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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   全国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

额达 84.92 亿元。 
根据生态环境部，全国碳市场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正式启动上线

交易，一年来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碳排

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 1.94 亿吨，累计成交额达 84.92 亿元。生态

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在 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碳

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

重要引擎。全国碳市场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最大，第一个履约

周期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 家，年覆盖二氧化碳排

放量约 45 亿吨。刘友宾说，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目前仍处于起

步阶段。为了进一步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加快推进双碳目标

以及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部将持续强化全国碳市场法律法

规和政策体系，积极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

台，并完善配套交易制度和相关技术规范。持续强化市场功能

建设，逐步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主体、交

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全国碳市场自正式上线来，总体运行平

稳，表明我国减碳成果颇有成效。随着生态部进一步加强对全

国碳市场的运行管理以及建设，逐步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

范围，各致力于节能减排的环保企业有望在双碳以及绿色低碳

转型的东风中迎来发展。 

 

►   1-7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3.4%，7月同比

增长 6.3%。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披露，7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8324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21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4.3%；第二产业用电量 5132 亿千瓦时，同比下

降 0.1%；第三产业用电量 159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5%；城

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4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8%。7月，第一

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有较快增长，同比均超

10%，其中受 7 月夏季气温逐渐攀升影响，居民制冷需求逐渐提

高，空调负荷不断释放，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上升 26.8%，

超 26%，而第二产业用电量呈稳定微降状态。1~7 月，全社会用

电量累计 4930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4%。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用电量 63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1%；第二产业用电量

325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第三产业用电量 8531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4.6%；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7586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12.5%。1-7 月，第一产业受疫情影响较小，呈现较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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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用电量同比上升超 10%，而第二、第三产业受上半年疫情

反复影响较为明显，增速相较于第一产业略有逊色，用电量同

比分别上涨 1.1%、4.6%。全社会电力消费水平稳步提升，随着

夏季用电高峰期将至，叠加国家当下的保供政策，用电量有望

继续增长，发电行业有望从中受益。 

 

►   美国通过《2022通胀削减法案》，光伏行业受益明

显。 
根据凤凰网，当地时间 8 月 12 日，美国众议院以 220 票赞成、

207 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2022 通胀削减法案》。税收抵免政

策（ITC）是推动美国光伏发展的重要政策。该法案在将 ITC 税

收抵免到期时间延长 10 年的基础上，要求抵免额度在 2032 年之

前维持在 30%，到 2033年降至 26%，到 2034年降至 22%。在低

收入社区风光税收优惠政策方面，《2022 通胀削减法案》给予

符合标准的风电、光伏设施税收优惠规模增加 10%-20%。从制

造端角度来看，政策包括了对光伏产业链各环节的税收抵免。

税收抵免可能会刺激美国超过 30GW 的光伏组件新产能。这将

有助于降低美国光伏的终端价格，刺激需求释放，对美国光伏

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除了上述税收优惠政策，《2022 通

胀削减法案》计划通过提供 10 年消费者税收抵免的方式鼓励安

装屋顶光伏、热泵、电动HVAC（空气调节系统）、热水器等，

各项补贴适用于采用光伏技术的实体和个人消费者，将为中小

型光伏和储能市场打开空间。税收减免政策将对有力拉动美国

光伏投资。美国《2022 通胀削减法案》对光伏行业的利好政策

时间跨度长，补贴力度大，我们预计法案实施将刺激美国光伏

行业进入爆发期，而国内出口美国光伏组件的供应商有望因美

国内需扩大而受益，未来业绩值得期待。 

 

►   国内动力煤以兑现长协为主，需求以刚需为主价

格趋稳。 
根据卓创资讯，产地方面，长协煤来看，目前主流大矿以兑现

长协保供资源为主，落实中长期合同合理价格。市场煤来看，

本周山西、内蒙地区多数煤矿出货平稳，坑口库存压力不大，

价格稳定；与上述地区不同，陕西榆林地区部分煤矿受化工用

户阶段性补库需求释放影响，出货情况好转，到矿拉运车辆增

加，高热化工煤资源坑口价格出现上行。此外供应方面，本周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产地局部地区露天矿多暂停生产，对产地

