

大的地区，5 月出口规模超过 1GW 的国家有荷兰、巴西、西班牙，分别为 4.4GW、1.4GW、

1.3GW，分别环比增长 13.3%、23.5%、24.3%。2022 年 1-5 月组件出口整体维持较高水

平，出口价格基本维持稳定，5月出口均价约 0.27美元/W，同比上涨 9.4%，环比下降 0.4%。 

2022 年 5 月逆变器出口金额 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5.8%，环比增长 11.0%；1-5 月

累计出口额 2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3.0%。逆变器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海外需求旺盛

预期得到验证。 

 

图 23：组件月度出口（单位：GW，%）  图 24：逆变器月度出口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Solarzoom，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olarzoom，浙商证券研究所 

 

3.1.1. 光伏产业链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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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料：硅料仍然受供不应求的影响，叠加 7-8 月硅料环节的有效供应量受到负面因素

影响导致增幅收窄的直接刺激，本周致密块料均价上涨至 292 元/kg，环比上涨 1.0%。根

据各企业最新排产计划，预计 7 月份国内多晶硅产量约 5.8 万吨，环比减少 5.8%。8 月份

随着新疆协鑫检修结束复产释放量和乐山协鑫、包头新特、内蒙古通威二期等扩产释放

量，预计贡献增量约 1 万吨，同时同期 8 月将新增 1-2 家企业检修，环比减产量共计约

2800 吨。预计 8 月份我国多晶硅产量在 6.5 万吨左右，环比增幅约 12%，能够满足 26.8GW

左右的硅片产出，与下游相比依旧存在缺口。因此预计 8 月份由于多晶硅总体供应短缺

但缺口缩小，价格将呈现涨幅收窄的上行走势。 

硅片：本周国内单晶 M6/160μm、M10/160μm、G12/160μm 硅片均价分别为 6.05、

7.28、9.57 元/片，环比持平。单晶硅片的有效供应量因受制于原料端供应制约，预计 7

月产量规模仍然维持在 25-26GW 左右、环比提升规模仍然非常有限，当前市场供应环境

单晶硅片仍不富裕，预计价格仍将维持较高水平。7 月 21 日，TCL 中环发布单晶硅片最

新报价，各类型光伏硅片价格普遍上调约 4%。其中 150μm-P 型硅片 210/182/166 尺寸报

价分别为 9.83/7.47/6.21 元 /片； 150μm-N 型硅片 210/182/166 尺寸报价分别为

10.42/8.07/6.7 

 

图 25：硅料价格（单位：元/KG）  图 26：硅片价格（单位：元/片） 

 

 

 

资料来源：PVinfolink，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infolink，浙商证券研究所 

 

电池片：本周单晶 M6/M10/G12 电池片均价分别为 1.240、1.255、1.230 元/W，随着

买卖双方持续博弈，主流 M10 电池片价格小幅上抬。近日部分电池厂家因为高温警示影

响，发出停电警报，对电池片当月产量有所影响，预期短期主流电池片将维持供不应求

态势。展望后势，M10 及 G12 电池片由于下游需求旺盛而上游价格仍维持较高水平，价

格预期将继续上行。N 型方面，目前 M6 HJT 电池片价格约在 1.36-1.45 元/W。TOPCon

（M10/G12）目前对外售价尚未形成主流，大多以自用为主，当前价格约在 1.3-1.37 元/W。 

组件：目前组件价格持续僵持，500W+单玻项目出厂价格(不含内陆运输)约在 1.9-2.05

元/W，500W+双玻项目出厂价格(不含内陆运输)约在 1.92-2.05 元/W。本周已有越来越多

暂缓交付、毁约的情况发生。7 月新单执行价格约 1.95-2 元/W，2 元/W 的新单已开始有

少量成交，主要为分布式项目为主。另外市场也有传闻新单若签订在 1.95 元/W 以下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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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出现毁约的情况，低价 1.9-1.93 元/W 的订单仍旧以中小组件厂家以前期库存交付为主。

