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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能源汽车 

 欧洲 2035 年起正式禁止燃油车销售 

我们认为，此次欧盟正式确定 2035 年起禁止销售燃油车，反

映出欧盟对于电动车推进的决心较为坚定。目前欧洲电动化的

空间较为广阔，随着负面因素影响的缓解，欧洲电动车增长趋

势仍明确。此外，欧洲电动车市场为国内供应链提供结构性需

求，已有如宁德时代、恩捷股份、星源材质、新宙邦、科达利

等多家电池&材料厂在欧洲当地布局建厂，未来在欧洲电动车

高增长的趋势下，海外产能投产运行有望带来业绩增量。 

 美国拜登政府公布充电桩建设新政策 

我们认为， 

1）就美国市场来看，通过各项积极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市场

电动车销量有望高速增长，充电设施将不断完善，产业链预计

实现快速发展。 

2）就中国市场来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提升下充电设备

需求也将同步大幅提高。根据中国充电联盟数据，202 2 年全

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新增 259.3 万台，同比增加 176.9%，车桩

增量比为 2.7:1，与 2021 年同期的车桩增量比为 3.7:1 相比，

实现快速的提升，未来在政策以及市场的推动下，充换电等基

础设施建设有望持续完善。此外，在全球电动化的背景下，充

电桩等设施需求广阔，中国产业链具备较强的供应能力，仍然

是充电桩市场重要的参与者。 

核心观点：  

国内新能源汽车完成认知度和接受度提升的初级阶段，在驱动力

由政策端向市场端逐步转变的过程中，新能源汽车进入加速渗透

阶段。海外电动化决心明确，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实现共振。技

术革新为推动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有望带来性

能、成本、安全性等多方位的提高。持续看好积极拥抱新技术和

竞争优势显著/格局优化的两条投资主线，具体包括： 

1）复合集流体：具备成本、能量密度、安全性等多方面的优

势，设备端、电池端、材料端共同发力，持续推动产业化应用，

关键设备、工艺和材料端需求有望提升。 

2）钠离子电池：技术日趋成熟，有望在储能、低速车等领域实

现率先应用，具备相关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集流体、壳体以及

电池端技术、产品、产能布局的企业有望获得增量市场。 

3）快充：需求持续提升，有望带动负极材料、CNT 导电剂等相

关材料技术迭代以及需求提升。 

 
 

评级及分析师信息  
  

[Table_IndustryRank] 行业评级： 推荐 
 

 

[Table_Pic] 行业走势图 

 
[Table_Author] 分析师：杨睿 

邮箱：yangrui2@hx168.com.cn 

SAC NO：S1120520050003 

联系电话：010-5977 5338 

 

分析师：李唯嘉 

邮箱：liwj1@hx168.com.cn 

SAC NO：S1120520070008 

联系电话：010-5977 5349 

 

分析师：耿梓瑜 

邮箱：gengzy@hx168.com.cn 

SAC NO：S1120522120002 

联系电话：010-5977 5353 

 

研究助理：曾杰煌 

邮箱：zengjh@hx168.com.cn 

联系电话：0755-8253 9025 

 

研究助理：罗静茹 

邮箱：luojr@hx168.com.cn 

联系电话：021-5038 0388 

 

研究助理：哈成宸 

邮箱：hacc@hx168.com.cn 

联系电话：021-5038 0388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周报 

仅供机构投资者使用 

[Table_Date] 2023 年 02 月 19 日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1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1

13
86
36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周报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2 

19626187/21/20190228 16:59 

4）长续航以及高能量密度需求下，三元材料高镍化、高电压

化、单晶化，硅负极、导电剂以及新型锂盐等需求扩大。 

5）制造工艺、电池结构、化学材料等多个方面的技术升级，带

来包括电池端在内的多环节机遇，具备技术领先优势的企业将加

固自身护城河。 

6）竞争格局清晰，具备较强的护城河标的；技术路线明确，拥

有迭代逻辑较强产品的厂商；自身技术、业务实力不断增强，多

元化布局带来更多亮点的优质企业。 

7）具备国际化供应实力的厂商更加受益于全球电动化发展。 

8）上游原材料端价格回归有望带动中游电池端的盈利修复。 

9）龙头高成长、高确定性机会，特斯拉、比亚迪及新势力等车

企以及宁德时代、LG 化学等动力电池供应链。 

10）在行业快速增长趋势下，自身优势增强推动业绩有望实现超

预期表现的二线标的。 

11）产能加速布局有望显著受益行业需求快速增长的相关标的。 

12）在政策支持下，有望快速发展的氢能源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环

节。 

13）储能、两轮车等具备结构性机遇的细分环节，以及持续完善

的充换电设施环节。 

受益标的：宁德时代、科达利、璞泰来、天奈科技、宝明科

技、骄成超声、双星新材、鼎胜新材、万顺新材、胜利精密、亿

纬锂能、当升科技、杉杉股份、中科电气、容百科技、振华新

材、中伟股份、诺德股份、嘉元科技、恩捷股份、星源材质、德

方纳米、天赐材料、孚能科技、鹏辉能源、华友钴业、宏发股

份、特锐德、斯莱克、炬华科技、盛弘股份、科士达、道通科

技、绿能慧充、英杰电气、通合科技等。 

2.新能源 

 第三批风光大基地项目已形成项目清单 

集中式地面电站是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认为，随着硅料产能的释放，光伏产业链价格将回落，收益率提

升有望推动后续大基地项目加速落地，为 2023 年的新增光伏需

求贡献增量，光伏装机规模成长可期。 

 陕西省积极推进风光发电基地建设，加快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  

此前，陕西省发布的“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陕西省可

再生能源装机 6500 万千瓦，风电达到 2000 万千瓦。根据陕西日

报报道，从陕西发改委获悉，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陕西可再生

能源装机规模达到3111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38.3%。其

中，风电装机规模 1179 万千瓦。目前，陕北至湖北、神府至河

北南网、渭南三大新能源基地项目已开工建设；陕西省的另外两

个新能源基地延安和渭南，已建和待建项目充足，正持续推动风

光为主的新能源大力发展。到 2025 年，全省可再生能源项目累

计装机规模有望达到 6500 万千瓦以上。我们认为，伴随各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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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布局双碳目标，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建设持续推进，产业