煤价形成一定支撑。港口方面，本周北方港口动力煤市场整体

偏弱僵持。近期华东地区高温天气持续，电厂日耗高位，但拉

运多以长协资源为主，采购市场煤积极性不高，非电用户则多

保持刚需拉运，存压价还盘情绪；贸易商受产地坑口价格暂

稳，且局部地区出现反弹支撑，降价销售意向不强，报价趋

稳。整体来看，本周北方港口动力煤市场买卖双方心态分歧较

重，整体维持僵持，实际成交以下游用户刚需为主。 

 

►   国内 LNG均价震荡上行，美国天然气价格或将承

压下行。 

根据卓创资讯，供应方面，本周国内液厂 LNG 产量及槽批出货

量环比上周均有小幅增加；需求方面，当前由于 LNG 价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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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终端点供以及加气站需求逐渐转淡，市场观望气氛增强，

接收站近期虽然船期到港增量明显，但在局部高温状态下，仍

以气化外输为主。下周 LNG 供应量或窄幅增加，需求不振情况

或得到进一步巩固，LNG 价格或以高位震荡为主。美国方面，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与当地时间 8 月 9 日发表的短期能源展

望报告中表示，美国天然气产量将持续上升，且在 2022 年创下

历史新高。另一方面，自由港方面发表声明称已与美国管道和

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局(PHMSA)达成协议，最早将于 10 月初恢复

运营，并且几乎能恢复全部产能。芝商所预计，美国地区天然

气产量增加预期向好，且自由港液化终端恢复超出预期时间，

美国天然气价格或将承压下行。 

 

投资建议 

在国家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以及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国家对

碳市场的进一步强化管理和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也进一步彰显我国

减排减碳的坚定决心。而作为减碳重要途径的资源的循环和协同

利用势必成为未来趋势。而污水资源化处置作为其中一环也有望

受益，作为污水资源化处理中必不可少的污水处置设备投入有望

进一步扩大，其中过滤成套装备是污水治理的关键设备，推荐关

注国内过滤成套装备的领先企业，持续拓展新能源及砂石高景气

赛道的【景津装备】。在如今国家全面推进碳中和、碳减排以及

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再生资源回收是完成目标的举措之一，

也是循环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建设循环经济体系的背景下，

借着新能源国家利好政策的东风，再生资源领域有望迎来发展良

机。受益的标的有稀土废料领先企业，深度布局废钢、报废汽车

回收利用的【华宏科技】。 

在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稳步提升叠加保供政策的背景下，新能源

运营商受益于内需扩大，运营效率提升，业绩提升。我们推荐

关注火电转型新能源标的【华能国际】; 同时受益的新能源运营

电站有【太阳能】、【节能风电】，受益的港股标的有【龙源

电力】、【华润电力】、【中国电力】。 

 

风险提示 

1）碳中和相关政策推行不及预期； 

2）动力煤、天然气需求季节性下降； 

3）电力政策出现较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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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月全社会用电量稳增，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加速光伏行业

发展 

1.1.环保行业 

1.1.1.周内重点行业新闻 

1、财政部下达资金 61.2 亿元用于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 

北极星水处理网消息，财政部下达 2022 年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 61.2 亿

元，用于支持“十四五”第二批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作。 

此次下达 14个东、中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每个 2.2亿元；9个西部地级及以上城

市每个 3 亿元；东部县级城市 1.4 亿元；西部县级城市 2 亿元。 

 

2、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北极星大气网消息，近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碳达峰实施方

案》正式实施。《方案》旨在为探索一体协同落实碳达峰目标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为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和双碳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方案》明确了总体要求，以“一体协同，系统推进，增存并举，示范引领，业

界共治”为主要原则，提出到 2025 年，在两区一县（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

善）分别完成上级下达目标的基础上，力争示范区能耗强度较 2020 年降低 15%左右、

碳排放强度较 2020 年下降 20%以上；到 2030 年前，整体率先实现碳达峰并稳步下

降，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3、《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规划》全文发布 

