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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走势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相关研究报告

《大国碳中和之绿电交易-国内外绿电交易对比，剖析绿电价值，

探求运营商收益率演变》 ——2022-08-02

《环保与公用事业202207第4期-2022H1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

45.8%，动力电池回收市场将达千亿级》 ——2022-08-02

《环保与公用事业 202207 第 3 期-2022H1 风电装机增速放缓，

2022Q2 公募基金加仓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湖北能源》 ——

2022-07-25

《环保与公用事业202207第 2期-2022H1发电量同比增长0.7%，

35 家电力公司预告业绩喜忧参半》 ——2022-07-18

《环保公用 2022 年 7 月投资策略-“虚拟电厂+电力现货”实现

盈利或刺激相关产业发展，抽水蓄能受益现货交易》 ——

2022-07-11

市场回顾：7月沪深300指数下跌7.02%，公用事业指数上涨4.05%，环保指

数上涨5.33%，月相对收益率分别为11.07%和 12.35%。申万31个一级行业

分类板块中，公用事业及环保涨幅处于第4和第1名。分板块看，环保板块

上涨5.33%；电力板块子板块中，火电上涨3.63%；水电上涨3.31%，新能源

发电上涨7.55%；水务板块上涨2.34%；燃气板块上涨8.32%。

重要事件：工信部将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健

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召开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综合利用工作座谈会。工信部提出，下一步将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和行业标准，健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支持

柔性拆解、高效再生利用等一批关键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

专题研究：动力电池回收主导公司可分为第三方资源回收公司和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上下游公司。天奇股份：布局锂电池回收，服务于汽车生命周期；格

林美：深耕动力电池回收领域，打造全生命周期价值链；旺能环境：子公司

产线陆续投产，与股东美欣达拆解汽车业务协同；浙富控股：布局全产业链

危废综合处理业务；光华科技：布局锂电池器件级和材料级全生命周期技术；

天能股份：动力电池生产商布局锂电池回收形成产业链闭环；金圆股份：上

游锂资源开采提炼、下游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为一体；超越科技：固废处理

公司布局锂电池回收。

投资策略：公用事业：1、新型电力系统中，必将大力推进电力现货市场交

易，促进辅助服务发展，“新能源+辅助服务”将成为其中重要交易模式，

推动储能，特别是抽水蓄能发展；2、政策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煤

价限制政策有望落地，火电盈利拐点出现。3、今年来水偏丰，把握水电机

会。推荐有较大抽水蓄能和新能源规划，估值处于底部的湖北能源；有抽水

蓄能、化学储能资产注入预期，未来辅助服务龙头文山电力；推荐现金流良

好，“核电与新能源”双轮驱动中国核电；推荐积极转型新能源，现金流充

沛火电龙头华能国际、中国电力等；有资金成本、资源优势的新能源运营龙

头三峡能源；电能综合服务苏文电能。

风险提示：环保政策不及预期；用电量增速下滑；电价下调；天然气终端售

价下调。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

公司 公司 投资 昨收盘 总市值 EPS PE

代码 名称 评级 （元） （亿元） 2021A 2022E 2021A 2022E

000883.SZ 湖北能源 买入 4.81 316 0.36 0.44 15.1 12.4

600995.SH 文山电力 买入 15.89 76.04 0.03 0.26 510.0 64.5

601985.SH 中国核电 买入 6.09 1148 0.46 0.63 14.9 10.8

600905.SH 三峡能源 买入 6.00 1717 0.20 0.31 32.4 20.6

600011.SH 华能国际 买入 6.48 1017 -0.65 0.55 -12.4 14.7

2380.HK 中国电力 买入 3.92 425 -0.09 0.28 -61.3 18.8

000875.SZ 吉电股份 买入 6.67 186 0.16 0.21 45.9 35.3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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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题研究与核心观点

（一）异动点评

7 月沪深 300 指数下跌 7.02%，公用事业指数上涨 4.05%，环保指数上涨 5.33%，

月相对收益率分别为 11.07%和 12.35%。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分类板块中，公用事

业及环保涨幅处于第 4和第 1 名。

分板块看，环保板块上涨 5.33%，上海洗霸发布 2022H1 业绩，净利润同比大幅增

长，股价涨幅 36.11%；电力板块子板块中，火电上涨 3.63%，赣能股份收获十连

板，公司水火并举、以电为主的发展格局，同时积极加快进军路桥等基础行业和

高科技领域，涨幅 64.29%；水电上涨 3.31%，新能源发电上涨 7.55%；水务板块

上涨 2.34%；燃气板块上涨 8.32%，其中佛燃能源涨幅 53.91%，欧洲天然气价格

连续大涨至 4 个多月来的新高，国内天然气板块迎来了连续上涨趋势，且公司在

氢能、光伏等领域有所布局。

（二）重要政策及事件

1、《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工业侧鼓励自备电源建设、加快新型储能规

模化应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 8 月 1 日联合印发《工业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 2020 年下降

13.5%，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大于全社会下降幅度，重点行业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2、国家电网：大力推进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建设，2030 年公司经营区抽蓄装机

1 亿千瓦、新型储能装机 1 亿千瓦

8 月 1 日出版的 2022 年第 15 期《求是》杂志刊发了国家电网董事长辛保安署名

文章《为美好生活充电 为美丽中国赋能》，文中指出，“十四五”期间，计划投

入电网投资 2.4 万亿元，大力推进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建设，支持现役煤电机组

“三改联动”，“十四五”时期力争“三北”地区累计完成 2.2 亿千瓦、东中部

地区累计完成 1 亿千瓦改造任务。

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力争 2025 年、2030 年公司经营区抽水蓄能装机分别达

到 5000 万千瓦、1 亿千瓦。支持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预计 2030 年公司经营区

新型储能装机达到 1 亿千瓦。

3、工信部：将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健全动力电

池回收利用体系

近日，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召开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综合利用工作座谈会。