链各环节需求有望持续有支撑。 

 三家海外储能公司发布全年业绩 

我们认为，2022 年储能市场快速增长，海外储能进入高景气度

阶段。相关储能厂商业绩表现良好，Enphase、SolarEdge 的

22Q4 以及 22 年全年的营收均创历史新高，Fluence 的 22Q4 毛利

率继 22Q3 转正后进一步提升。未来在 IRA等政策的支持下，储

能市场有望保持高速发展，装机量规模的扩大以及盈利的提升有

望推动厂商业绩持续增长。 

核心观点： 

（1）光伏 

光伏项目具备较强的“投资品”属性，项目内部收益率是影响行

业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链供应能力的增强将提高装机

规模上限，长期看在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光伏规模有望保

持快速增长。 

前期季节性因素叠加春节假期，产能释放导致硅料价格阶段

性快速下跌。节后硅料+硅片调涨明显，我们认为：主要是基

于组件需求具备支撑+前期价格大幅跳水带来下游环节原材料

库存处于低位情况下，上下游产业链进行博弈。中长期看，

硅料产能持续释放，预计硅料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 

供需关系错配导致光伏产业链短期量价经历阵痛期，但作为

“投资品”属性明显的光伏项目，终端价格和项目收益率水平将

对需求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受益于项目安装速度较快，

预计年内量价间将实现自平衡，本轮跌价企稳后，终端收益

率提升将刺激下游需求出现明显拐点。 

行业发展趋势上，我们认为，1）需求结构上，重点看好价格

刺激下的集中式电站的需求反弹；2）新技术应用上，随着 N

型新技术电池片经济性显现，电池片出货结构中 N 型特别是

TOPCon 占比有望持续提升，将有望在迭代窗口期享受更高溢

价；3）看好胶膜在需求刺激下的规模放量+盈利修复、关注

支架等辅材环节需求提升机遇；4）硅料价格快速下跌，产业

链向下传导。①短期看电池片+组件环节受益上游利润释放，

具备较高价格交付订单的组件厂商盈利水平有望提升，除头

部厂商外，二三线也有望迎来修复机遇；②中长期看，新技

术溢价及具备渠道优势的相关一体化组件厂商竞争力显现；

5）颗粒硅产能持续释放，在产业链价格下滑的趋势下，颗粒

硅将体现其成本及能耗优势。 

行业动态变化之下，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也给予新进入者提供相

关机遇，多家企业纷纷转型布局光伏新技术，如 2022 年 11月国

立科技公告披露持有山东泉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7%的股份，

并于 2023 年 1 月披露提升至 35%，同时，2023 年 2 月 9 日国立

科技披露拟进行原有资产剥离，将全资子公司爱派客（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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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股权转让给爱派客鞋业，同时公司将更名为广东泉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泉为科技”），经营范围变更为新兴能源技术

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等，国立科技正式入

局光伏HJT赛道。根据泉为科技官网披露，山东泉为规划建设年

产15GW+异质结电池、20GW+异质结光伏组件以及8GWh+储能

产品项目。新技术趋势下，我们建议关注业务转型的新进入者。 

受益标的：海优新材、晶科能源、隆基绿能、晶澳科技、阳光

电源、德业股份、福斯特、通威股份、天合光能、TCL 中环、

锦浪科技、昱能科技、禾迈股份、正泰电器、中来股份、联泓

新科、中信博、石英股份、宇邦新材、通灵股份、钧达股份、

天通股份、国立科技、赛伍技术等。 

（2）风电 

短期来看，风电招标量快速增长：①截止到 2023 年 1 月 31

日，风电项目的招标规模达 11.7GW，行业需求有所支撑。根

据风电之音不完全统计，1 月国有企业开发商共发布风电机组

设备采购招标容量为 11717.5MW，较去年同期增长 33%。23

年招标规模同比 22 年同期显著增长，为后续风电装机需求提

供可靠保障；②主机价格震荡下行。根据风电头条不完全统

计，2023 年 1 月份央企风电中标项目累计 3.18GW，共有 11

家整机商中标。其中陆上风电含塔筒最高中标均价 2315 元

/kW；陆上风电不含塔筒最高中标均价为 2128 元/kW；海上

风电含塔筒最高中标均价 3921 元/kW，不含塔筒最高中标均

价 3710 元/kW。 

受益标的：天能重工、泰胜风能、大金重工、日月股份、天顺

风能、恒润股份、广大特材、新强联、长盛轴承、双飞股

份、五洲新春、万马股份、东方电缆、亨通光电、宝胜股

份、汉缆股份、起帆电缆、明阳智能、金风科技、中材科

技、金雷股份等。 

（3）储能 

核心观点：  

在能源转型持续深入、能源稳定供应需求明确、储能项目经济性

显现等因素的推动下，海外与国内、户储和大储呈现需求共振，

预计储能市场步入高景气度赛道。 

 户用储能：欧洲地区能源危机以来户储配置经济性凸

显、需求高增，成为全球户储的主要增长动力； 

 大储：国内招中标量持续向上，政策持续完善，激发

商业模式优化；上游端电池成本有望下行、光伏产业

链价格下行为新能源配储腾出成本空间，储能产业发

展环境改善，加速推动国内新能源配储需求提升；海

外美国大储已具备独立运作经济性，IRA法案也将进一

步带来美国独立储能初始投资成本的大幅下降，2023

年有望大规模放量。 

技术的迭代更新、成本的持续下探、商业模式的不断探索，储能

产业的内生增长和外生动力将共同促进行业整体的快速发展，我

们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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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池：储能系统装机规模的快速增长将直接推动锂电池需求