据北极星环保网，8 月 9 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规划》，《规划》提出，到 2025 年，积

极推动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形成与超大城市特征基本相适应

的现代化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与节能政策措施体系，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显著

提高。重点领域能效和碳排放水平保持全国领先，碳中和迈出坚实一步，为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挑战、实现碳中和目标奠定基础。 

因地制宜发展本市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光伏、地热，适度发展风电和垃圾焚

烧发电，促进氢能示范应用。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chengshiguanwang/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wushuichuli/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haimianchengshijianshe/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changsanjiao/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tandafeng/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tanpaifang/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beijing/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yingduiqihoubianhua/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tanpa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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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 

据北极星环保网，8 月 11 日，重庆印发《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十四五”规划

（2021—2025 年）》。具体目标如下：1、形成生态环境监测大格局。统筹建立形成

市级部门监测合作及资源共享工作机制，厘清市级部门生态环境监测责任，进一步

明确监测事权划分，完善管理机制；加强与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数据资源

整合，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数据统筹；促进形成政府、企业、公

众协同推进监测发展的大格局。2、完善生态环境监测大网络。基本建成以国家－市

－区县三级统筹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大幅增加市级以上大气环境质量和地表水环

境质量监测点位，完善碳监测、地下水、土壤、农村、生态、辐射、噪声等监测网

络。进一步拓展自动监测指标数量和站点覆盖范围，建立完善以自动监测为主的智

能化监测网络。污染源监测覆盖重点排污企业、重点入河排污口、工业园区及移动

源。区县级生态环境质量热点监测网络更加精细、全面。3、打造生态环境监测强能

力。生态环境监测能力达到“西部领先、全国一流”。  

 

1.1.2.全国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额达 84.92 亿元 

全国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额达84.92亿元。根据生态环境

部，全国碳市场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正式启动上线交易，一年来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 1.94 亿吨，累计成交额达 84.92 亿

元。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在 7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碳市场是实

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全国碳市场全球覆

盖排放量规模最大，第一个履约周期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 家，年覆盖

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45 亿吨。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为了进一步

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加快推进双碳目标以及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部将持续强

化全国碳市场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积极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台，

并完善配套交易制度和相关技术规范。持续强化市场功能建设，逐步扩大全国碳市

场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主体、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全国碳市场自正式上线来，

总体运行平稳，表明我国减碳成果颇有成效。随着生态环境部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碳

市场的运行管理以及建设，逐步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各致力于节能减排

的企业有望在双碳以及绿色低碳转型的东风中迎来发展。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chongqing/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shengtaihuanjingj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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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日成交量  图 2 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日成交金额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在国家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以及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国家对碳市场的进一

步强化管理和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也进一步彰显我国减排减碳的坚定决心。而作为减

碳重要途径的资源的循环和协同利用势必成为未来趋势。而污水资源化处置作为其

中一环也有望受益，作为污水资源化处理中必不可少的污水处置设备投入有望进一

步扩大，其中过滤成套装备是污水治理的关键设备，推荐关注国内过滤成套装备的

领先企业，持续拓展新能源及砂石高景气赛道的【景津装备】。在如今国家全面推

进碳中和、碳减排以及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再生资源回收是完成目标的举措之

一，也是循环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建设循环经济体系的背景下，借着新能源国

家利好政策的东风，再生资源领域有望迎来发展良机。受益的标的有稀土废料领先

企业，深度布局废钢、报废汽车回收利用的【华宏科技】。 

 

1.1.3.环保行情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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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W 水务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图 4 SW 固废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5 SW 综合环境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图 6 SW 环保装备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1.2.公用事业行业 

1.2.1.周内重点行业新闻 

1、国务院：推动能源领域今年可开工的重大项目尽快实施 

北极星光伏网消息，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适度

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投资更多向民生项目倾斜。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6.1%，有效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重点投资项目中包含能源项目类别，推动能源领域基本具备条件今年可开工的

