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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新行业 2022年三季报综述 

行业高景气运行，业绩高增速延续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 2022年前三季度整体盈利同比增长 93%，业绩高增

延续；新能源汽车与新能源发电行业景气度较高；维持行业强于大市评级。 

 2022年前三季度全行业盈利同比增长 93%：2022年前三季度电力设备与
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我们选取的股票池共 300家）营业总收入 27,359.87
亿元，同比增长 54.5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280.29亿元，
同比增长 93.37%。其中新能源汽车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12,163.47亿元，同
比增长 93.0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526.91亿元，同比增长 159.36 
%。新能源发电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12,878.71亿元，同比增长 37.34%，实
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525.66亿元，同比增长 71.61%。电力设备
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317.69 亿元，同比增长 14.37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227.72亿元，同比增加 4.16 %。 

 全行业毛利率、净利率同比提升：2022年前三季度全行业平均毛利率为
24.87%，同比提升 0.65个百分点；净利率 13.57%，同比提升 2.79个百分
点。新能源汽车板块平均毛利率 24.27%，同比提升 1.73个百分点，平均
净利率为 13.96%，同比提升 3.84个百分点；新能源发电板块平均毛利率
25.06%，同比提升 0.58个百分点，净利率 13.74%，同比提升 2.66个百分
点；电力设备板块平均毛利率 26.94%，同比下降 1.24个百分点，平均净
利率 10.61%，同比下降 0.85个百分点。 

 新能源发电板块经营现金流大幅改善，电力设备板块现金流流出明显：
2022 年前三季度，全行业经营现金净流入 3,200.54 亿元，同比提升
125.81%。其中，新能源汽车板块经营现金净流入 1,690.57亿元，同比增
长 103.28%；新能源发电板块净流入 1,490.76亿元，同比提升 161.50；电
力设备板块经营现金流净流入 19.21亿元，同比提升 22.96 %。 

 2022 年三季度全行业盈利稳健向好，新能源汽车板块维持高增速：2022
年三季度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10,526.38亿元，同比增长 56.83 %，实现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763.41亿元，同比增长 86.75%。其中新能源汽
车板块全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4,884.16 亿元，同比增长 101.23 %，盈利
1,334.87亿元，同比增长 158.68%；新能源发电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4,829.79
亿元，同比增长 36.92%，盈利 1,253.70亿元，同比增长 64.89%；电力设
备板块实现收入 812.42亿元，同比增长 7.28%，盈利 174.84亿元，同比减
少 14.03%。盈利能力方面，全行业平均毛利率提升 0.61 个百分点至
24.37%，净利率提升 2.16个百分点至 13.38%。 

 投资建议：光伏需求持续超预期，制造业价格与盈利预期中枢上移，建
议优先布局在制造业产能释放过程中业绩有望保持较快增长的主辅材
料环节以及格局较好的紧缺环节，新技术方面建议优先布局 HJT电池设
备、TOPCon电池、HPBC电池以及对新技术宽口径储备的龙头企业。风
电整体需求景气持续验证，大宗原材料价格松动有望释放产业链盈利，
建议优先配臵业绩增速有望匹配或超越行业需求增速的轴承、铸件、海
缆等环节的龙头企业，并积极关注有望在风机格局变动中提高市场份额
的新锐企业。新能源汽车全球景气度持续向上，虽受到疫情、地缘政治
等因素影响，仍表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持续看好明年需求较快增长，
建议关注盈利改善的电芯环节、新技术变革的部分中游材料环节以及整
体新技术带来的产业链升级。储能有望随新能源发电上量而迎来快速发
展，海外以户用为代表的用户侧储能已开始绘制陡峭成长曲线，在电池
与电力电子技术、系统集成、终端渠道等方面有优势的企业将充分受益。
维持行业强于大市评级。 

 风险提示：原材料价格波动；价格竞争超预期；投资增速下滑；政策不

达预期；国际贸易摩擦风险；新冠疫情影响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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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新行业 2022年前三季度盈利同比接近翻倍 

2022年前三季度全行业盈利同比增长 93.37%，新能源汽车行业盈利大增：2022年前三季度电力设备

与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我们选取的股票池共 300家）营业总收入 27,359.87亿元，同比增长 54.52%，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280.29 亿元，同比增长 93.37%。其中新能源汽车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12,163.47亿元，同比增长 93.0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526.91亿元，同比增长 159.36 %。新能

源发电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12,878.71亿元，同比增长 37.34%，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525.66

亿元，同比增长 71.61%。电力设备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317.69 亿元，同比增长 14.37  %，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 227.72亿元，同比增加 4.16 %。 

全行业毛利率、净利率同比提升：2022年前三季度全行业平均毛利率为 24.87%，同比提升 0.65个百

分点；净利率 13.57%，同比提升 2.79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板块平均毛利率 24.27%，同比提升 1.73