工信部提出，下一步将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和

行业标准，健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支持柔性拆解、高效再生利用等一批关

键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

（三）专题研究：动力电池回收相关公司一览

主要公司分为第三方资源回收公司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公司。前者包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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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天奇股份、旺能环境等从回收赛道切入的玩家；后者包括整车制造商（比

亚迪、北汽蓝谷、宇通客车等）、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等）、电池

材料厂商（华友钴业、天赐材料等）。

自 2018 年以来，工信部陆续发布了三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

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企业白名单目录落地将加快动力电池回收实现商

业化。

表1：《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部分企业名单

批次 所属地区 企业名称 申报类型 相关上市公司 关系

第一批

浙江省 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 - 华友钴业 全资子公司

江西省 赣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 厦门钨业 持股 47%

湖北省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 格林美 全资子公司

湖南省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 宁德时代 持股 52.88%

广东省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光华科技 -

第二批

北京 蓝谷智慧（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北汽蓝谷 持股 34%

上海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比亚迪 全资子公司

江苏 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格林美 全资子公司

浙江
衢州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华友钴业 全资子公司

浙江天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再生利用 天能动力 全资子公司

江西

中天鸿锂清源股份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天赐材料 持股 81.56%

江西赣锋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再生利用 赣锋锂业 全资子公司

赣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厦门钨业 持股 47%

河南 河南利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宇能客车 持股 85%

湖北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格林美 全资子公司

广东
珠海中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光华科技 全资子公司

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再生利用 道氏技术 全资子公司

四川 四川长虹润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四川长虹 持股 43.23%

贵州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再生利用 厦门钨业 -

第三批

河北 河北中化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再生利用 中化国际 持股 90%

浙江 浙江天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天能动力 全资子公司

安徽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梯次利用 国轩高科 全资子公司

福建 福建常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再生利用 紫金矿业 持股 30%

江西 江西天奇金泰阁钴业有限公司 再生利用 天奇股份 全资子公司

湖南 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再生利用 长远锂科 全资子公司

资料来源：工信部、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天奇股份：布局锂电池回收，服务于汽车生命周期

天奇股份主要业务为汽车智能装备、汽车循环装备、锂电循环，服务于汽车生命

周期。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 PE 为 22.57，市值为 80.45 亿元。公司收购

核心子公司天奇金泰阁、天奇锂致，持续扩张产能，金泰阁建立了完整的废旧锂

离子电池原料采购、回收处理和产品销售的产业链，其生产规模位于行业前列。

公司由现有元素提取业务进一步向下游电池材料制造业务延伸，形成“电池回收-

元素提取-材料制造”的废旧锂电池资源化利用完整产业链。

公司 2021 年锂电池循环事业部收入 9.0 亿元。公司年报中预计 2022 年公司锂电

池循环板块整体产能为钴锰镍合计 9000 金吨、碳酸锂 4000 吨；2023 年钴锰镍合

计 12000 金吨，碳酸锂 5000 吨。将于 2022 年新建磷酸铁锂回收处理产能，项目

整体规划产能为年处理废旧磷酸铁锂电池 15 万吨。

格林美：深耕动力电池回收领域，打造全生命周期价值链

格林美主营业务是回收处理废旧动力电池、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废塑料与镍

钴锂钨战略资源。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 PE 为 35.16，市值为 46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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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动力电池回收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5 亿元，梯级利用装机量 1.06GWh，动

力电池回收的产能设计总拆解处理能力 21.5 万吨/年，再生利用 10 万吨/年。公

司聚焦三星、LGC、CATL、Ecopro、厦钨、容百等高镍三元前驱体核心客户，不断

深化产业链融合，强化与全球 TOP5 电池厂商的深度合作。

公司建成 6 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中心,年处理能力 35 万套，年拆解产能 20 万吨,

梯次利用产能 1.5Gwh。公司循环再造的新能源镍钴电池原料占中国市场 30%，梯

次利用动力电池占中国市场 20%，动力电池回收量占中国市场报废量 30%。公司依

托自身湿法冶金技术领先优势,建成多个动力电池材料再制造中心，计划在 2025

年将三元前驱体和四氧化三钴出货量分别提升至 40 万吨和 3.5 万吨。

图1：格林美新能源全生命周期价值链

资料来源：格林美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旺能环境：子公司产线陆续投产，与股东美欣达拆解汽车业务协同

旺能环境主要业务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以动力电池拆解为切入点，延

伸拓展新业务，突出做强废旧动力电池正极材料再生利用产业龙头，进一步做强

回收体系和再生技术核心能力。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 PE 为 15.03，市值

为 102 亿元。公司于 2022 年 1 月收购的立鑫新材料公司，一期动力电池提钴镍锂

项目预计 2023 年可全部达产，对应镍钴锰提纯量 3000 金吨/年，碳酸锂提纯量

1000 吨/年。2022 年下半年启动二期项目建设，项目规划对应镍钴锰提纯量 7500

金吨/年，碳酸锂提纯量 2800 吨/年。公司与股东美欣达拆解汽车业务协同，并开

始布局磷酸铁锂电池回收产能，规划产能规模为 6万吨废电池/年。

浙富控股：布局全产业链危废综合处理业务

浙富控股业务领域主要涉及危废资源化、清洁能源装备板块。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 PE 为 14.94，市值为 242 亿元。公司拥有集危险废物“收集—贮存—无

害化处理—资源深加工”前后端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危废综合处理技术与设施。全

资子公司申联环保集团是一家从事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专

业化环境服务商，正在积极布局动力蓄电池回收拆解单位产生的废液、废渣等危

险废物的处置市场。

公司已经通过环评批复的与汽车锂电池材料级别相关的产能规划包括：1.5 万吨

精制硫酸镍、1.5 万吨精制硫酸钴和 790 吨碳酸锂。公司规划的“4 万吨/年新能

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项目”已完成备案，新增废旧动力蓄电池拆解生产线

4 套，年拆解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 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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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浙富控股危废资源化业务产业链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光华科技：布局锂电池器件级和材料级全生命周期技术

光华科技的产品及技术服务被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产

业，与产业上下游产业链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产业发展。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