重大项目尽快实施。发挥煤炭的主体能源作用。通力合作优化煤炭企业生产、项目

建设等核准审批政策，落实地方稳产保供责任，充分释放先进产能。通过核增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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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产、新投产等，今年新增煤炭产能 3 亿吨。积极稳妥推进金沙江龙盘等水电项目

前期研究论证和设计优化工作。加快推动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建设，近期抓紧启动第二批项目，统筹安排大型风光电基地建设项目用

地用林用草用水，按程序核准和开工建设基地项目、煤电项目和特高压输电通道。

重点布局一批对电力系统安全保障作用强、对新能源规模化发展促进作用大、经济

指标相对优越的抽水蓄能电站，加快条件成熟项目开工建设。加快推进张北至胜利、

川渝主网架交流工程，以及陇东至山东、金上至湖北直流工程等跨省区电网项目规

划和前期工作。对经过多年准备和全面评估审查、已纳入国家规划的浙江三门、山

东海阳、广东陆丰三个核电新建机组项目予以核准。 

 

2、上海：2025 年光伏装机力争达到 407 万千瓦 

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消息，8 月 11 日，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上海市

能源电力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指出，全面推广光伏应用。分领域摸

排全市光伏可开发资源，制定工业、公共机构、交通、公共建筑、住宅、农业等领

域光伏+专项实施方案。积极推进道路隔音棚、光伏建筑一体化、住宅“平改坡”“坡

改坡”等光伏试点，启动实施横沙东滩大规模农光互补项目。在立项审批、土地出让、

施工图审查等环节按“能建尽建”原则落实新建项目光伏开发，新建工业厂房、交通

设施、公共机构等建筑屋顶安装光伏面积比例不低于 50%，新建公共建筑、住宅屋

顶安装光伏面积不低于 30%，新建全影形隔音棚光伏全覆盖。已建设施按以上标准

对可利用面积实施改造，2025 年前改造不低于 50%，2030 年前能改尽改。2025、

2030 年全市光伏装机力争达到 407、700 万千瓦。 

 

3、大唐与湖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围绕新能源、碳交易、乡村振兴等领

域开展投资合作 

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消息，8 月 9 日，以“携手打造中部地区战略支点 建设全国

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为主题的第七届湖北省与中央企业项目对接洽谈会在武汉召

开。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彭勇出席会议，并代表中国大唐与湖北省政府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按照合作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新能源、碳交易、乡村振兴等领域开展投资合

作，推动湖北能源清洁化、低碳化、智慧化发展，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

代能源体系，为“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4、大唐发电：拟投约 27.32 亿元建设 449MW 风光项目 

https://guangfu.bjx.com.cn/topics/tgysdtd/
https://guangfu.bjx.com.cn/topics/gfjzyth/
https://guangfu.bjx.com.cn/topics/xiangcunzhen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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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消息，8月 9日，大唐发电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8 月 9 日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内蒙古磴口县 100MW 光伏等 5 个新能源项目的

议案》，同意投资建设内蒙古磴口县 100MW 光伏项目、浙江富阳万市 50MW 农业

林业光伏生态产业园项目、广东高要河台金矿大洞尾矿库区 19MW 光伏项目、安徽

马鞍山当涂发电有限公司 30MW 灰场光伏项目、辽宁葫芦岛连山 250MW 风电项目

等 5 个新能源项目，上述项目总投资合计约 27.32 亿元，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30%。 

 

1.2.2.1-7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3.4%，7 月同比增长 6.3%。 

1-7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3.4%，7 月同比增长 6.3%。7 月份，全社会

用电量 832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21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4.3%；第二产业用电量 5132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1%；第三产业用电量

159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5%；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48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6.8%。7 月，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有较快增长，同比均超

10%，其中受 7月夏季气温逐渐攀升影响，居民制冷需求逐渐提高，空调负荷不断释

放，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上升 26.8%，超 26%，而第二产业用电量呈稳定微降