个百分点，平均净利率为 13.96%，同比提升 3.84个百分点；新能源发电板块平均毛利率 25.06%，同

比提升 0.58个百分点，净利率 13.74%，同比提升 2.66个百分点；电力设备板块平均毛利率 26.94%，

同比下降 1.24个百分点，平均净利率 10.61%，同比下降 0.85个百分点。 

新能源发电板块经营现金流大幅改善，电力设备板块现金流流出明显：2022 年前三季度，全行业经

营现金净流入 3,200.54亿元，同比提升 125.81%。其中，新能源汽车板块经营现金净流入 1,690.57亿

元，同比增长 103.28%；新能源发电板块净流入 1,490.76亿元，同比提升 161.50；电力设备板块经营

现金流净流入 19.21亿元，同比提升 22.96 %。 

2022年三季度全行业盈利稳健向好，新能源汽车板块维持高增速：2022年三季度全行业实现营业收

入 10,526.38亿元，同比增长 56.83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763.41亿元，同比增长 86.75%。

其中新能源汽车板块全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4,884.16亿元，同比增长 101.23 %，盈利 1,334.87亿元，同

比增长 158.68%；新能源发电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4,829.79亿元，同比增长 36.92%，盈利 1,253.70亿元，

同比增长 64.89%；电力设备板块实现收入 812.42亿元，同比增长 7.28%，盈利 174.84亿元，同比减少

14.03%。盈利能力方面，全行业平均毛利率提升 0.61个百分点至 24.37%，净利率提升 2.16个百分点

至 13.38%。 

 

图表 1. 2022年前三季度电新行业业绩情况 

板块 

营业收入（亿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毛利率 净利率 净经营现金流（亿元） 

2022Q1-Q3 同比(%) 2022Q1-Q3 同比(%) 
2022Q1-Q3 

(%) 
同比(pct) 

2022Q1-Q3 

(%) 
同比(pct) 2022Q1-Q3 同比(%) 

新能源汽车 12,163.47   93.01  1,526.91   159.36   24.27 1.73 13.96 3.84   1,690.57   103.28   

新能源发电 12,878.71   37.34  1,525.66   71.61   25.06 0.58   13.74 2.66   1,490.76   161.50   

电力设备 2,317.69  14.37  227.72   4.16 26.94 (1.24) 10.61 (0.85) 19.21 22.96 

全行业 27,359.87 54.52  3,280.29 93.37  24.87 0.65 13.57 2.79 3200.54   125.81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2. 2022年第三季度电新行业业绩情况 

板块 
营业收入（亿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毛利率 净利率 

2022Q3 同比(%) 2022Q3 同比(%) 2022Q3 同比(pct) 2022Q3 同比(pct) 

新能源汽车 4,884.16    101.23 1,334.87   158.68   23.44 0.44   13.35 2.38 

新能源发电 4,829.79   36.92 1,253.70   64.89   24.76 1.28   13.65 2.11 

电力设备 812.42   7.28   174.84   (14.03) 27.66 0.10 11.89 1.41 

全行业 10,526.38 56.83   2,763.41 86.75   24.37 0.61   13.38 2.16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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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板块业绩持续高增，锂电池资源板块高温延续 

2022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板块业绩保持高增长：2022年以来尽管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受由疫情、

地缘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产销量出现较大波动，但推动行业增长的动能依然强劲，新能源汽

车市场仍然呈现出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2022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2,163.47 亿

元，同比增长 93.0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526.91亿元，同比增长 159.36%。锂电池板块我们

共选取宁德时代、比亚迪、孚能科技等 10家公司，以上 10家公司 2022年前三季度合计营收 5,776.11 

亿元，同比增长 109.60%；合计归母净利润 312.66亿元，同比增长 131.17%，其中宁德时代、孚能科

技、国轩高科同比增长均超过一倍。 

锂电池资源与材料板块贡献业绩增量：我们选取的 12家锂电池资源公司在 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合计 1,898.51 亿元，同比增长 148.77%；归母净利润合计 755.40 亿元，同比增长 348.85%。40家锂电

池材料公司在 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合计 3,269.52亿元，同比增长 78.32%；归母净利润合计 370.59 

亿元，同比增长 63.52%。锂电池资源板块 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盈利 755.40亿元，2021年前三季

度实现归母盈利 168.30亿元，贡献业绩增量 587.1亿元。锂电池材料板块 2022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盈

利 370.59亿元，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盈利 226.64亿元，贡献业绩增量 143.95亿元。 

板块内部盈利能力分化明显，利润分配向上游转移：从盈利能力来看，2022 年前三季度全行业平均

毛利率 24.27%，同比提升 1.73 个百分点；平均净利率 13.96%，同比提升 3.84个百分点，盈利能力显

著提升。2022 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板块内部各子板块盈利能力表现出较大分化，其中上游锂电池