公司 PE 为 60.61，市值为 85.6 亿元。公司作为国家溯源平台再生利用和梯级利

用企业，广东省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单位，掌握“动力电池梯级利用-拆解分

类利用-材料修复-有价金属回收-材料制造”全生命周期价值链技术和工程化能

力，大力发展以锂电池材料与退役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为主体的新能源业务。公司

2021 年电池回收业务收入 0.58 亿元，1000 吨磷酸铁锂的回收线已于 2021 年第四

季度量产，在珠海计划建设年产 5 万吨磷酸铁和 1.15 万吨碳酸锂的综合回收生产

线。

图3：光华科技电池梯次利用、资源回收和全生命周期管理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天能股份：动力电池生产商布局锂电池回收形成产业链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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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能股份主要业务是轻型车动力电池，集多品类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 PE 为 21.95，市值为 385 亿元。公司侧重于锂电池

及其直接原材料和下游应用的投资，更上游的锂电回收业务由控股股东体系下的

浙江天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运营。2022 年，公司投资 30 亿锂电池回收项目落户盐

城。子公司目前回收处置能力为 1 万吨/年，在建拟建处置能力 10 万吨/年。

金圆股份：上游锂资源开采提炼、下游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为一体

金圆股份的业务以建材、环保、新能源三大板块为主。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公

司 PE 为-237.5，市值为 137 亿元。公司将在城市区域范围拓展废旧锂电池回收网

络，开展废旧锂电池回收、梯次利用、再生利用合作，推动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

产业发展，全面实现资源整合，构建上游锂资源开采提炼、下游废旧锂电池回收

利用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体系。

公司与盛大奇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全国范围开发区域中心站不少于 20

个。区域中心站的功能主要为废旧锂电池（包括但不限于动力蓄电池）的收集、

贮存。同时，开发除收集、贮存功能外增设拆解、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功能的区

域中心站数量不少于 3个。

超越科技：固废处理公司布局锂电池回收

超越科技是一家专业性处理固体废物并进行资源化利用的综合型环保企业。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公司 PE 为 80.16，市值为 27.09 亿元。公司加快推进报废汽车

拆解、锂电池回收利用等新领域的建设实施，进一步加大固废处置及资源化利用

投资规模，推动业务多元化发展，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建设完整的环

保产业链。子公司投资 4亿元，在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建设 6万吨/年报废锂电池

回收利用项目。

图4：超越科技废旧锂离子电池及极片废料循环利用生产工艺流程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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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部分整车厂商、电池厂商、电池材料厂商一览

公司名称 业务布局 业务规模

骆驼股份
公司将尽快完成动力锂电池回收工厂的建设工作，布局锂电“购销一体

化”产业链，最终在国内形成初具规模的锂电池循环产业链

公司动力锂电池回收工厂正在按计划建设中，并提前开展了体
系建设等合规工作，已与 14 家回收公司、7 家拆解厂、4 家行

业协会建立废旧电池采购关系。

宁德时代
收购邦普循环，通过回收废旧电池中的金属元素来生产三元正极前驱

体，邦普已形成“电池循环、载体循环和循环服务”三大产业板块，专
业从事数码电池和动力电池回收处理、梯度储能利用

广东邦普多项技术被行业专家评价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废旧电
池资源综合回收率可达 99.3%，动力电池回收产能已达 12 万吨/

年。

比亚迪
2022 年 4 月，在台州成立台州弗迪电池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电池

制造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

最早与中国铁塔达成梯次利用战略合作，与国内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大户中国铁塔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制定了精细化拆解、材
料回收、活化再生综合的“三步走战略”。已经在全国设立了

在全国设立的动力电池回收网点有近 40 个

国轩高科
逐步完善全产业链体系，从电池材料端、制造端到产品端，建成了完整

的锂电池垂直产业链，极布局电力储能领域，实现电池梯级应用。

2021 年公司投资建设了肥东产业基地，计划总投资 120 亿元，
以及江西宜春碳酸锂项目等，搭建电池回收网络，加速形成产

业闭环。

华友钴业
子公司华友衢州和资源再生进入工信部发布的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

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名单

华友循环 2018 年投产 再生利用专用生产线，已实现年处理退
役动力蓄电池 64680 吨，每年可综合回收钴 5783 吨（金属

量）、镍 9432 吨（金属量）、锂 2050 吨（金属量）以及锰、
铜箔、铝箔等有价元素。

赣锋锂业
业务贯穿上游锂资源开发、中游锂盐深加工及金 属锂冶炼、下游锂电
池制造及退役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为电池生产商及电动汽车生产商提

供了可持续的增值解决方案。

2021 年，循环科技已建成国内最大的退役锂电池绿色回收体系，
形成退役锂电池拆解及金属综合回收 34000吨/年的回收处理能
力，退役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退役三

元锂电池回收国内市场占有率前三。

中伟股份
未来形成矿产资源粗炼-矿产资源精炼-前驱体材料制造-新能源材料循

环回收一体化

中伟新材料南部（钦州）产业基地项目一期投资 100 亿元，主
要建设内容为 18 万吨三元前驱体及 12 万金属吨镍钴中间品加
工及综合循环回收。公司在贵州西部产 业基地建立循环产业

园，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处理退役锂电池 5 万吨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四）核心观点：碳中和背景下，推荐新能源产业链+综合能源管

理

公用事业：1、新型电力系统中，必将大力推进电力现货市场交易，促进辅助服务

发展，“新能源+辅助服务”将成为其中重要交易模式，推动储能，特别是抽水蓄

能发展；2、政策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煤价限制政策有望落地，火电盈利

拐点出现。3、今年来水偏丰，把握水电机会。推荐有较大抽水蓄能和新能源规划，

估值处于底部的湖北能源；有抽水蓄能、化学储能资产注入预期，未来辅助服务龙头

文山电力；推荐现金流良好，“核电与新能源”双轮驱动中国核电；推荐积极转

型新能源，现金流充沛火电龙头华能国际、中国电力等；有资金成本、资源优势

的新能源运营龙头三峡能源；电能综合服务苏文电能。

环保行业：1、业绩高增，估值较低；2、商业模式改善，运营指标持续向好：3、

稳增运营属性显现，收益率、现金流指标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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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板块表现