状态。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披露，1~7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49303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3.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63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1%；第二产业

用电量 325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第三产业用电量 853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6%；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75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5%。1-7月，第一产业受疫

情影响较小，呈现较快增长，用电量同比上升超 10%，而第二、第三产业受上半年

疫情反复影响较为明显，增速相较于第一产业略有逊色，用电量同比分别上涨 1.1%、

4.6%。全社会电力消费水平稳步提升，随着夏季用电高峰期将至，叠加国家当下的

保供政策，用电量有望继续增长，发电行业有望从中受益。 

https://guangfu.bjx.com.cn/topics/datangfadian/
https://guangfu.bjx.com.cn/topics/guangfuxiang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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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全社会累计用电情况  图 8 第一产业累计用电情况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9 第二产业累计用电情况  图 10 第三产业累计用电情况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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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城乡居民生活累计用电量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1.2.3.美国通过《2022 通胀削减法案》，光伏行业受益明显 

根据凤凰网，当地时间 8 月 12 日，美国众议院以 220 票赞成、207 票反对的投

票结果通过《2022 通胀削减法案》。《2022 通胀削减法案》被认为是美国政府迄今

为止在气候变化方面颁布的规模最大的投资法案之一，将有约 3690 亿美元的支出将

用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这项支出包含大量的新能源投资项目，如针对可再生能源

的 300亿美元税收减免，用于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 270亿美元“绿色银行”项目等，

旨在促进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下一步法案将由总统拜登签字正

式生效。税收抵免政策（ITC）是推动美国光伏发展的重要政策。该法案在将 ITC 税

收抵免到期时间延长 10 年的基础上，要求抵免额度在 2032 年之前维持在 30%，到

2033 年降至 26%，到 2034 年降至 22%。在低收入社区风光税收优惠政策方面，

《2022 通胀削减法案》给予符合标准的风电、光伏设施税收优惠规模增加 10%-20%。

从制造端角度来看，政策包括了对光伏产业链各环节的税收抵免：硅料抵免额度为 3

美元/kg，硅片 0.05美元/W，电池 0.04美元/W，组件 0.07美元/W，逆变器 0.025-0.11

美元/W，背板 0.4 美元/m²。根据 SEIA 等机构发布的声明：税收抵免可能会刺激美

国超过 30GW 的光伏组件新产能。这将有助于降低美国光伏的终端价格，刺激需求

释放，对美国光伏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除了上述税收优惠政策，《2022 通胀

削减法案》计划通过提供 10 年消费者税收抵免的方式鼓励安装屋顶光伏、热泵、电

动 HVAC（空气调节系统）、热水器等，各项补贴适用于采用光伏技术的实体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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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消费者，将为中小型光伏和储能市场打开空间。税收减免政策将对有力拉动美国

光伏投资。美国《2022 通胀削减法案》对光伏行业的利好政策时间跨度长，补贴力

度大，我们预计法案实施将刺激美国光伏行业进入爆发期，而国内出口美国光伏组

件的供应商有望因美国需求扩大而进一步受益，未来业绩值得期待。 

图 12 各项法案政策对比  图 13 《法案》补贴及贷款相关政策梳理 

 

 

 
资料来源：国际电力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际电力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在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稳步提升叠加保供政策的背景下，新能源运营商受益于内

需扩大，运营效率提升，业绩提升。我们推荐关注火电转型新能源标的【华能国

际】; 同时受益的新能源运营电站有【太阳能】、【节能风电】，受益的港股标的有

【龙源电力】、【华润电力】、【中国电力】。 

 