资源板块盈利能力较强，前三季度毛利率 54.28%，同比增长 15.50个百分点；净利率 46.71%，同比增

长 22.58个百分点。从供需格局看，2022年前三季度碳酸锂资源持续紧缺，年底供给端国内盐湖厂商

受天气影响以及矿端厂商检修均导致供给下降，海外精矿拍卖价格不断走高，对锂盐高价形成支撑，

预计锂电池资源板块高温仍将延续。2022年前三季度锂电池板块毛利率 16.75%，同比下降 1.11个百

分点，净利率 5.86%，同比增长 0.06个百分点。前三季度锂电池材料板块毛利率 21.16%，同比下降

2.76个百分点；净利率 11.75%，同比下降 1.04个百分点。 

经营现金流显著增长，锂电材料板块现金流入同比下降：2022 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行业经营现金

净流入 1690.57亿元，同比增长 103.28%，其中上游锂电池资源和下游锂电池现金流流入增长明显，

锂电池资源板块经营现金净流入 496.54 亿元；锂电池板块经营现金净流入 1204.87 亿元，同比增长

96.22%。中游锂电池材料现金流净流出 31.27亿元，同比下降 155.25%，主要原因为上游资源具有稀

缺属性，而下游电池厂市场集中度较高，在产业链中相对中游材料企业较为强势。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高增延续，锂电池盈利环比持续改善：2022年第三季度，新能源汽车板块实现

营业收入 4,884.16 元，同比增长 101.23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3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8.68%。板块整体毛利率 23.44%，同比提升 0.44 个百分点，净利率 13.96%，同比提升 2.38 个百分点。

其中锂电池子板块 2022年第三季度实现营收 2,531.77亿元，同比增长 138.47%，环比增长 39.46%；归

母净利润 219.41 亿元，同比增长 148.63 %，环比增长 99.01%；毛利率 18.34%，同比增长 0.32 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 1.14个百分点，盈利能力环比持续改善。2022年第三季度锂电池资源板块实现营收 687.20 

亿元，同比增长 128.02 %；实现归母净利润 720.48亿元，同比增长 355.81%；毛利率 52.17%，同比增

长 9.89个百分点。 

 

图表 3. 2022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子行业业绩情况 

板块 

营业收入（亿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毛利率 净利率 净经营现金流（亿元） 

2022Q1-Q3 同比(%) 2022 Q1-Q3 同比(%) 
2022 Q1-Q3 

(%) 
同比(pct) 

2022 Q1-Q3 

(%) 
同比(pct) 2022 Q1-Q3 同比(%) 

锂电池 5,776.11  109.60  312.66  131.17  16.75 (1.11) 5.86 0.06  1,204.87  96.22  

锂电池材料 3,269.52  78.32  370.59  63.52  21.16 (2.76) 11.75 (1.04) (31.27) (155.25) 

电池设备 282.61  63.34  25.88  47.73  27.54 (2.02) 9.31 (0.88) 0.05  (99.50) 

锂电池资源 1,898.51  148.77  755.40  348.85  54.28 15.50  46.71 22.58  496.54  / 

电机电控 561.83  23.29  44.92  63.06  20.72 2.04  8.17 1.93  18.20  242.52  

充电设施 374.88  16.79  17.46  29.57  18.12 0.18  4.59 0.46  2.18  (157.81) 

全行业 12,163.47  93.01  1,526.91  159.36  24.27 1.73  13.96 3.84  1,690.57  103.28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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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22年第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子行业业绩情况 

板块 
营业收入（亿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毛利率 净利率 

2022Q3 同比(%) 2022Q3 同比(%) 2022Q3(%) 同比(pct) 2022Q3(%) 同比(pct) 

锂电池 2,531.77  138.47  219.41  148.63  18.34 0.32  5.86 1.32  

锂电池材料 1,219.49  71.89  320.25  48.56  18.35 (5.41) 11.75 (4.64) 

电池设备 112.73  59.58  22.17  50.87  28.86 (0.26) 9.31 (0.23) 

锂电池资源 687.20  128.02  720.48  355.81  52.17 9.89  46.71 19.98  

电机电控 196.52  21.66  37.82  50.09  20.41 2.79  8.17 1.41  

充电设施 136.46  11.48  14.74  3.32  18.68 0.89  4.59 0.89  

全行业 4,884.16  101.23  1,334.87  158.68  23.44 0.44  13.96 2.38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新能源发电行业业绩同比增长 72%，光伏板块高景气 

新能源发电板块业绩较快增长，经营现金流同比改善：2022 年前三季度，新能源发电行业实现营业

收入 12,878.71 亿元，同比增长 37.34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525.66 亿元，同比增长 71.61 %；