提升，以及钠电池、钒电池等技术发展以及应用，具备性能成本

优势、销售渠道以及技术实力的企业有望受益； 

2）逆变器：PCS 与光伏逆变器技术同源性强，且用户侧储能与

户用逆变器销售渠道较为一致，逆变器技术领先和具备渠道优势

的企业有望受益； 

3）储能系统集成：储能系统集成看重集成商的集成效率、成本

控制以及对零部件和下游应用的理解，在系统优化、效率管理、

成本管控以及应用经验具备竞争优势的供应商有望在储能市场规

模扩大中受益。 

4）高压级联：国内风光配储政策力度加强，大容量储能项目有

望加速建设，高压级联技术有望迎来机遇。 

5）海外储能：欧洲能源紧张，需求加大带来供需错配机遇，海

外户用以及工商业储能环节将受益增长。 

受益标的：阳光电源、科士达、盛弘股份、智光电气、金盘科

技、德业股份、上能电气、锦浪科技、宁德时代、亿纬锂能、鹏

辉能源、国轩高科、派能科技、同力日升、华宝新能等。 

3.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不达预期；新能源装机、限电改善不达预

期；产品价格大幅下降风险；疫情发展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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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观点 

1.1.新能源汽车 

 欧盟 2035 年起正式禁止燃油车销售 

近日，据欧洲议会官网，欧洲议会议员以 340 票赞成、279 票反对和 21 票弃权，

通过了此前与理事会达成的协议。协议要求：与 2021 年相比， 2030 年新的小汽车和

客货车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减少 55%和 50%，2035 年新的小汽车和客货车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减少 100%，意味着从 2035 年起欧盟将正式禁止销售燃油车。 

我们认为，此次欧盟正式确定 2035 年起禁止销售燃油车，反映出欧盟对于电动

车推进的决心较为坚定。目前欧洲电动化的空间较为广阔，随着负面因素影响的缓解，

欧洲电动车增长趋势仍明确。此外，欧洲电动车市场为国内供应链提供结构性需求，

已有如宁德时代、恩捷股份、星源材质、新宙邦、科达利等多家电池&材料厂在欧洲

当地布局建厂，未来在欧洲电动车高增长的趋势下，海外产能投产运行有望带来业绩

增量。 

 美国拜登政府公布充电桩建设新政策 

美国当地时间 2 月 15 日，拜登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最新举措，旨在打造方便、

可靠的，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通过在美国高速公路沿线和社区建立一

个由 50 万个电动车充电桩组成的全国性的网络，以及到 2030 年电动汽车的销量

占到新车销量 50%等方法，实现拜登政府应对气候危机的雄心。 

当日，交通部与能源部合作确定了新标准，确保所有美国人都可以方便且可靠地

给汽车充电，包括在长途路段。在新标准下，无论开什么样的车或者使用什么样的充

电标准，都可以使用该套充电网络。 

联邦公路管理局（The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对联邦资助的电

动汽车充电桩制定了符合《建设美国、购买美国法案》的最终计划，内容包括： 

1）所有通过两党基础设法资助的电动汽车充电桩必须在美国建造，任何铁制或

钢铁制充电桩外壳的组装和制造过程都需要在美国完成，该计划要求立即生效。 

2）占充电桩中所有组件成本至少 55%的部分需要在美国制造，该计划于 2024 年

7 月生效。 

我们认为， 

1）就美国市场来看，通过各项积极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市场电动车销量有望高

速增长，充电设施将不断完善，产业链预计实现快速发展。 

2）就中国市场来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提升下充电设备需求也将同步大幅

提高。根据中国充电联盟数据，2022 年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新增 259.3 万台，同比

增加 176.9%，车桩增量比为 2.7:1，与 2021 年同期的车桩增量比为 3.7:1 相比，实现

快速的提升，未来在政策以及市场的推动下，充换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有望持续完善。

此外，在全球电动化的背景下，充电桩等设施需求广阔，中国产业链具备较强的供应

能力，仍然是充电桩市场重要的参与者。 

核心观点：  

国内新能源汽车完成认知度和接受度提升的初级阶段，在驱动力由政策端向市场

端逐步转变的过程中，新能源汽车进入加速渗透阶段。海外电动化决心明确，全球新

能源汽车发展实现共振。技术革新为推动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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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性能、成本、安全性等多方位的提高。持续看好积极拥抱新技术和竞争优势显著

/格局优化的两条投资主线，具体包括： 

1） 复合集流体：具备成本、能量密度、安全性等多方面的优势，设备端、电池

端、材料端共同发力，持续推动产业化应用，关键设备、工艺和材料端需求

有望提升。 

2） 钠离子电池：技术日趋成熟，有望在储能、低速车等领域实现率先应用，具

备相关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集流体、壳体以及电池端技术、产品、产能布

局的企业有望获得增量市场。 

3） 快充：需求持续提升，有望带动负极材料、CNT 导电剂等相关材料技术迭代

以及需求提升。 

4） 长续航以及高能量密度需求下，三元材料高镍化、高电压化、单晶化，硅负

极、导电剂以及新型锂盐等需求扩大。 

5） 制造工艺、电池结构、化学材料等多个方面的技术升级，带来包括电池端在

内的多环节机遇，具备技术领先优势的企业将加固自身护城河。 

6） 竞争格局清晰，具备较强的护城河标的；技术路线明确，拥有迭代逻辑较强

产品的厂商；自身技术、业务实力不断增强，多元化布局带来更多亮点的优

质企业。 

7） 具备国际化供应实力的厂商更加受益于全球电动化发展。 

8） 上游原材料端价格回归有望带动中游电池端的盈利修复。 

9） 龙头高成长、高确定性机会，特斯拉、比亚迪及新势力等车企以及宁德时代、

LG 化学等动力电池供应链。 

10） 在行业快速增长趋势下，自身优势增强推动业绩有望实现超预期表现的

二线标的。 

11） 产能加速布局有望显著受益行业需求快速增长的相关标的。 

12） 在政策支持下，有望快速发展的氢能源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环节。 

13） 储能、两轮车等具备结构性机遇的细分环节，以及持续完善的充换电设

施环节。 

受益标的：宁德时代、科达利、璞泰来、天奈科技、宝明科技、骄成超声、双

星新材、鼎胜新材、万顺新材、胜利精密、亿纬锂能、当升科技、杉杉股份、中科电

气、容百科技、振华新材、中伟股份、诺德股份、嘉元科技、恩捷股份、星源材质、

德方纳米、天赐材料、孚能科技、鹏辉能源、华友钴业、宏发股份、特锐德、斯莱克、

炬华科技、盛弘股份、科士达、道通科技、绿能慧充、英杰电气、通合科技等。 

1.2.新能源 

 第三批风光大基地项目已形成项目清单 

近日，国家能源局在京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提到，“以沙漠、戈

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进展顺利。第一批 9705 万千瓦基地

项目已全面开工、部分已建成投产，第二批基地部分项目陆续开工，第三批基地

已形成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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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地面电站是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随着