海外方面，亚太地区组件价格小幅上调至 0.267-0.275USD/W (FOB)左右；澳洲价格与上

周持稳约在 0.28-0.285USD/W；美国地区价格持稳在 0.33-0.38USD/W，本土产制的组件

价格约 0.55-0.58USD/W。本周欧洲地区汇率稍微回稳，当前执行价格 500W+单玻组件约

0.265-0.285USD/W，现货价格 0.285-0.29USD/W，欧洲终端态度保持观望，后续需要进一

步等待买卖双方博弈的情况。 

图 27：电池片价格（单位：元/W）  图 28：国内组件价格（单位：元/W） 

 

 

 

资料来源：PVinfolink，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infolink，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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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光伏供应链价格（单位：元/KG、元/片、元/W、美元/W、元/㎡） 

环节 产品 单位 2022-06-22 2022-06-29 2022-07-06 2022-07-13 2022-07-20 本周变动 

多晶硅 多晶硅-致密料 元/KG 266.0 272.0 285.0 289.0 292.0 3.0 

硅片 

单晶硅片-166mm 元/片 5.730 5.730 6.050 6.050 6.050 0.000 

单晶硅片-182mm 元/片 6.780 6.780 7.280 7.280 7.280 0.000 

单晶硅片-210mm 元/片 9.130 9.130 9.570 9.570 9.570 0.000 

电池片 

单晶 PERC 电池片-166mm 元/W 1.170 1.170 1.240 1.240 1.240 0.000 

单晶 PERC 电池片-182mm 元/W 1.200 1.200 1.250 1.250 1.255 0.005 

单晶 PERC 电池片-210mm 元/W 1.170 1.170 1.230 1.230 1.230 0.000 

组件 

365-375/440-450W 单晶 PERC 组件

(RMB) 
元/W 1.910 1.910 1.930 1.930 1.930 0.000 

365-375/440-450W 单晶 PERC 组件

(USD) 
美元/W 0.265 0.265 0.265 0.265 0.265 0.000 

182mm 单面单晶 PERC 组件(RMB) 元/W 1.930 1.930 1.950 1.950 1.960 0.010 

182mm 单面单晶 PERC 组件(USD) 美元/W 0.270 0.270 0.270 0.270 0.270 0.000 

210mm 单面单晶 PERC 组件(RMB) 元/W 1.930 1.930 1.950 1.950 1.960 0.010 

210mm 单面单晶 PERC 组件(USD) 美元/W 0.270 0.270 0.270 0.270 0.270 0.000 

182mm 双面单晶 PERC 组件(RMB) 元/W 1.950 1.950 1.970 1.970 1.980 0.010 

182mm 双面单晶 PERC 组件(USD) 美元/W 0.275 0.275 0.275 0.275 0.275 0.000 

210mm 双面单晶 PERC 组件(RMB) 元/W 1.950 1.950 1.970 1.970 1.980 0.010 

210mm 双面单晶 PERC 组件(USD) 美元/W 0.275 0.275 0.275 0.275 0.275 0.000 

组件辅

材 

光伏玻璃 3.2mm 镀膜 元/㎡ 28.5 28.5 27.5 27.5 27.5 0.0 

光伏玻璃 2.0mm 镀膜 元/㎡ 22.0 22.0 21.2 21.2 21.2 0.0 

资料来源：PVinfolink，浙商证券研究所 

 

3.1.1. 风电装机及招标 

2022 年 1-5 月国内新增风电装机 10.82GW，同比增长 39.07%，其中 5 月装机 1.1GW，

同比减少 35.29%。风电需求拐点已现，机型升级换代利好零部件环节。随着装机需求向

上，产业链成本压力有所缓解，盈利空间有改善预期。随着国内央企加大对风电投资，

整机环节“量、价、利”拐点有望交替出现，在节奏上有望出现“零部件先行，整机滞

后”的盈利改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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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全国风电发电当月新增装机容量（单位：万千瓦，%）  图 30：全国风电发电累计新增装机容量（单位：万千瓦，%）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本周风机招标 1.49GW,环比-39.79%。7 月份以来国内风机招标量 6.30GW，环比同期

-0.25%；其中本周海风招标 500MW，为国华投资山东渤中 B2 场址 500MW 海上风电项

目风力发电机组(含塔筒)采购招标。  

 

图 31：全国风机招标量（单位：GW）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招标网，集团电子招投标平台，浙商证券研究所 

 