2022年前三季度行业毛利率达到 25.06%，同比增长 0.58 个百分点，平均净利率 13.74%，同比增长 2.66 

个百分点。经营性现金净流入 1,490.76 亿元，同比提升 161.50 %。 

光伏：海外需求爆发，板块景气兑现 

2022年前三季度欧洲光伏装机需求爆发：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下欧盟与俄罗斯关系趋于恶化，引

发欧洲各国的能源供应危机，加速了欧洲各国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转型，推动了光伏装机需求的

爆发。根据 PVInfoLink数据，2022年前三季度，欧洲累计从中国进口光伏组件 67.8GW，占中国前三季

度组件出口的 55.8%，为目前最主要出口市场。 

海外其他地区光伏需求亦保持快速增长：根据 PVInfoLink数据，美洲方面，中国前三季度向美洲市场出

口组件 19.3GW，同比增长 87%。其中，受益于光伏产品进口免税政策，巴西前三季度累计进口组件 14.2GW。

亚太方面，前三季度中国向亚太地区出口光伏组件 22.9GW，同比增长 40%。作为最大市场的印度在关税

生效后呈现低迷，四月后进口远不及去年同期水平。其他主要进口国家包括日本与澳洲，两者分别占了

2022年以来进口总额的 22%与 18%，并于印度市场式微后成为亚太市场主要的进口国；前三季度中东市

场进口光伏组件 9GW，同比增长 80%；非洲地区累计进口组件 2.5GW，同比增长 32%。 

前三季度国内组件出口量翻倍：根据 PV InfoLink统计，中国前三季度出口组件达到 121.5GW，同比增

长 89%。 

2022年前三季度国内光伏装机仍以分布式为主：2022年前三季度，硅料价格持续上涨并维持高位，

在此影响下国内地面电站需求继续受压，国内光伏装机以分布式需求为主。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

2022年前三季度国内新增光伏装机 52.60GW，同比增长 105.83%。其中，国内地面电站新增光伏装机

17.27GW，同比增长 88.75%。在产业链价格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国内分布式光伏得益于较低的组件价

格敏感度，需求持续旺盛。前三季度，国内分布式光伏装机 35.33GW，同比增长 115.35%。新增分布

式光伏中，户用光伏新增 16.59GW。 

2022年前三季度光伏板块实现量价齐升：受益于全球光伏需求快速增长，2022年前三季度光伏行业

实现营业收入 8,474.96 亿元，同比增长 73.37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75.12亿元，同比提升

109.34 %；2022年前三季度行业毛利率达到 23.73%，同比提升 1.02 个百分点，平均净利率 13.95%，同

比提升 2.79个百分点。经营性现金净流入 973.15 亿元，同比提升 344.44%。 

一体化组件企业盈利稳健，逆变器企业受益于户用需求爆发：受益于海外光伏组件需求，一体化组

件企业盈利保持快速增长，2022Q1-Q3隆基绿能实现归母净利润 109.76亿元，同比增长 45.26%；晶澳

科技实现归母净利润 32.90亿元，同比增长 150.66%；天合光能实现归母净利润 24.02亿元，同比增长

107.74%；晶科能源实现归母净利润 16.76亿元，同比增长 132.37%。此外，由于欧洲电价上涨，海外

户用储能经济性逐渐显现，户储需求爆发，户用微型逆变器需求亦快速增长，带动逆变器企业业绩

高增。2022 Q1-Q3锦浪科技实现归母净利润 7.03亿元，同比增长 93.75%；德业股份实现归母净利润

9.27亿元，同比增长 131.45%；禾迈股份实现归母净利润 3.62亿元，同比增长 197.79%；昱能科技实

现归母净利润 2.53亿元，同比增长 3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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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开工节奏延后，前三季度收入有所下滑 

九月并网数据开始好转，第四季度出货可期：根据金风科技数据，2021 年风电公开市场招标容量达

到 54.15GW，同比提升 74.12%，指引 2022年全年装机并网需求高增长；而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2

年前三季度风电累计新增并网容量约为 19.24GW，同比仅提升 17.10%。我们认为，前三季度风电行

业开工较为缓慢，主要是因为风电施工存在季节性，同时疫情反复对供应链稳定形成较大挑战。进

入 2022年第三季度，风机交付情况略有好转，但由于产品交付到并网仍存在 2个月左右的跨度周期，

因此反映在并网容量上，7-8月并网数据的同比增速仍然较为缓慢，但 2022年 9月国内风电新增并网

容量达到 3.10GW，同比增长 72.22%，回暖迹象较为明显。我们认为，第四季度伴随积压需求的释放，

出货量值得期待。 

招标数据持续向好：2022年前三季度，根据金风科技数据，风电公开市场招标容量达到 76.3GW，同

比提升 82.1%，前三季度数值已达到去年全年招标量的 114.09%，持续指引未来需求向好。 

受疫情影响，2022年前三季度板块收入略有降低：2022年前三季度，风电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1,703.78