（一）板块表现

7 月沪深 300 指数下跌 7.02%，公用事业指数上涨 4.05%，环保指数上涨 5.33%，

月相对收益率分别为 11.07%和 12.35%。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分类板块中，公用事

业及环保涨幅处于第 4和第 1 名。

图5：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分板块看，环保板块上涨 5.33%；电力板块子板块中，火电上涨 3.63%；水电上涨

3.31%，新能源发电上涨 7.55%；水务板块上涨 2.34%；燃气板块上涨 8.32%；检

测服务板块下跌 0.00%。

图6：公用事业细分子版块涨跌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二）本月个股表现

1、环保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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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A 股环保行业股票多数上涨，申万三级行业中 65 家环保公司有 57 家上涨，8

家下跌，0 家横盘。涨幅前三名是*ST 博天（50.49%）、上海洗霸（36.11%）、

天壕环境（33.75%）。

图7：A 股环保行业各公司表现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7 月港股环保行业股票多数下跌，申万二级行业中 6 家环保公司有 1 家上涨，5

家下跌，0 家横盘。涨幅前三名是东江环保（3.39%）、绿色动力环保（-6.71%）、

光大环境（-9.72%）。

图8：H 股环保行业各公司表现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2、电力行业

7 月 A 股火电行业股票多数上涨，申万指数中 28 家火电公司有 16 家上涨，11 家

下跌，1 家横盘。涨幅前三名是赣能股份（64.29%）、建投能源（19.43%）、穗

恒运 A（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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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A 股火电行业各公司表现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7 月 A 股水电行业股票多数上涨，申万指数中 23 家水电公司有 20 家上涨，3家下

跌，0 家横盘。涨幅前三名是国网信通（25.98%）、韶能股份（23.21%）、明星

电力（21.27%）。

7 月 A 股新能源发电行业股票多数上涨，申万指数中 25 家新能源发电公司有 18

家上涨，7家下跌，0 家横盘。涨幅前三名是聆达股份（59.75%）、芯能科技（19.05%）、

长青集团（15.18%）。

图10：A股水电行业各公司表现 图11：A 股新能源发电行业各公司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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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港股电力行业股票多数下跌，申万指数中 18 家环保公司有 5 家上涨，12 家下

跌，1 家横盘。涨幅前三名是大唐发电（11.5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5.96%）、

电能实业（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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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H股电力行业各公司表现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3、水务行业

7 月 A 股水务行业股票多数上涨，申万三级行业中 23 家水务公司 19 家上涨，4

家下跌，0 家横盘。涨幅前三名是中原环保（26.30%）、渤海股份（8.29%）、深

水海纳（7.67%）。

7 月港股水务行业股票涨跌互现，申万港股二级行业中 4家环保公司有 2 家上涨，

2 家下跌，0 家横盘。涨幅前三名是天津创业环保股份（0.96%）、北控水务集团

（0.42%）、中国水务（-3.42%）。

图13：A股水务行业各公司表现 图14：H 股水务行业各公司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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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燃气行业

7 月 A 股燃气行业股票多数上涨，申万三级行业中 26 家燃气公司 23 家上涨，2

家下跌，1 家横盘。涨幅前三名是佛燃能源（92.73%）、南京公用（29.38%）、

洪通燃气（25.40%）。

7月港股燃气行业股票多数下跌，申万港股二级行业中13家环保公司有 0家上涨，

13 家下跌，0 家横盘。涨幅前三名是中国燃气（-0.33%）、新奥能源（-0.78%）、

香港中华煤气（-2.01%）。



证券研究报告

图15：A股燃气行业各公司表现 图16：H 股燃气行业各公司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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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电力服务

7 月 A 股电力服务行业股票多数上涨，5 家电力服务公司 6 家上涨，1 家下跌，0

家横盘。涨幅前三名是长高电新（22.19%）、永福股份（20.09%）、杭州柯林

（15.72%）。

图17：A股电力工程行业各公司表现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三、行业重点数据一览

（一）电力行业

1.发电量

2022 年 1-6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 396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7%。分品

种看，火电略有减少，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不同程度增长。其中，火

电发电量 27277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3.9%；水电发电量 5828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20.3%；风电厂发电量 34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8%；核电发电量 1990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2.0%；太阳能发电量 110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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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累计发电量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图19：1-5 月份发电量分类占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0：累计火力发电量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图21：累计水力发电量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2：累计核能发电量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图23：累计风力发电量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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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累计太阳能发电量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2.用电量

6月份，全社会用电量74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日均用电量环比增长 14.7%。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0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4%；第二产业用电量 49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8%；第三产业用电量 13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1%；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04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7%。

1—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4097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用电量 5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3%；第二产业用电量 27415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3%；第三产业用电量 693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城乡居民生活用

电量 61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6%。

图25：用电量月度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图26：5 月份用电量分类占比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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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第一产业用电量月度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图28：第二产业用电量月度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9：第三产业用电量月度情况(单位：亿千瓦时) 图30：城乡居民生活月度用电量(单位：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3.电力交易

2022 年 1-6 月，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24825.9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45.8%，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60.6%，同比提高 17.3 个百分点。

省内交易电量合计为 20034.5 亿千瓦时，其中电力直接交易 19335.6 亿千瓦时（含

绿电交易 77.6 亿千瓦时、电网代理购电 3710.1 亿千瓦时）、发电权交易 643.9

亿千瓦时、其他交易 54.9 亿千瓦时。省间交易电量合计为 4791.4 亿千瓦时，其

中省间电力直接交易 635.1 亿千瓦时、省间外送交易 4119.2 亿千瓦时、发电权交

易 37.1 亿千瓦时。

2022 年 6 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4221.1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30.6%。省内交易电量合计为3286.2亿千瓦时，其中电力直接交易3185.2