1.2.4.电力设备材料价格走势回顾 

对比内容 此前政策 《BBB 法案》政策 《2022 通胀削减法案》政策

ITC税收抵免政

策

2022—2026年符

合条件的可再生

能源电力企业给

予30%的税收抵

免

提供合计3200亿美

元的税收抵免，将

ITC税收抵免到期

时间延长10年

将ITC税收抵免到期时间延长

10年，同时抵免额度在2032年

之前维持在30%，2033年降至

26%，2034年降至22%

低收入社区风

电光伏优惠政

策

—

给予为低收入社区

提供福利的太阳能

和风能项目10%的

信贷

符合标准的风电、光伏设施税

收优惠规模增加10%-20%

制造端税收抵

免政策
—

硅料抵免额度3美

元/Kg，硅片12美

元/m
2
，电池0.04

美元/W，组件0.07

美元/W，逆变器

0.025—0.11美元

/W，背板0.4美元

/m2

硅料抵免额度3美元/Kg，硅片

12美元/m2，电池0.04美元

/W，组件0.07美元/W，逆变器

0.025—0.11美元/W，背板0.4

美元/m2

对比内容 《BBB 法案》政策 《2022 通胀削减法案》政策

—

90亿美元的消费者家庭能源回扣计

划，实现家用电器的电气化和节能

改造

—

10年的消费者税收抵免，覆盖屋顶

太阳能、热泵、电动HVAC（空气调

节系统）、热水器等

支持美国能源制造业

投资1100亿美元作为

刺激措施，以刺激太

阳能、电池和先进材

料等新的国内供应链

和技术

(1）300亿美元的生产税收抵免，

支持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

电池和关键矿物加工产业（2）100

亿美元的投资税收抵免，用于制造

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

板

节能减排举措

鼓励政府购买新技

术，包括长时间储存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和清洁建筑材料

为推进清洁能源和储能的税收抵免

计划，以及对州和电力公司提供

300亿美元定向赠款、贷款

优化能源结构，提升

清洁能源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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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光伏硅料主流产品均价  图 15 光伏硅片主流产品现货均价 

 

 

 
资料来源：Solarzoom，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olarzoom，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6 光伏电池片主流产品现货均价  图 17 光伏组件主流产品现货均价 

 

 

 
资料来源：Solarzoom，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olarzoom，华西证券研究所 

 

1.2.5.电力行情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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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火电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图 19 水电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20 SW 光伏和风电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图 21 SW 热电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22 SW 其他新能源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图 23 SW 燃气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5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1.3.国内动力煤以兑现长协为主，需求以刚需为主价格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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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力煤以兑现长协为主，需求以刚需为主价格趋稳。根据卓创资讯，产地

方面，长协煤来看，目前主流大矿以兑现长协保供资源为主，落实中长期合同合理

价格。市场煤来看，本周山西、内蒙地区多数煤矿出货平稳，坑口库存压力不大，

价格稳定；与上述地区不同，陕西榆林地区部分煤矿受化工用户阶段性补库需求释

放影响，出货情况好转，到矿拉运车辆增加，高热化工煤资源坑口价格出现上行。

此外供应方面，本周受强降雨天气影响，产地局部地区露天矿多暂停生产，对产地

煤价形成一定支撑。港口方面，本周北方港口动力煤市场整体偏弱僵持。近期华东

地区高温天气持续，电厂日耗高位，但拉运多以长协资源为主，采购市场煤积极性

不高，非电用户则多保持刚需拉运，存压价还盘情绪；贸易商受产地坑口价格暂稳，

且局部地区出现反弹支撑，降价销售意向不强，报价趋稳。整体来看，本周北方港

口动力煤市场买卖双方心态分歧较重，整体维持僵持，实际成交以下游用户刚需为

主。进口方面，本周进口市场成交少。进口方面，近期印度方面雨水多、气温回落，

缓解火电压力，进口煤采购需求下降，国际煤价支撑动力减弱，尤其中低卡煤价回

落明显。我国终端用户长协兑现率水平较高，库存保持在安全水平范围内，进口煤

采购意愿不强，同时国内市场中低卡进口煤资源比较充裕，贸易商让利倾向明显，

进口煤招投标价格下行。下游需求方面，本周下游电厂多无采购市场煤计划，非电

力用户采购则以刚需为主。近期华东、华南地区仍有高温天气，电厂日耗继续保持

在去年同期水平之上，拉运长协资源积极性较高，维持安全库存水平，其中沿海地

区部分电厂库存可用天数在 20 天左右，多无采购市场煤计划；钢铁、化工用户产品

利润有所修复，但煤炭采购多继续按需进行。 

图 24 动力煤期现价差（元/吨）  图 25 北方四大港区煤炭库存（万吨）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1.4.国内 LNG均价震荡上调，美国天然气价格或将承压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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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LNG 均价震荡上调，下周 LNG 价格或以高位震荡为主。根据卓创资讯，