亿元，同比减少 5.7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41.14亿元，同比提升 2.37%；2022年前三季度行

业毛利率达到 27.00%，同比提升 0.18个百分点，平均净利率 15.04%，同比提升 1.56个百分点。经营

性现金净流出 42.70亿元，净流出额相比去年同期减少 158.81%。收入的降低主要是因为受到疫情影

响，风电行业整体开工节奏有所延后。 

低价订单逐步交付，2022年第三季度风电板块盈利能力同比下滑：进入 2022年第三季度，行业实现

营业收入 595.54亿元，同比下降 13.1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65.08亿元，同比下降 17.93%。

行业平均毛利率为 22.92%，同比下降 0.32个百分点，平均净利率为 15.04%，同比下降 0.37个百分点。

2021年下半年开始，风机价格战愈发激烈，2021年下半年中标订单价格相比上半年价格出现大幅下

跌，而这部分低价订单在 2022年第三季度陆续开始交付兑现，风电板块毛利率、净利率同比均呈现

出下降趋势。 

 

图表 5. 2022年前三季度新能源发电子行业业绩情况 

板块 
营业收入（亿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毛利率 净利率 净经营现金流（亿元） 

2022Q1-Q3 同比（%） 2022Q1-Q3 同比（%） 2022Q1-Q3 同比（pct） 2022Q1-Q3 同比（pct） 2022Q1-Q3 同比 

光伏 8,474.96  73.37  1,075.12  109.34  23.73 1.02  13.95 2.79  973.15  344.44  

风电 1,703.78  (5.77) 241.14  2.37  27.00 0.18  15.04 1.56  (42.70) (158.81) 

储能 256.46  13.39  21.56  354.04  20.25 2.36  8.17 6.21  16.81  / 

核电 2,443.51  (0.45) 187.84  38.97  28.83 1.93  12.68 2.67  543.51  92.39  

全行业 12,878.71  37.34  1,525.66  71.61  25.06 0.58  13.74 2.66  1,490.76  161.50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6. 2022年第三季度新能源发电子行业业绩情况 

板块 
营业收入（亿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毛利率 净利率 

2022Q3 同比（%） 2022Q3 同比（%） 2022Q3(%) 同比(pct) 2022Q3(%) 同比(pct) 

光伏 3,280.28  71.79  938.33  107.50  24.44 1.76 13.95 3.16 

风电 595.54  (13.12) 165.08  (17.93) 22.92 (0.32) 15.04 (0.37) 

储能 99.97  23.21  19.50  545.33  22.25 5.47 8.17 9.47 

核电 854.00  0.32  130.79  25.84  27.60 1.49 12.68 (1.25) 

全行业 4,829.79  36.92  1,253.70  64.89  24.76 1.28 13.74 2.11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电力设备行业收入增长，盈利能力略有波动 

板块业绩小幅增长，盈利能力略有波动：2022年前三季度，电力设备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317.69亿元，

同比增长 14.3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27.72 亿元，同比增长 4.16%。前三季度平均毛利率

26.94%，同比减少 1.24个百分点，平均净利率为 10.61%，同比减少 0.85个百分点。行业整体经营现

金流净流入 19.2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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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三季度板块盈利能力同比下降：2022年第三季度，电力设备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812.42亿元，

同比增长 7.2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74.84亿元，同比减少 14.03%。2022年三季度平均毛利率

为 27.66%，同比增加 0.10个百分点，平均净利率为 10.61%，同比增加 1.41个百分点。 

 

图表 7. 2022年前三季度电力设备子行业业绩情况 

板块 
营业收入（亿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毛利率 净利率 净经营现金流（亿元） 

2022Q1-Q3 同比（%） 2022Q1-Q3 同比（%） 2022Q1-Q3 同比（pct） 2022Q1-Q3 同比（pct） 2022Q1-Q3 同比 

一次设备 553.24  10.61  33.89  (0.27) 21.42 0.26  6.55 (0.49) (15.05) / 

二次设备 702.69  15.41  68.39  7.06  28.97 (1.46) 10.77 (0.54) 12.07  / 

工控与电力电子 429.27  15.76  53.63  (3.30) 30.10 (1.96) 12.55 (2.79) 14.61  3,555.84  

低压电器 632.50  15.70  71.82  9.95  27.37 (2.09) 12.68 (0.38) 7.57  (86.07) 

全行业 2,317.69  14.37  227.72  4.16  26.94 (1.24) 10.61 (0.85) 19.21  22.96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8. 2022年第三季度电力设备子行业业绩情况 