硅料产能的释放，光伏产业链价格将回落，收益率提升有望推动后续大基地项目

加速落地，为 2023 年的新增光伏需求贡献增量，光伏装机规模成长可期。 

 陕西省积极推进风光发电基地建设，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2 月 17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陕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方案指出： 

1）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全面推动风电和光伏发电

大规模开发利用，持续推进陕北地区风光发电基地化建设，大力推动关中负荷中心地

区风光资源规模化开发建设，稳步扩大陕南地区风光发电规模，重点推进神木府谷外

送、陕武直流、渭南 3 个大型风光发电基地项目和 26 个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县项目

建设。到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8000 万千瓦以上。 

2）大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推进退役风电机组及叶片、光伏组件、动力电

池等循环利用，建设一批集规范回收、分选拆解、再制造及高值资源化于一体的示范

项目。 

3）促进服务业绿色低碳转型。在 A 级旅游景区创建和运营管理中，引入绿色设

计、节能管理、绿色消费等概念，因地制宜推广应用太阳能光伏、风能、空气能，推

广绿色低碳旅游。 

此前，陕西省发布的“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陕西省可再生能源装机

6500 万千瓦，风电达到 2000 万千瓦。根据陕西日报报道，从陕西发改委获悉，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陕西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3111 万千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

38.3%。其中，风电装机规模 1179 万千瓦。目前，陕北至湖北、神府至河北南网、渭

南三大新能源基地项目已开工建设；陕西省的另外两个新能源基地延安和渭南，已建

和待建项目充足，正持续推动风光为主的新能源大力发展。到 2025 年，全省可再生

能源项目累计装机规模有望达到 6500 万千瓦以上。我们认为，伴随各省深入布局双

碳目标，风电、光伏为主的新能源建设持续推进，产业链各环节需求有望持续有支撑。 

 三家海外储能公司发布全年业绩 

近期，海外三家头部储能公司 SolarEdge、Enphase、Fluence 发布 2022 年 Q4 季

报和全年财报，业绩披露如下： 

 SolarEdge：22 年 Q4 营收创历史新高，达到 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

环比增长 6%；净利润为 2083 万美元，同比降低 49%，环比降低 16%；毛

利率 29.3%。22 年全年营收创历史新高，达到 3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4%；净利润为 9377 万美元，同比降低 44.6%；毛利率 27.2%。 

 Enphase：22 年 Q4 营收创历史新高，达到 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5.6%，

环比增长 14.2%；净利润为 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2.4%，环比增长

33.9%；毛利率为 42.9%。22 年全年营收达到 2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7%；净利润为 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3.2%；毛利率 41.8%。 

 Fluence：22 年 Q4 营收达到 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77.5%，环比降低

29.7%；净利润为-2464 万美元，同环比亏损均收窄；毛利率自 Q3 转正后进

一步提高，达到 3.9%。22 年全年营收达到 11.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

净利润为-1.0 亿美元，毛利率-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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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2022 年储能市场快速增长，海外储能进入高景气度阶段。相关储能

厂商业绩表现良好，Enphase、SolarEdge 的 22Q4 以及 22 年全年的营收均创历史新高，

Fluence 的 22Q4 毛利率继 22Q3 转正后进一步提升。未来在 IRA等政策的支持下，储

能市场有望保持高速发展，装机量规模的扩大以及盈利的提升有望推动厂商业绩持续

增长。 

核心观点： 

（1） 光伏  

光伏项目具备较强的“投资品”属性，项目内部收益率是影响行业需求增长的

重要因素。产业链供应能力的增强将提高装机规模上限，长期看在全球能源转型

背景下，光伏规模有望保持快速增长。 

前期季节性因素叠加春节假期，产能释放导致硅料价格阶段性快速下跌。节

后硅料+硅片调涨明显，我们认为：主要是基于组件需求具备支撑+前期价格大幅

跳水带来下游环节原材料库存处于低位情况下，上下游产业链进行博弈。中长期

看，硅料产能持续释放，预计硅料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 

供需关系错配导致光伏产业链短期量价经历阵痛期，但作为“投资品”属性明

显的光伏项目，终端价格和项目收益率水平将对需求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受

益于项目安装速度较快，预计年内量价间将实现自平衡，本轮跌价企稳后，终端

收益率提升将刺激下游需求出现明显拐点。 

行业发展趋势上，我们认为， 1）需求结构上，重点看好价格刺激下的集中

式电站的需求反弹；2）新技术应用上，随着 N 型新技术电池片经济性显现，电池

片出货结构中 N 型特别是 TOPCon 占比有望持续提升，将有望在迭代窗口期享受

更高溢价；3）看好胶膜在需求刺激下的规模放量+盈利修复、关注支架等辅材环

节需求提升机遇；4）硅料价格快速下跌，产业链向下传导。①短期看电池片+组

件环节受益上游利润释放，具备较高价格交付订单的组件厂商盈利水平有望提升，

除头部厂商外，二三线也有望迎来修复机遇；②中长期看，新技术溢价及具备渠

道优势的相关一体化组件厂商竞争力显现；5）颗粒硅产能持续释放，在产业链价

格下滑的趋势下，颗粒硅将体现其成本及能耗优势。 

行业动态变化之下，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也给予新进入者提供相关机遇，多家

企业纷纷转型布局光伏新技术，如 2022 年 11 月国立科技公告披露持有山东泉为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7%的股份，并于 2023 年 1 月披露提升至 35%，同时，2023 年 2