3.1.2. 风电产业链价格 

风机：风机价格略有下降，7 月以来陆上风机裸机平均中标单价为 1932 元/kw，环比

-10.31%；含塔筒平均中标单价为 2032 元/kw，环比-11.15%；最低风机中标单价为 1593

元/kw，较 6 月同期低价环比-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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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陆上风机中标价格（单位：元/kw）  图 33：海上风机中标价格（单位：元/kw）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招标网，电力集团电子招投标平台，浙商证

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招标网，电力集团电子招投标平台，浙商证

券研究所 

  

原材料：焦炭大幅降价，多数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本周球墨铸铁/废钢/42CrMO 钢

材/铜/环氧树脂/焦炭价格分别变化-7.53%/-1.60%/-0.31%/+3.60%/-5.60%/-14.05%。 

 

图 34：球墨铸铁价格（单位：元/吨）  图 35：焦炭价格（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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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风电各环节原材料价格变化（单位：元/吨） 
      

风电环节 原材料 单位 2022/6/17 2022/6/24 2022/7/1 2022/7/8 2022/7/15 2022/7/22 本周变动 

轴承 
42CrMO 特

种钢材 
元/吨  5837   5576  5597 5518 5205 5189 -0.31% 法兰 

主轴 

一般铸件 

球墨铸铁 元/吨 4463  4306  4226 4144 4026 3723 -7.53% 

废钢 元/吨 3219  2711  2852 2760 2313 2276 -1.60% 

环氧树脂 元/吨 23500  22500  20400 18500 18750 17700 -5.60% 

焦炭 元/吨 3347  3047  3047 2847 2847 2447 -14.05% 

叶片及模具、

机舱罩 

玻璃纤维 元/吨 6000  5950 5775 5775 5775 5650 -2.16% 

PVC 元/吨 8850  8200  7350 6900 6450 6450 0.00% 

环氧树脂 元/吨 23500  22500  20400 18500 18750 17700 -5.60% 

电缆 
铜 元/吨 71220  64240  62845 59755 55130 57115 3.60% 

铝 元/吨 20150  19160  19050 18460 14720 17980 22.15% 

资料来源：WIND，卓创资讯，浙商证券研究所 

 

4. 行情回顾 

4.1. 板块行情 

本周板块表现：本周申万电力设备行业下跌 1.59%，位列 31 个申万一级行业第 30

位，同期沪深 300、创业板指分别下跌 0.2%、0.8%。细分板块来看，本周风电设备、电

池分别下降 3.9%、2.3%。 

  

图 36：电力设备板块涨跌幅（单位：%）  图 37：本周各子板块与大盘的涨跌幅（单位：%）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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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单位：%）  图 39：电力设备及子板块的 PE（TTM，剔除负值）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4.2. 个股行情 

行业内上市公司，本周涨幅前五为：惠程科技（+61.15%）、科陆电子（+45.45%）、

美达股份（+36.36%）、三超新材（+32.75%）、双一科技（+32.72%）。本周跌幅前五为：

金智科技（-22.56%）、明阳智能（-11.32%）、科达利（-10.94%）、星源材质（-10.86%）、

泽宇智能（-10.07%）。 

 

表 7：本周涨跌幅前五的个股情况（单位：%） 

涨幅前五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跌幅前五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002168.SZ 惠程科技 61.15% 
 

002090.SZ 金智科技 -22.56% 

002121.SZ 科陆电子 45.45%   601615.SH 明阳智能 -11.32% 

000782.SZ 美达股份 36.36% 
 

002850.SZ 科达利 -10.94% 

300554.SZ 三超新材 32.75%   300568.SZ 星源材质 -10.86% 

300690.SZ 双一科技 32.72%   301179.SZ 泽宇智能 -10.07%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1）疫情持续导致供应链停滞的风险； 

长三角地区疫情若不及时恢复，对当地供应链企业的复工复产将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到排

产，一方面影响到公司产品的交付能力，另一方面疫情也遏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2）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产品和设备公司的营业成本影响较大，对公司的毛利产生不利影响，进

而影响公司业绩。 

（3）海外政策支持力度减弱的风险。 

国内新能车和光伏企业逐步进入市场化阶段，但海外仍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当地产业主要依赖政

策驱动，若政策扶持力度减弱，将对全球的新能车和风光储产业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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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20％以上；   

2、增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10％～＋20％；   

3、中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

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

者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

公司” ）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

司没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

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

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

资产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

险。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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