板块 
营业收入（亿元） 归母净利润（亿元） 毛利率 净利率 

2022Q3 同比（%） 2022Q3 同比（%） 2022Q3 同比（pct） 2022Q3 同比（pct） 

一次设备 196.73  5.82  25.55  (14.92) 21.29 1.13  6.55 0.56  

二次设备 250.50  11.66  58.28  (7.94) 29.91 (0.95) 10.77 0.52  

工控与电力电子 152.35  15.14  30.30  (41.97) 29.46 (1.92) 12.55 0.80  

低压电器 212.85  (0.88) 60.71  4.98  29.62 1.45  12.68 3.56  

全行业 812.42  7.28  174.84  (14.03) 27.66 0.10  10.61 1.41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投资建议 

光伏需求持续超预期，制造业价格与盈利预期中枢上移，建议优先布局在制造业产能释放过程中业

绩有望保持较快增长的主辅材料环节以及格局较好的紧缺环节，新技术方面建议优先布局 HJT电池

设备、TOPCon电池、HPBC电池以及对新技术宽口径储备的龙头企业。风电整体需求景气持续验证，

大宗原材料价格松动有望释放产业链盈利，建议优先配臵业绩增速有望匹配或超越行业需求增速的

海缆、轴承等环节的龙头企业，并积极关注有望在风机格局变动中提高市场份额的新锐企业。新能

源汽车全球景气度持续向上，虽受到疫情、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仍表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持续

看好明年需求较快增长，建议关注盈利改善的电芯环节、新技术变革的部分中游材料环节以及整体

新技术带来的产业链升级。储能有望随新能源发电上量而迎来快速发展，海外以户用为代表的用户

侧储能已开始绘制陡峭成长曲线，在电池与电力电子技术、系统集成、终端渠道等方面有优势的企

业将充分受益。维持行业强于大市评级；推荐隆基绿能、晶澳科技、天合光能、通威股份、晶科能

源、迈为股份、捷佳伟创、阳光电源、锦浪科技、固德威、美畅股份、海优新材、福斯特、石英股

份、金博股份、福莱特、新强联、日月股份、天顺风能、金雷股份、三一重能、金风科技、宁德时

代、亿纬锂能、中科电气、璞泰来、杉杉股份、恩捷股份、星源材质、德方纳米、当升科技、容百

科技、华友钴业、欣旺达、天赐材料、新宙邦、国轩高科、国电南瑞；建议关注德业股份、派能科

技、禾迈股份、东方日升、钧达股份、TCL 中环、苏州固锝、英杰电气、东方电缆、五洲新春、明

阳智能、运达股份、壹石通、振华新材、中伟股份、孚能科技、长远锂科、嘉元科技、中熔电气。 

 

风险提示 

原材料价格波动：电力设备、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发电板块中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均属于

制造业，原材料成本在营业成本中的占比一般较大；若上游原材料价格出现不利波动，将在较大程

度上对各细分板块的盈利情况产生负面影响。 

价格竞争超预期：动力电池中游制造产业链普遍有产能过剩的隐忧，动力电池中游产品价格、新能

源电站的电价、光伏风电产业链中游产品价格、电力设备招标价格，均存在竞争超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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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增速下滑：电力投资（包括电源投资与电网投资）决定了新能源发电板块、电力设备板块的行

业需求；若电力投资增速下滑，将对两大板块造成负面影响。 

政策不达预期：新能源汽车板块、新能源发电板块、电力设备细分板块，均对政策有较高的敏感性；

若政策不达预期，将显著影响各细分行业的基本面，进而降低各板块的投资价值。 

国际贸易摩擦风险：对海外市场的出口是中国光伏制造企业与部分风电零部件企业、动力电池产业

链企业销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后续国际贸易摩擦超预期升级，可能会相关企业的销售规模和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 

新冠疫情影响超预期：新冠疫情仍未平息，若新冠疫情影响超预期，可能造成全球系统性风险及行

业需求不达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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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图表 9. 报告中提及上市公司估值表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评级 股价 市值 每股收益(元/股) 市盈率(x) 
最新每股净
资产 

   (元) (亿元) 2021A 2022E 2021A 2022E (元/股) 