月 9 日国立科技披露拟进行原有资产剥离，将全资子公司爱派客（东莞）100%的股

权转让给爱派客鞋业，同时公司将更名为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泉为科技”），

经营范围变更为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等，国立科

技正式入局光伏 HJT 赛道。根据泉为科技官网披露，山东泉为规划建设年产 15GW+

异质结电池、20GW+异质结光伏组件以及 8GWh+储能产品项目。新技术趋势下，我

们建议关注业务转型的新进入者。 

应关注市场变化下的增量空间及技术变革下的结构性机遇： 

 N 型电池片出货占比提升，有望拉动 N 型硅片及 N 型硅料需求快速增长，

其单位盈利有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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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晶硅产能逐季释放，硅片环节由于在产业链中具备较好的竞争格局，相

对话语权有望变强，价值链分配占比有望增强（特别是锁定石英砂等原材料

供应的厂商）； 

 全面拥抱新技术带来的结构性机遇，电池片技术和需求迭代，尺寸上的结

构性偏紧和 TOPCon、HJT、钙钛矿等技术将带来产品溢价与格局机遇； 

 垂直一体化厂商具备供应链、成本、渠道优势，市场竞争力将持续加强；

同时，垂直一体化厂商通过较早的布局构建了宽厚的资金和成本壁垒，强者

恒强，头部厂商有望进一步集中；  

 TOPCon 出货快速增长，对胶膜阻水性、扛 PID 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具备更

高性能的 POE/EPE胶膜出货有望快速增长； 

 逆变器产品需求将与光伏、储能领域发展实现共振，国内优质供应商加速

出海，并在海外市场竞争中具备优势。同时，关注户用逆变器和微型逆变器

的增量市场机遇； 

 组件价格回落后国内大型地面电站被抑制的需求有望释放，集中式逆变器

和支架需求有望快速反弹； 

 分布式光伏是光伏新增装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渠道或开发资源优

势的供应商有望受益； 

 硅料供需缓解有望让利，在海外高纯石英砂供不应求下，采用国产高纯石

英砂制备坩埚带来硅片环节整体经营效率、盈利能力优化； 

 在 EVA粒子产能扩张有限的情况下，下游需求向好将导致 EVA 粒子供需格

局的紧张，看好 EVA粒子盈利能力的提升和持续； 

 硅料产能持续释放，建议关注具备成本&能耗优势的颗粒硅，以及 CCZ

连续直拉单晶技术。 

受益标的：海优新材、晶科能源、隆基绿能、晶澳科技、阳光电源、德业股份、

福斯特、通威股份、天合光能、TCL中环、锦浪科技、昱能科技、禾迈股份、正泰电

器、中来股份、联泓新科、中信博、石英股份、宇邦新材、通灵股份、钧达股份、天

通股份、国立科技、赛伍技术等。 

（2）风电 

短期来看，风电招标量快速增长：①截止到 2023 年 1 月 31 日，风电项目的

招标规模达 11.7GW，行业需求有所支撑。根据风电之音不完全统计，1 月国有企

业开发商共发布风电机组设备采购招标容量为 11717.5MW，较去年同期增长 33%。

23 年招标规模同比 22 年同期显著增长，为后续风电装机需求提供可靠保障；②

主机价格震荡下行。根据风电头条不完全统计，2023 年 1 月份央企风电中标项目

累计 3.18GW，共有 11 家整机商中标。其中陆上风电含塔筒最高中标均价 2315 元

/kW；陆上风电不含塔筒最高中标均价为 2128 元/kW；海上风电含塔筒最高中标

均价 3921 元/kW，不含塔筒最高中标均价 3710 元/kW。 

材料价格回落+密集交付期，未来行业景气度有望提升：一方面，中厚板/螺

纹钢/废钢/铸造生铁现货价格同比 22 年年内高点分别下跌 19.0%、17.6%、22.9%

以及 16.5%，原材料价格回落有望带来行业整体盈利修复；另一方面，2022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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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风电新增装机量 37.63GW，伴随后续大基地项目推进、已招标项目以及海上

风电陆续开工，风电行业有望迎来高景气度。 

中长期看，风电是实现“碳中和”的能源替代形式之一，平价时代风电行业将

摆脱周期性波动特点，持续看好风电行业的装机需求及发展空间。 

优先看好塔筒环节： 

大型化驱动行业集中度提升。一方面，风电机组大型化趋势明确，塔筒行业

对产品研发、工艺生产及检测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头部企业持续扩产

以满足市场要求，提升自身竞争力。 

海上产品价值量更高，具备广阔发展空间。除塔筒外，海上风电需桩基、导

管架等基础支撑结构将风机固定于海床地基中。根据大金重工披露，陆风塔筒基

础支持重量约为 9 万吨/GW，海风基础约为 27 万吨/GW，是陆上重量的 3 倍，海

上风电将为塔筒企业开辟增量空间。 

技术壁垒+码头资源，构筑海工核心壁垒。海工产品的设计、材料、工艺要

求更高，目前仅有少数头部厂商具备高品质大功率海工产品的制造技术；码头资

源稀缺，且利于确保企业实现产品及时发运和拓展海外市场。 

塔筒具备价格优势，海外市场有望突破。根据欧盟委员会披露，近年欧洲塔

筒企业利润率持续下滑，2019 年已经变为负值，相较之下，即便加征反倾销税，

国内塔筒企业仍保持一定价格优势，叠加欧洲海上风电装机规划持续增长，预计

塔筒环节将率先受益。 

海缆环节有望持续受益： 

高压&直流产品价值量增加，海缆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海上风电场海缆

方案通常为 35kV 阵列海缆+220kV 送出海缆，伴随着风机大型化、风场开发规模

化以及选址深远海化，阵列海缆将由 35 kV 提升至 66kV，送出海缆由 220kV提升

至 330kV/500kV 或采用直流海缆。高压/直流海缆制造技术难度大，市场玩家有限，

产品附加值更高。 

产能、码头、经验构筑三大竞争壁垒，龙头企业优势显著。①产能：海缆属

于重资产行业，资金壁垒较高，且扩产周期通常需 2-3 年，短期内新进入者难以

进入；②码头：海缆产品长达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重达几千吨，龙头企业拥有自

有码头可以保障海缆产品顺利生产及发运；③经验：一旦海缆发生故障，不仅抢修

较为困难，也会对风电场的收益将造成较大影响，因此业主更关注海缆企业过往项目

经验以保证海缆产品质量的可靠性。 

海陆需求支撑风电行业快速发展，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加快产能布局。陆风方面，

第三批风光大基地已形成项目清单，大基地的建设有力支撑风机零部件的需求；海风

方面，各省十四五补贴政策的持续推进和海风大型化、深远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海上