本周全国 LNG 出厂成交周均价为 7030.09 元/吨，环比上涨 211.43 元/吨，涨幅 3.10%；

其中，接收站出厂周均价 7230.36 元/吨，环比上涨 148.29 元/吨，涨幅 2.09%；工厂

出厂周均价为 6859.52 元/吨，环比上涨 310.85 元/吨，涨幅 4.75%。国内 LNG 均价震

荡上调，供应方面，本周国内液厂 LNG 产量及槽批出货量环比上周均有小幅增加；

需求方面，当前由于 LNG 价格过高，终端点供以及加气站需求逐渐转淡，市场观望

气氛增强，接收站近期虽然船期到港增量明显，但在局部高温状态下，仍以气化外

输为主。下周 LNG供应量或窄幅增加，需求不振情况或得到进一步巩固。内陆 LNG

工厂方面，8 月中旬西北直供气源竞拍上调的结果尘埃落定后，液厂出货价格连日上

涨，由于中下游难以承受高价，故出货情况难言乐观，但目前西北相关工厂的生产

成本已提升至 7000 元/吨以上，因此在成本压力的限制下，预计内陆价格下滑幅度或

有限。沿海 LNG 接收站方面，近日内陆液源上行幅度较大，在逐渐失去价格优势的

情况下，南下、东至等跨区域流通情况明显减少，故目前对于沿海省份来说，海气

供应所承担的责任有所增大，部分接收站甚至反映计划偏紧，短期内在内陆市场的

带动下，预计价格下调的可能性较小，局地甚至存在补涨的空间。故卓创资讯预计，

LNG 价格或以高位震荡为主。 

 

图 26 LNG 每周均价及变化（元/吨）  图 27 主要地区 LNG 每周均价及变化（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美国地区天然气增量预期向好，预计天然气价格将承压下行。截至 8 月 12 日，

美国天然气期货价格为 8.71 美元/百万英热，环比上周期（8.5）上涨 0.70 美元/百万

英热，涨幅为 8.74%。美国方面，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与当地时间 8 月 9 日发表

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表示，美国天然气产量将持续上升，且在 2022 年创下历史新

高。根据 EIA预测，2022 年美国天然气产量将可完全覆盖美国国内需求及 LNG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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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市场恐慌情绪有所缓解，另一方面，自由港方面发表声明称已与美国管道和

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局(PHMSA)达成协议，最早将于 10 月初恢复运营，并且几乎能恢

复全部产能。芝商所预计，美国地区天然气产量增加预期向好，且自由港液化终端

恢复超出预期时间，美国天然气价格将承压下行。 

 

2.行情回顾 

图 30 环保财政月支出（亿元）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28 国际天然气每日价格变化（美元/百万英热）  图 29 中国 LNG 到岸价及市场价差每周变化（元/吨）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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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本周上涨 3.46%，位于各行业上游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32 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整体法 PE28.53 处于所有行业里面中游偏上水平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33 环保及公用事业板块本周个股涨跌幅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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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踪的 228只环保及公用行业股票，本周跑赢上证指数 1.38个百分点。年初

至今跑赢上证指数 22.86 个百分点。本周东旭蓝天、仕净科技、聆达股份分别上涨

53.04%、30.04%、19.60%，表现较好；赣能股份、佛燃能源、伟明环保分别下跌-

17.42%、-11.63%、-7.50%，表现较差。 

 

 

3.风险提示 

1）碳中和相关政策推行不及预期； 

2）动力煤、天然气需求季节性下降； 

3）电力政策出现较大变动。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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