601012.SH 隆基绿能 买入 52.11  3,950.80  1.20  2.07  43.50  25.21  7.61  

002459.SZ 晶澳科技 买入 71.00  1,672.15  0.87  2.12  81.99  33.54  10.68  

600438.SH 通威股份 买入 47.44  2,135.61  1.82  6.23  26.02  7.62  12.16  

300751.SZ 迈为股份 买入 509.15  880.89  3.72  5.48  137.05  92.91  36.24  

300763.SZ 锦浪科技 买入 222.44  839.05  1.26  2.98  177.10  74.62  10.31  

002531.SZ 天顺风能 买入 12.95  233.42  0.73  0.46  17.84  28.40  4.45  

300750.SZ 宁德时代 买入 410.50  10,025.09  6.53  11.564 62.88  35.50  61.35  

300014.SZ 亿纬锂能 买入 97.36  1,848.66  1.53  1.744 63.63  55.83  10.56  

300035.SZ 中科电气 买入 21.84  157.97  0.51  0.911 43.25  23.97  6.85  

600406.SH 国电南瑞 买入 26.65  1,784.02  0.84  0.99 31.61  26.92  5.92  

688599.SH 天合光能 增持 74.70  1,619.19  0.83  1.64  89.78  45.47  11.25  

688223.SH 晶科能源 增持 18.74  1,874.00  0.11  0.27  164.39  70.45  2.54  

300724.SZ 捷佳伟创 增持 144.00  501.48  3.72  5.48  38.76  26.28  20.03  

300274.SZ 阳光电源 增持 134.06  1,991.05  1.07  2.10  125.76  63.84  11.50  

688390.SH 固德威 增持 386.00  475.55  2.27  4.06  170.12  94.98  15.13  

300861.SZ 美畅股份 增持 59.05  283.45  1.59  2.92  37.14  20.24  9.68  

688680.SH 海优新材 增持 179.84  151.10  3.00  3.38  59.93  53.21  28.43  

603806.SH 福斯特 增持 69.69  927.95  1.65  1.87  42.24  37.29  10.04  

603688.SH 石英股份 增持 138.11  498.96  0.78  2.81  177.52  49.17  7.70  

688598.SH 金博股份 增持 264.01  248.36  5.33  6.66  49.56  39.65  64.03  

601865.SH 福莱特 增持 40.48  781.81  0.99  1.01  41.01  40.08  6.25  

300850.SZ 新强联 增持 69.83  230.24  1.56  1.63  44.76  42.81  11.28  

603218.SH 日月股份 增持 22.26  215.39  0.69  0.53  32.26  42.24  8.90  

300443.SZ 金雷股份 增持 46.35  121.32  1.90  1.55  24.45  29.88  13.32  

688349.SH 三一重能 增持 34.09  405.50  1.34  1.35  25.48  25.33  8.92  

002202.SZ 金风科技 增持 11.36  446.52  0.82  0.91  13.89  12.43  8.29  

603659.SH 璞泰来 增持 59.35  825.50  1.26  2.29  47.22  25.88  9.06  

600884.SH 杉杉股份 增持 20.11  450.16  1.49  1.22  13.48  16.44  10.24  

002812.SZ 恩捷股份 增持 174.98  1,561.54  3.05  5.40  57.46  32.40  18.86  

300568.SZ 星源材质 增持 22.02  282.04  0.22  0.64  99.64  34.25  6.51  

300769.SZ 德方纳米 增持 315.20  547.67  4.61  12.74  68.40  24.74  47.67  

300073.SZ 当升科技 增持 65.70  332.77  2.15  4.47  30.50  14.69  21.15  

688005.SH 容百科技 增持 89.29  402.59  2.02  3.03  44.18  29.50  14.24  

603799.SH 华友钴业 增持 65.29  1,043.28  2.44  2.78  26.77  23.48  14.52  

300207.SZ 欣旺达 增持 26.47  454.92  0.53  0.61  49.66  43.25  7.82  

002709.SZ 天赐材料 增持 48.89  941.94  1.15  3.01  42.66  16.23  5.63  

300037.SZ 新宙邦 增持 40.99  304.33  1.76  2.58  23.29  15.89  10.54  

002074.SZ 国轩高科 增持 35.45  630.61  0.06  0.17  621.93  209.76  13.06  

603606.SH 东方电缆 增持 74.21  510.35  1.73  1.67  42.90  44.44  7.50  

605117.SH 德业股份 未有评级 394.60  942.83  3.39  5.18  116.40  76.18  14.25  

688063.SH 派能科技 未有评级 362.36  561.09  2.04  6.67  177.63  54.33  23.60  

688032.SH 禾迈股份 未有评级 1,116.60  625.30  5.04  10.15  221.55  110.01  111.20  

300118.SZ 东方日升 未有评级 28.41  253.38  (0.05) 1.22  / 23.29  10.30  

002865.SZ 钧达股份 未有评级 245.50  347.44  (1.30) 4.74  / 51.79  5.02  

002129.SZ TCL中环 未有评级 46.67  1,508.25  1.25  2.26  37.34  20.65  11.19  

002079.SZ 苏州固锝 未有评级 15.20  122.80  0.27  0.33  56.30  46.06  3.14  

300820.SZ 英杰电气 未有评级 112.06  160.94  1.65  2.04  67.92  54.93  9.55  

603667.SH 五洲新春 未有评级 16.45  54.04  0.41  0.65  40.12  25.31  6.97  

601615.SH 明阳智能 未有评级 25.28  574.38  1.59  1.83  15.90  13.81  12.41  

300772.SZ 运达股份 未有评级 18.21  98.74  1.45  1.21  12.56  15.05  5.95  

688733.SH 壹石通 未有评级 47.74  95.37  0.59  0.95  80.92  50.25  12.33  

688707.SH 振华新材 未有评级 57.75  255.79  0.93  2.71  62.10  21.31  8.63  

300919.SZ 中伟股份 未有评级 89.03  542.79  1.55  2.97  57.44  29.98  18.11  

688567.SH 孚能科技 未有评级 28.25  302.46  (0.89) 0.00  / / 8.64  

688779.SH 长远锂科 未有评级 16.65  321.21  0.36  0.78  46.25  21.35  3.85  

688388.SH 嘉元科技 未有评级 56.18  171.04  2.35  2.70  23.91  20.81  16.14  

301031.SZ 中熔电气 未有评级 167.39  110.94  1.21  2.20  138.34  76.09  11.75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注：股价截止日 11月 7日，未有评级公司盈利预测来自万得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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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声明，将通过公司网站披露本公司授权公众媒体及其他机构刊载或者转发证券研究报

告有关情况。如有投资者于未经授权的公众媒体看到或从其他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