风电新增长点特性突出。随着风电行业的快速发展，制造企业积极紧抓行业变化和周

期景气向上，加快产能扩张布局。其中， 

天能重工积极布局产能扩张，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

意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公司前期多基地覆盖，具备塔筒陆海产能基础。根据 2023 年 1 月 11 日天能重工

公告的《发行人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人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截至 2022年 9月末，公司已建成产能基地包括

山东青岛 8 万吨、新疆哈密 3.4 万吨、吉林大安 1.7 万吨、云南玉溪 2.55 万吨、

湖南郴州 3.4 万吨、内蒙古兴安盟 4 万吨、江苏盐城（海工）10 万吨、大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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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8 万吨、吉林通榆 4 万吨、内蒙古商都 4 万吨、广东汕尾（海工）10 万吨；

公司合计已建成产能 59.05 万吨，其中海工基地 28 万吨。 

产能持续布局，加大对海上风电的投入。公司将以现有的大连、江苏、广东三

个海工装备基地为基础，积极布局海上风电和海外风电，顺应海上风电发展趋

势，重点拓展广东、江苏、山东等沿海海上风电市场。根据 2023 年 1 月 11 日

《发行人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人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

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公司在全国共规划了 13 处塔筒

生产基地 (9 处陆上基地+4 处海工基地)，其中已建成产能 59.05 万吨，在建及技

改拟新增产能 32 万吨，包括内蒙古包头 4 万吨、山东东营（海工）20 万吨、江

苏盐城工厂技改项目 5 万吨、广东汕尾工厂技改项目 3 万吨，其中新增产能以海

工产能为主。2023 年 2 月 17 日，天能重工公告《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说明书(注册稿)》指出，本次拟向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全部用于天能重工武川 150MW 风电项目、

江苏天能海洋重工有限公司海上风电装备制造生产线技改项目、海上风电装备

制造生产线技改项目、吉林天能塔筒制造生产线技改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整

体产能规划看，根据公司 2022 年 11 月 4 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随着

技改项目的完成，未来公司将达到约 100 万吨总产能，其中陆塔产能约 40 万吨，

海工产能约 60 万吨。此外公司也将积极开展与国外主机厂商的合作，适机拓展

海外业务。 

我们认为，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趋势明确，未来海风项目逐步平价有望提高下

游业主项目 IRR，增强下游运营商的建设意愿，有望带动整个海上风电产业链需求的

快速提升，进一步打开海上风电市场发展空间。 

同时关注以下环节的投资机遇： 

 海上风电持续降本，加之广东、山东出台地方补贴政策，需求有望持续提

升，海风细分赛道增速更快，壁垒更高。未来深远海发展趋势明确，看好

海工产品（海上塔筒带来增量空间）、海缆等相关环节，政策扶持力度较

大区域相关产能有望显著受益于区位优势，同时关注海缆订单旺盛带来的外

溢二线厂商机会；另外，塔筒成本加成的定价方式利于原材料成本顺价，且

行业需求向上下利于加工费改善，陆海产能布局完善有望受益行业需求共

振； 

 看好国产部件在大型化趋势下及格局变化下的机会，如主轴、铸件、叶片

等环节； 

 海外风电装机目标有望提升，看好具备出口逻辑的塔筒及零部件环节； 

 看好原材料价格调整以及成本优化下的盈利修复环节； 

 看好主轴轴承等精密部件的国产替代机会； 

 看好整机环节格局变化及技术变化下的机会； 

 看好高压电缆料的国产替代机会； 

 看好新技术变革下的机会，如滑动轴承环节； 

受益标的：天能重工、泰胜风能、大金重工、日月股份、天顺风能、恒润股

份、广大特材、新强联、长盛轴承、双飞股份、五洲新春、万马股份、东方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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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通光电、宝胜股份、汉缆股份、起帆电缆、明阳智能、金风科技、中材科技、

金雷股份等。 

（3）储能 

在能源转型持续深入、能源稳定供应需求明确、储能项目经济性显现等因素的推

动下，海外与国内、户储和大储呈现需求共振，预计储能市场步入高景气度赛道。 

 户用储能：欧洲地区能源危机以来户储配置经济性凸显、需求高增，成为全球户

储的主要增长动力； 

 大储：国内招中标量持续向上，政策持续完善，激发商业模式优化；上游端电池

成本有望下行、光伏产业链价格下行为新能源配储腾出成本空间，储能产业发展

环境改善，加速推动国内新能源配储需求提升；海外美国大储已具备独立运作经

济性，IRA法案也将进一步带来美国独立储能初始投资成本的大幅下降，2023年

有望大规模放量。 

 技术的迭代更新、成本的持续下探、商业模式的不断探索，储能产业的内生增长

和外生动力将共同促进行业整体的快速发展，我们看好： 

1）电池：储能系统装机规模的快速增长将直接推动锂电池需求提升，以及钠电

池、钒电池等技术发展以及应用，具备性能成本优势、销售渠道以及技术实力的企业

有望受益； 

2）逆变器：PCS 与光伏逆变器技术同源性强，且用户侧储能与户用逆变器销售

渠道较为一致，逆变器技术领先和具备渠道优势的企业有望受益； 

3）储能系统集成：储能系统集成看重集成商的集成效率、成本控制以及对零部

件和下游应用的理解，在系统优化、效率管理、成本管控以及应用经验具备竞争优势

的供应商有望在储能市场规模扩大中受益。 

4）高压级联：国内风光配储政策力度加强，大容量储能项目有望加速建设，高

压级联技术有望迎来机遇。 

5）海外储能：欧洲能源紧张，需求加大带来供需错配机遇，海外户用以及工商

业储能环节将受益增长。 

受益标的：阳光电源、科士达、盛弘股份、智光电气、金盘科技、德业股份、

上能电气、锦浪科技、宁德时代、亿纬锂能、鹏辉能源、国轩高科、派能科技、同力

日升、华宝新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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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数据跟踪 