亿千瓦时（含绿电交易 18.8 亿千瓦时、电网代理购电 499.8 亿千瓦时）、发电权

交易 87.5 亿千瓦时、其他交易 13.6 亿千瓦时。省间交易电量合计为 934.9 亿千

瓦时，其中省间电力直接交易 120.3 亿千瓦时、省间外送交易 806.4 亿千瓦时、

发电权交易 8.2 亿千瓦时。

2022年 1-6月，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19970.7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5.0%。其中，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含绿电、电网代购）电量合计为 19335.6

亿千瓦时，省间电力直接交易（外受）电量合计为 635 亿千瓦时。

2022 年 6 月份，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3305.4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6.9%。其中，省内电力直接交易（含绿电、电网代购）电量合计为 3185.2

亿千瓦时，省间电力直接交易（外受）电量合计为 120.2 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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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省内交易电量情况 图32：省间交易电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2022年1-6月，国家电网区域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19507.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9%，占该区域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59.9%，其中北京电

力交易中心组织完成省间交易电量合计为 4390.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5.8%；南

方电网区域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4177.3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31.0%，占该区域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61.3%，其中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完

成省间交易电量合计为 400.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1.3%；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

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1140.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3%，占该区域全社会

用电量的比重为 71.0%。2022 年 1-6 月，国家电网区域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

合计为 15293.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9.7%；南方电网区域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

电量合计为 3620.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0.0%；蒙西电网区域中长期电力直接交

易电量合计为 1056.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2%。

4.发电设备

截至 6 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24.4 亿千瓦，同比增长 8.1%。其中，非化石能

源发电装机容量 11.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4.8%，占总装机容量的 48.2%，占比同

比提高 2.8 个百分点。水电 4.0 亿千瓦，同比增长 5.9%。火电 13.0 亿千瓦，同

比增长 2.9%，其中，燃煤发电 11.1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燃气发电 11001 万

千瓦，同比增长 3.9%，生物质发电 3950 万千瓦，同比增长 17.7%。核电 5553 万

千瓦，同比增长 6.5%。风电 3.4 亿千瓦（其中，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分别为 31558

和 2666 万千瓦），同比增长 17.2%。太阳能发电 3.4 亿千瓦（其中，光伏发电和

光热发电分别为 33620 和 57 万千瓦），同比增长 25.8%。

图33：全部发电设备容量情况（单位：亿千瓦） 图34：火电发电设备容量情况（单位：亿千瓦）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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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水电发电设备容量情况（单位：亿千瓦） 图36：核电发电设备容量情况（单位：亿千瓦）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37：风电发电设备容量情况（单位：亿千瓦） 图38：太阳能发电设备容量情况（单位：亿千瓦）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39：火电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图40：水电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1-6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 1777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81 小时。

分类型看，1-6 月份，全国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1691 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195 小时。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2057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133 小时；核电

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3673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132 小时；并网风电设备平均利用

小时 1154 小时，比上年同期降低 58 小时；太阳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690 小

时，比上年同期增加 30 小时。

5.发电企业电源工程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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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2158 亿元，同比增长 14.0%。其

中，水电 354 亿元，同比下降 25.4%；火电 347 亿元，同比增长 71.8%；核电 230

亿元，同比增长 1.9%；风电 567 亿元，同比下降 31.4%。非化石能源发电完成投

资占电源完成投资的 86.5%。1-6 月份，全国电网工程完成投资 1905 亿元，同比

增长 9.9%。

图41：火电电源投资基本完成额（单位：亿元） 图42：水电电源投资基本完成额（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43：核电电源投资基本完成额（单位：亿元） 图44：风电电源投资基本完成额（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二）碳交易市场

1.国内碳市场行情

本月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总成交量 1,091,990 吨，总成交额

64,230,223.56 元。

挂牌协议交易月成交量 441,990 吨，月成交额 25,529,223.56 元，最高成交价

60.00 元/吨，最低成交价 55.00 元/吨，本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为 58.00 元/

吨，较上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上涨 0.87%。

大宗协议交易月成交量 650,000 吨，月成交额 38,701,000.00 元。

截至本月，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 194,598,940 吨，累计成交

额 8,527,991,238.5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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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全国碳市场价格走势图（单位：元/吨） 图46：全国碳市场交易额度（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3：各地交易所碳排放配额成交数据（8.1-8.5）

交易所 深圳 上海 北京 广东 天津 湖北 重庆 福建

合计成交量（吨） 35,902 120 4,000 511,360 424,452 17,078 0 69,118

较上周变动 282.38% -98.02% -21.18% 131.83% 1.23% -64.28% - -73.80%

合计成交额（元） 1,377,333 7,315 352,000 40,850,650 16,579,532 808,981 0 1,389,471

较上周变动 276.24% -97.99% -20.21% 121.49% 2.05% -64.58% - -77.75%

成交均价（元/吨） 38 61 88 80 39 47 - 20

较上周变动 -1.61% 1.11% 1.23% -4.46% 0.81% -0.86% - -15.10%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2.国际碳市场行情

根据欧洲气候交易所数据，8 月 1 日-8 月 5 日欧盟碳排放配额（EUA）期货成交

10613.7 万吨 CO2e，较前一周下降 34.05%。平均结算价格为 77.85 欧元/CO2e，

较前一周下降 0.65%。

根据欧洲能源交易所数据，8 月 1 日-8 月 5 日欧盟碳排放配额（EUA）现货成交

19.40 万吨 CO2e，较前一周上升 29.33%。平均结算价格为 77.84 欧元/CO2e，较

前一周上升 26.29%。

图47：欧洲气候交易所碳配额期货（万吨 CO2e） 图48：欧洲气候交易所碳配额现货（万吨 CO2e）

资料来源：欧洲气候交易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欧洲能源交易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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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欧洲气候交易所碳排放配额期货历史交易价格

资料来源：欧洲气候交易所，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三）煤炭价格

本周港口动力煤现货市场价略有降低、期货市场价格略有升高。环渤海动力煤 8

月 3日的价格为 731 元/吨，较上周略有降低；郑州商品交易所动力煤期货主力合

约价格 8月 3日报价 845 元/吨，较上周有所下降。

图50：环渤海动力煤平均价格指数 图51：郑商所动煤期货主力合约收盘价(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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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然气行业