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对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公司股价/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市场指数的涨跌幅的表现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        性：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减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个月内表现基本与基准指数持平； 

弱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个月内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指数；新三板市场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香港市场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美股市场基准指数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指数。 

  



 

 

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分析师撰写并向特定客户发布。 

本报告发布的特定客户包括：1) 基金、保险、QFII、QDII 等能够充分理解证券研究报

告，具备专业信息处理能力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构客户；2)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团队，其可参考使用本报告。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团队可能以本报告为基础，整合形成证券投资顾

问服务建议或产品，提供给接受其证券投资顾问服务的客户。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以任何方式或渠道向除上述特定客户外的公司个人客

户提供本报告。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个人客户从任何外部渠道获得本报告

的，亦不应直接依据所获得的研究报告作出投资决策；需充分咨询证券投资顾问意

见，独立作出投资决策。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及

损失等。 

本报告内含保密信息，仅供收件人使用。阁下作为收件人，不得出于任何目的直接

或间接复制、派发或转发此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予任何其他人，或将此报告全部或

部分内容发表。如发现本研究报告被私自刊载或转发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及时采取维权措施，追究有关媒体或者机构的责任。所有本报告内使用的商标、

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及关联公司（统称“中银国

际集团”）的商标、服务标记、注册商标或注册服务标记。 

本报告及其所载的任何信息、材料或内容只提供给阁下作参考之用，并未考虑到任

何特别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或特殊需要，不能成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或认购证

券或其它金融票据的要约或邀请，亦不构成任何合约或承诺的基础。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不能确保本报告中提及的投资产品适合任何特定投资者。本报告的内

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阁下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中银国际集团的客

户。阁下收到或阅读本报告须在承诺购买任何报告中所指之投资产品之前，就该投

资产品的适合性，包括阁下的特殊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及其特别需要寻求阁下相关

投资顾问的意见。 

尽管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都是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证券分析师

从相信可靠的来源取得或达到，但撰写本报告的证券分析师或中银国际集团的任何

成员及其董事、高管、员工或其他任何个人（包括其关联方）都不能保证它们的准

确性或完整性。除非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中银国际集团任何成员不

对使用本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对其中所包含的或讨论的信

息或意见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公平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明或保证。阁下不应

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本报告仅反映证券分析师在撰写本报告时

的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中银国际集团成员可发布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

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有可能采取与本报告观点不同的投资策略。为免生疑问，

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中银国际集团成员的立场。 

本报告可能附载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本报告可能涉及到中银国际集团

本身网站以外的资料，中银国际集团未有参阅有关网站，也不对它们的内容负责。

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包括连接到中银国际集团网站的地址及超级链接）的目

的，纯粹为了阁下的方便及参考，连结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何部份。阁下

须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风险。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基于现状，不构成任何保证，可随时更改，毋须

提前通知。本报告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保证任何投资或策略适用

于阁下个别情况。本报告不能作为阁下私人投资的建议。 

过往的表现不能被视作将来表现的指示或保证，也不能代表或对将来表现做出任何

明示或暗示的保障。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预测只是反映证券分析师在本报告

所载日期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中涉及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入

可能出现上升或下跌。 

部分投资可能不会轻易变现，可能在出售或变现投资时存在难度。同样，阁下获得

有关投资的价值或风险的可靠信息也存在困难。本报告中包含或涉及的投资及服务

可能未必适合阁下。如上所述，阁下须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包括买卖本报告

涉及的任何证券，寻求阁下相关投资顾问的意见。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及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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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2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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