2.1.新能源汽车 

2.1.1.锂电池材料价格 

钴/锂：钴、四氧化三钴、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下跌 

钴价下跌。MB标准级钴、合金级钴报价分别为 15.00-16.35美元/磅、16.85-18.00

美元/磅，最高值分别下跌 0.65 美元/磅、维持稳定；根据 Wind 数据，长江有色市场

钴平均价为 29.2 万元/吨，维持稳定。 

四氧化三钴价格下跌。根据 Wind 数据，四氧化三钴（≥72%,国产）价格为 16.50

万元/吨，跌幅为 5.71%。 

硫酸钴价格涨跌不一。根据 Wind数据，硫酸钴（≥20.5%,国产）价格为 3.95万元

/吨，涨幅为 2.60%；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硫酸钴价格为 3.85 万元/吨，下跌 0.10 万元/

吨。 

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下跌。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为 45.60 万元/吨，

下跌 1.60 万元/吨。 

正极材料：三元材料、磷酸铁锂等价格下跌，硫酸镍价格上涨 

钴酸锂价格下跌。根据鑫椤锂电数据，钴酸锂（4.35V）价格为 34.40 万元/吨，

下跌 1.10 万元/吨。 

磷酸铁锂价格下跌。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磷酸铁锂价格为 14.45 万元/吨，下跌

0.25 万元/吨。 

三元材料价格下跌。根据 Wind数据，三元材料（523）价格为 30.40万元/吨，跌

幅为1.62%；根据鑫椤锂电数据，NCM 5系价格为27.60万元/吨，下跌3.40万元/吨；

NCM 811 价格为 36.75 万元/吨，下跌 1.20 万元/吨。 

三元前驱体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NCM523前驱体价格为9.30万元

/吨，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NCM 811 前驱体价格为 12.40 万元/吨，维持稳

定。 

电池级硫酸镍价格上涨。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池级硫酸镍价格为 3.95 万元/吨，

上涨 0.15 万元/吨。 

电池级硫酸锰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池级硫酸锰价格为 0.65 万

元/吨，维持稳定。 

负极材料：高端天然、人造负极价格下跌 

高端天然负极价格下跌。根据鑫椤锂电数据，高端天然负极价格为 5.90 万元/吨，

下跌 0.20 万元/吨。 

高端人造负极价格下跌。根据鑫椤锂电数据，高端人造负极价格为 6.10 万元/吨，

下跌 0.10 万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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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隔膜（湿法）价格维持稳定 

隔膜（湿法）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基膜（湿法,9μm）价格为1.45

元/平方米，维持稳定。 

电解液：电解液等价格均维持稳定 

电解液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电解液（三元/圆柱/2600mAh）价格

为 5.80 万元/吨，维持稳定；电解液（磷酸铁锂）价格为 4.65 万元/吨，维持稳定。 

DMC 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DMC（电池级）价格为 0.58 万元/吨，

维持稳定。 

六氟磷酸锂价格维持稳定。根据鑫椤锂电数据，六氟磷酸锂（国产）价格为

18.75 万元/吨，维持稳定。 

 

表 1 锂电池及材料价格变化 

材料  单位  2023/2/17 2023/2/10 涨跌额  

钴 

长江有色市场,平均价(Wind) 万元/吨 29.2 29.2   

MB钴 
标准级 美元/磅 15.00-16.35 15.70-17.00 ↓0.65 

合金级 美元/磅 16.85-18.00 16.85-18.00   

钴产品 

四氧化三钴 ≥72%,国产(Wind) 万元/吨 16.50 17.50 ↓1.00 

硫酸钴 
≥20.50%,国产(Wind) 万元/吨 3.95 3.85 ↑0.10 

≥20.5%，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3.85 3.95 ↓0.10 

碳酸锂 电池级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45.60 47.20 ↓1.60 

正极材料 

钴酸锂 4.35V，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34.40 35.50 ↓1.10 

磷酸铁锂 动力型，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14.45 14.70 ↓0.25 

三元材料 

523(Wind) 万元/吨 30.40 30.90 ↓0.50 

5系，动力型，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27.60 31.00 ↓3.40 

811，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36.75 37.95 ↓1.20 

三元前驱体 
523，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9.30 9.30   

811，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12.40 12.40   

硫酸镍 电池级，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3.95  3.80  ↑0.15 

硫酸锰 电池级，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0.65  0.65    

负极材料 
高端天然负极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5.90  6.10  ↓0.20 

高端人造负极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6.10  6.20  ↓0.10 

隔膜 9µ/湿法基膜 国产中端，均价(鑫椤锂电) 元/平米 1.45  1.45    

电解液 

三元/圆柱

/2600mAh电解液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5.80  5.80    

磷酸铁锂电解液 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4.65  4.65    

DMC 电池级，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0.58 0.58   

六氟磷酸锂 国产，均价(鑫椤锂电) 万元/吨 18.75 18.75   

资料来源：Wind、鑫椤锂电、镍钴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注：↑表示价格上涨，↓表示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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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江有色市场钴平均价（万元/吨） 

 

 

 

 图 2 四氧化三钴（≥72%,国产）价格走势（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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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硫酸钴（≥20.5%,国产）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 4 三元材料 523 价格走势（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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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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2023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分别下降 7%、6% 

根据中汽协数据，2023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销量分别为 42.5 万辆、40.8 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7%、6%，环比分别下降 47%、50%。 

图 5 国内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华西证券研究所 

 

2023 年 1 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下降 6.3% 

根据乘联会数据，2023年1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批发销量分别为33.2万

辆、38.9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6.3%、7.3%，环比分别下降 48.3%、48.2%。 

图 6 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月度数据 

 

 

 

 
资料来源：乘联会、华西证券研究所 

 

2023 年 1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同环比分别下降 0.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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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2023 年 1 月我国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16.1GWh，同环比分别下降 0.3%、55.4%。 

图 7 国内动力电池月度装机数据 

 

 

 

 
资料来源：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华西证券研究所 

 