本周国内 LNG 价格与上周相比略有上升，8 月 5 日价格为 6887 元/吨。

图52：LNG 价格显著下调后回升（元/吨） 图53：LNG 价格（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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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HPGX、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SHPGX、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四、行业动态与公司公告

（一）行业动态

1、环保

（1）《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工业侧鼓励自备电源建设、加快新型储能

规模化应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 8 月 1 日联合印发《工业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 2020 年下降

13.5%，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大于全社会下降幅度，重点行业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在深入推进节能降碳方面，提出：推动工业用能电气化，推进氢能制储输运销用

全链条发展，鼓励企业、园区就近利用清洁能源，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开展“光

伏+储能”等自备电厂、自备电源建设；加快工业绿色微电网建设，增强源网荷储

协调互动，加快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

1、电力

（1）国资委：央企要全力提升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保障能力

近日，国资委组织召开中央企业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专题会，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的决策部署。

会议要求，有关中央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采取有力措施，

切实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煤炭企业要加快释放先进产能，发电企业要提

升顶峰发电能力，电网企业要加强资源统筹、推动余缺互济，共同打好打赢迎峰

度夏能源电力保供攻坚战，同时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备战工作。

（2）能源局：2022H1 光伏新增并网 3088 万千瓦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2022 年上半年光伏发电建设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我国上半年新增光伏发电并网容量 3087.8 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电

站新增装机 1122.5 万千瓦，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 1965.3 万千瓦。同时，户用光

伏上半年新增装机 891.4，占分布式总装机近一半左右。截至 2022 上半年，我国

光伏新增装机已经超过了上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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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电网：大力推进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建设，2030 年公司经营区抽蓄装

机 1 亿千瓦、新型储能装机 1 亿千瓦

8 月 1 日出版的 2022 年第 15 期《求是》杂志刊发了国家电网董事长辛保安署名

文章《为美好生活充电 为美丽中国赋能》，文中指出，“十四五”期间，计划投

入电网投资 2.4 万亿元，大力推进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建设，支持现役煤电机组

“三改联动”，“十四五”时期力争“三北”地区累计完成 2.2 亿千瓦、东中部

地区累计完成 1 亿千瓦改造任务。

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力争 2025 年、2030 年公司经营区抽水蓄能装机分别达

到 5000 万千瓦、1 亿千瓦。支持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预计 2030 年公司经营区

新型储能装机达到 1 亿千瓦。

（4）能源局：2022 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持续向好

今日国家能源局召开三季度网上新闻发布会，发布 2022 年上半年能源形势、可再

生能源并网运行情况。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介绍了上半年可再生能源整体情况：

1）2022 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稳步扩大。2022 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

源发电新增装机 5475 万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 80%。其中，水电新增 941

万千瓦、风电新增 1294 万千瓦、光伏发电新增 3088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新增 152

万千瓦，分别占全国新增装机的 13.6%、18.7%、44.7%和 2.2%。截至 2022 年 6

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 11.18 亿千瓦。

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步增长。2022 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1.25

万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持续保持高利用率水平。2022 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流域

水能利用率约 98.6%，较上年同期提高 0.2pct；全国风电平均利用率 95.8%，较

上年同期降低 0.6pct；全国光伏发电平均利用率 97.7%，较上年同期降低 0.2pct。

（5）能源局：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发挥煤电顶梁柱和煤炭压舱石

作用，抓住保量和稳价两个关键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题为“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文章。文章指出，

入夏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不少地区加速复工达产，多个省份用电负

荷创历史新高，用能需求明显回升。随着“七下八上”负荷高峰期来临，全国用

电负荷还将继续攀升，对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带来一定挑战。

当前煤炭电力保供仍然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区域性、时段性供需偏紧矛盾仍然

存在。扎实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要充分发挥煤电“顶梁柱”、煤炭“压

舱石”的作用，尤其要抓住“保量”和“稳价”两个关键。

保量方面，积极挖掘煤炭增产潜力，有效释放先进产能，并确保电煤运输平稳有

序，同时提升存煤能力，保障高峰期用煤需求。

稳价方面，随着中长期合同全覆盖等政策落地见效，煤炭价格波动幅度明显低于

去年四季度。但当前煤价仍处高位，为此需要运用市场化法治化办法，通过完善

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强化市场预期管理等措施，引导煤价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

进一步完善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为煤电企业减负纾困。

（6）广东省：因供电紧张暂缓执行现货电能量报价上限

8 月 1 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发布《关于暂缓执行价格限值相关条款的通知》。

文件指出，将暂缓执行电力现货报价上限和二级价格限值。

（7）北京：支持氢能产业发展，奖励产业链龙头企业、补贴加氢站建设、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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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制氢设施建设并补贴试点工程

近日，北京市经信局印发了《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征

求意见稿）》，部分措施如下。

支持供应链协同：在氢能和燃料电池领域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强链补链”行动，

对京津冀范围内首次纳入产业链龙头企业供应链，且首次签订采购合同后实际累

计履约金额达到一定额度，按实际履约金额的一定比例对产业链龙头企业给予奖

励。

支持加氢站建设运营：鼓励新建和改建加氢站，对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

对加氢站压缩机 12 小时额定工作能力≥1000 公斤的补贴 500 万元，对额定工作

能力≥500 公斤的补贴 200 万元。对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

于 30 元/千克的加氢站，给予加氢站 10 元/千克氢气运营补贴。

支持先进氢能设施建设：鼓励建设配套氢能终端应用的分布式清洁低碳氢源制备

设施，促进氢源就近供应。鼓励开展先进制氢、储运、加氢设施试点建设，对开

展小批量新技术新产品实际工况等测试验证，按照单个项目不超过 1000 万、不高

过测试投资额的 30%进行补贴。

（8）统计局：山西优混（5500 大卡）7月下旬较 7 月中旬价格同比下降 4.1%

8 月 4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据对全国流通领域 9 大类 50 种重要生产资料市

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2 年 7 月下旬与 7 月中旬相比，15 种产品价格上涨，32

种下降，3 种持平，煤炭方面，山西优混（5500 大卡）本期价格为 1195.0 元/吨，

同比下降-41%，每吨下降 50.7 元。

（9）工信部：上半年锂均价为 45.3 万元/吨，同比增长 454%

近日工信部发布 2022 年上半年有色金属行业运行情况。在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带

动下，原生镍、锂盐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6.9%、38%。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数

据，上半年锂均价为 45.3 万元/吨，同比增长 454%。

（10）工信部：将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健全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体系

近日，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召开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综合利用工作座谈会。

工信部提出，下一步将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和

行业标准，健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支持柔性拆解、高效再生利用等一批关

键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

（11）北京：分布式光伏项目入网可由“自发自用”变为“全额上网” ，不得

转回

近日，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广东、广西、海南省（区）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指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文件中明确，项目备案时可以选择“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或“全额上网”中的

一种模式；已按“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执行的项目，项目单位要向当地能

源主管部门申请变更备案，允许变更为“全额上网”模式，但不得再变更回“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二）公司公告

1、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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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洗霸-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2H1 营收 3.07 亿元，同比增加 25.9%；归母

净利润 0.5 亿元，同比增长 171.5%。主要原因是 2022 年 3 月以来上海疫情严重，

公司参与了多个方舱医院的建设、污水处理、消毒服务与运营管理。

【中电环保-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2H1 营收 6.24 亿元，同比增加 52.7%；归母

净利润 0.73 亿元，同比增长 18.4%。

【瀚蓝环境-REITS 发行】为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公司将启动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发行工作，拟选取排水业务或固废处理业务相关资产作为入池资产，预计

规模 10-30 亿。

【侨银股份-中标】：公司收到约 1.66 亿元广东省佛山市祖庙街道村居环卫绿化

一体化项目（南片区包）中标通知书。

【博世科-通报批评】因 2021 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预计净利润与年度报告披露的

经审计净利润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且未及时修正，深交所对公司、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及财务总监给予通报批评处分。

【博世科-半年报】：2022 年 H1 公司实现营收 11.7 亿元，同比下降 23.5%，归母

净利润-0.84 亿元，同比下降 196.6%。主要是受国内疫情反复、财政支付压力大

的影响，公司获取市政环境订单及项目实施不及预期，且对部分已完工项目的期

末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计提减值损失。

【聚光科技-政府补助】公司及子公司自 2022 年 5 月 19 日至 2022 年 8 月 2 日累

计收到政府补助约 0.50 亿元，其中增值税即征即退资金为人民币 0.15 亿元，与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密切相关，具有可持续性，其他政府补助资金为 0.35 亿元。

【伟明环保-对外投资】：公司与永青科技、盛屯矿业、欣旺达签署合作协议，拟

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投资开发建设年产 20 万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的项目，项目总投

资不超过人民币 191 亿元，公司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4.5 亿元。

【伟明环保-对外投资】：公司与曼尼特国际资本、香港欣威签署合作协议，拟成

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高冰镍项目，项目预计年产高冰镍含镍金属 4 万吨，项目

总投资不超过 3.9 亿美元（26 亿人民币）。公司本次投资金额不超过 0.71 亿美

元（4.80 亿人民币）。

2、电力

【乐山电力-土地补偿】：公司与乐山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

回补偿协议》，共出让 34 亩土地使用权，公司及燃气公司预计可获得 0.68 亿元

补偿款。

【广州发展-业绩快报】：公司 2022 年 H1 实现营业收入 207.39 亿元，同比增长

16.0%；实现归母净利润 7.17 亿元，同比增长 8.1%。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煤价

上涨带来煤炭物流利润增加、新能源装机增长带来新能源营收和利润增加。

【福能股份-接收发电指标】：子公司晋江气电收到福建发改委下发的《关于 2022

年度发电指标转让替代工作有关事项的函》，本次接收上网电量指标 24.86 亿千

瓦时，替代上网电价 0.3 元/千瓦时（含税）。如替代电量指标全部转让，预计晋

江气电 2022 年度可确认转让替代电量毛利约 4.9 亿元。

【宝新能源-半年报】：受电力需求偏弱、来水较往年明显增加、煤炭价格持续高

位上涨等因素影响，2022H1 公司实现营收 37.68 亿元，同比减少 15.8%，归母净

利润 0.09 亿元，同比减少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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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燃气

【洪通燃气-业绩快报】：公司 2022H1 营收 7.70 亿元，同比增长 64.72%；归母

净利润 1.13 亿元，同比增长 54.0%。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要产品之液化天然气（LNG）

及压缩天然气（CNG）的销售随市场行情实现量价齐升。

【百川能源-半年度报告和分红】：公司 2022H1 实现营收 26.24 亿元，同比增长

7.3%；归母净利润 2.46 亿元，同比降低 28.2%，主要原因是天然气采购成本上涨。

公司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 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2.01 亿元（含税），占公司本期归母净利润的 81.7%。

五、板块上市公司定增进展

表4：板块上市公司定增进展

公司简称 增发进度 增发价格 增发数量(万股) 预案公告日 股东大会公告日

新天然气 实施 16.88 4,779.34 2021/3/31 2021/4/17

联泰环保 实施 6.17 13,425.36 2021/2/22 2021/3/10

长源电力 实施 3.61 144,137.64 2020/12/25 2021/1/14

新奥股份 实施 12.50 24,587.12 2019/9/11 2019/12/10

安车检测 实施 32.50 3,534.77 2020/9/19 2020/10/10

清新环境 实施 4.90 32,244.90 2020/9/1 2020/9/26

吉电股份 实施 3.48 64,389.42 2020/8/12 2020/8/28

东方环宇 实施 12.15 2,938.27 2020/4/11 2020/4/28

国新能源 实施 3.45 29,333.04 2020/7/21 2020/8/20

中国核电 实施 4.02 189,054.73 2020/7/4 2020/8/6

广电计量 实施 32.50 4,615.38 2020/9/16 2020/10/10

博世科 实施 7.63 9,915.59 2021/3/23 2021/5/10

华电国际 实施 4.36 688.16 2021/3/26 2021/5/29

江苏新能 实施 11.07 6,775.07 2021/1/30 2021/5/25

广州发展 实施 6.43 81,785.90 2021/6/10 2021/7/1

苏试试验 实施 28.79 2,084.06 2021/3/17 2021/4/8

川能动力 实施 3.45 17,899.55 2020/6/8 2020/12/17

*ST 兆新 董事会预案 0.00 56,472.36 2021/1/25 -

洪城水业 证监会通过 0.00 5,528.51 2021/1/30 2021/11/2

巴安水务 董事会预案 3.13 20,093.01 2021/4/8 -

华银电力 证监会通过 0.00 25,000.00 2021/11/9 2021/12/8

涪陵电力 实施 12.18 14,751.74 2020/8/15 2020/12/19

豫能控股 实施 4.06 20,500.00 2020/10/20 2021/3/23

富春环保 股东大会通过 4.76 25,950.00 2021/9/15 2021/12/7

碧水源 实施 7.61 46,961.28 2021/9/30 2021/10/14

长江电力 股东大会通过 17.46 92,192.24 2021/12/11 2022/7/21

桂东电力 实施 4.00 18,500.00 2020/3/20 2020/7/17

创业环保 证监会通过 0.00 42,816.85 2021/11/23 2021/12/25

南方汇通 股东大会通过 8.05 5,000.00 2021/9/16 2021/10/21

中再资环 股东大会通过 0.00 41,659.79 2021/9/18 2022/3/8

万邦达 证监会通过 10.37 3,365.38 2021/9/11 20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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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环境 证监会通过 0.00 31,867.82 2021/12/1 2021/12/17

国投电力 实施 7.44 48,830.65 2021/7/20 2021/8/5

文山电力 股东大会通过 0.00 14,355.79 2021/10/16 2022/5/28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六、本周大宗交易情况

表5：本周大宗交易情况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当日收

盘价

成交额(万

元)
买方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

002610.SZ 爱康科技 2022-08-04 3.62 0.00 3.62 231.9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区顾戴路证券营业

部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复

兴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002610.SZ 爱康科技 2022-08-01 3.94 0.00 3.94 394.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广电金融中心证券营业部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景田证券营业部

000899.SZ 赣能股份 2022-08-02 12.86 -6.13 13.70 4,524.53
招商证券交易单元(35380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复

兴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000899.SZ 赣能股份 2022-08-01 13.16 -7.45 14.22 1,789.76
招商证券交易单元(35380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复

兴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300012.SZ 华测检测 2022-08-01 20.45 0.00 20.45 696.53 机构专用 机构专用

300332.SZ 天壕环境 2022-08-04 11.31 -18.57 13.89 744.2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

华路证券营业部

300332.SZ 天壕环境 2022-08-03 11.50 -18.61 14.13 1,035.0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

华路证券营业部

300332.SZ 天壕环境 2022-08-01 12.00 -20.32 15.06 960.0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新

华路证券营业部

002015.SZ 协鑫能科 2022-08-01 17.00 0.89 16.85 1,104.32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杨园南路证券营业部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邹

容路证券营业部

002015.SZ 协鑫能科 2022-08-01 17.00 0.89 16.85 5,501.71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杨园南路证券营业部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芜

湖路证券营业部

600900.SH 长江电力 2022-08-04 23.85 0.00 23.85 1,197.8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

部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芜

湖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600900.SH 长江电力 2022-08-02 23.62 0.00 23.62 509.1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

部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芜

湖中山南路证券营业部

000035.SZ 中国天楹 2022-08-03 6.45 0.00 6.45 258.00
机构专用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

郁州北路证券营业部

000035.SZ 中国天楹 2022-08-02 5.97 -5.84 6.34 2,985.00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北京广安

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机构专用

836263.BJ 中航泰达 2022-08-05 4.10 -29.79 5.84 41.0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长

江路证券营业部

836263.BJ 中航泰达 2022-08-04 4.04 -30.94 5.85 40.4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长

江路证券营业部

836263.BJ 中航泰达 2022-08-03 4.07 -29.34 5.76 40.7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长

江路证券营业部

836263.BJ 中航泰达 2022-08-02 4.20 -27.71 5.81 42.0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长

江路证券营业部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七、风险提示

疫情影响；环保政策不及预期；用电量增速不及预期；电价下调；天然气终端售价下

调。

公司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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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公司盈利预测及估值

公司 公司 投资
收盘价

EPS PE PB

代码 名称 评级 2021A 2022E 2023E 2021A 2022E 2023E 2022

000883.SZ 湖北能源 买入 4.81 0.36 0.44 0.54 15.1 12.4 10.1 1.2

601985.SH 中国核电 买入 6.09 0.46 0.63 0.70 14.9 10.8 9.8 1.7

600905.SH 三峡能源 买入 6.00 0.20 0.31 0.37 32.4 20.6 17.3 2.6

600011.SH 华能国际 买入 6.48 -0.65 0.55 0.82 -12.4 14.7 9.9 2.3

2380.HK 中国电力 买入 3.92 -0.09 0.28 0.38 -61.3 18.8 13.8 1.4

000875.SZ 吉电股份 买入 6.67 0.16 0.21 0.55 45.9 35.3 13.5 1.9

0836.HK 华润电力 买入 13.68 0.33 0.33 2.16 51.8 51.8 7.9 0.9

600995.SH 文山电力 买入 15.89 0.03 0.26 0.34 510.0 64.5 49.4 3.6

300982.SZ 苏文电能 买入 50.39 2.15 2.32 3.32 20.4 18.9 13.2 4.1

603165.SH 荣晟环保 买入 14.37 1.08 1.09 1.63 13.1 13.0 8.7 2.0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港股单位为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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