2023 年 1 月国内充电桩累计新增 20.2 万台，同比增加 77.5% 

根据中国充电联盟数据，截至 2023 年 1 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公共充电

桩保有量为 183.9 万台，同比增加 56.1%；通过联盟成员内整车企业采样的私人充电

桩保有量为 357.3 万台，同比增加 130.0%。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 541.1万台,

同比增加 98.2%。2023 年 1 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新增 20.2 万台，同比增加

77.5%，车桩增量比为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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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国内月度充电桩保有量与车桩增量比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华西证券研究所 

注：车桩增量比为新能源汽车销量/中国充电联盟统计的新增公共+私人充电桩的比值。 

 

2.2.新能源 

2.2.1.隆基公布最新硅片价格 

2023 年 2 月 17 日，隆基绿能发布最新硅片价格，150μm 厚度型 166 硅片报价分

别为 5.40 元/片和 0.696 美元/片，环比上涨 18.9%/22.3%；150μm厚度型 182 硅片报价

分别为 6.25 元/片和 0.805 美元/片，环比上涨 15.7%/18.9%。 

2.2.2.光伏产品价格 

多晶硅：多晶硅价格维持不变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多晶硅（致密料）均价 230 元/千克，维持不变。 

硅片：硅片价格维持不变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单晶硅片（182mm，150μm）均价为 0.809 美元/片和

6.220 元/片，维持不变；单晶硅片（210mm，150μm）均价为 1.067 美元/片和 8.200

元/片，维持不变。 

电池片：电池片价格下降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单晶 PERC 电池片（23.0%+，182mm）均价为 0.150 美

元/瓦和 1.130元/瓦，分别下降 1.3%/0.9%；单晶 PERC电池片（23.0%+，210mm）均

价为 0.150 美元/瓦和 1.130 元/瓦，分别下降 1.3%/0.9%。 

组件：单双玻组件、集中式和分布式组件价格上涨，澳洲组件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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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VinfoLink的数据，单晶单面 PERC组件（182mm）均价为 0.225美元/瓦和

1.770元/瓦，分别上涨 0.0%/1.1%；单晶单面 PERC组件（210mm）均价为 0.225美元

/瓦和 1.770 元/瓦，分别上涨 0.0%/1.1%。 

根据 PVinfoLink的数据，单晶双面 PERC组件（182mm）均价为 0.230美元/瓦和

1.790元/瓦，分别上涨 0.0%/1.1%；单晶双面 PERC组件（210mm）均价为 0.230美元

/瓦和 1.790 元/瓦，分别上涨 0.0%/1.1%。 

根据 PVinfoLink的数据，中国-项目（单玻，182/210mm组件）中集中式项目和

分布式项目均价分别为 1.750 元/瓦和 1.780 元/瓦，分别上涨 1.2%/1.1%。 

根据 PVinfoLink的数据，印度本土产制单晶 PERC组件（365-375/440-450W）均

价为 0.310 美元/瓦，维持不变；美国、欧洲和澳洲单晶 PERC 组件（182/210mm）的

均价分别为 0.370 美元/瓦、0.230 美元/瓦和 0.235 美元/瓦，分别 下降

0.0%/0.0%/2.1%。 

根据 PVinfoLink 的数据，中国-N 型（双玻组件）中 TOPCon 组件（182mm）和

HJT 组件（210mm）均价分别为 1.800 元/瓦和 2.000 元/瓦，维持不变。 

组件辅材：光伏玻璃价格维持不变 

根据 PVinfoLink的数据，3.2mm镀膜光伏玻璃均价 26.50元/平方米，维持不变；

2.0mm 镀膜光伏玻璃均价 19.50 元/平方米，维持不变。 

表 2 光伏产品价格变化 

产品  单位  2 月 15 日  涨跌幅（%）  

多晶硅 致密料,均价 RMB/kg 230 - 

单晶硅片 

182mm,155μm,均价 USD/pc 0.809 - 

182mm,155μm,均价 RMB/pc 6.220 - 

210mm,150μm,均价 USD/pc 1.067 - 

210mm,150μm,均价 RMB/pc 8.200 - 

单晶电池片 

PERC,22.9%+, 182mm,均价 USD/W 0.150 ↓1.3 

PERC,22.9%+, 182mm,均价 RMB/W 1.130 ↓0.9 

PERC,22.9%+, 210mm,均价 USD/W 0.150 ↓1.3 

PERC,22.9%+, 210mm,均价 RMB/W 1.130 ↓0.9 

单晶单面单玻组件 

182mm,PERC,均价 USD/W 0.225 - 

182mm,PERC,均价 RMB/W 1.770 ↑1.1 

210mm,PERC,均价 USD/W 0.225 - 

210mm,PERC,均价 RMB/W 1.770 ↑1.1 

单晶双面双玻组件 

182mm,PERC,均价 USD/W 0.230 - 

182mm,PERC,均价 RMB/W 1.790 ↑1.1 

210mm,PERC,均价 USD/W 0.230 - 

210mm,PERC,均价 RMB/W 1.790 ↑1.1 

中国-项目（单玻，

182/210mm组件） 

集中式项目 RMB/W 1.750 ↑1.2 

分布式项目 RMB/W 1.780 ↑1.1 

各区域单晶组件 

365-375/440-450W,PERC,印度本土产,均价 USD/W 0.310 - 

182/210mm,PERC,美国,均价 USD/W 0.370 - 

182/210mm,PERC,欧洲,均价 USD/W 0.230 - 

182/210mm,PERC,澳洲,均价 USD/W 0.235 ↓2.1 

中国-N 型（双玻组

件） 

182mm，TOPCon RMB/W 1.800 - 

210mm，HJT RMB/W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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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辅材 
光伏玻璃 3.2mm镀膜,均价 RMB/m² 26.50 - 

光伏玻璃 2.0mm镀膜,均价 RMB/m² 19.50 - 

资料来源：Pvinfolink，华西证券研究所 

注：↑表示价格上涨，↓表示价格下跌 

 

2.2.3.组件出口：12 月电池组件出口金额 26.62 亿美元，同比下降 2.7% 

根据 solarzoom 数据，2022 年 11 月电池组件出口金额 26.62 亿美元，同比下降

2.7%，以 0.250 美元/W 的加权平均精确单价计算，出口规模约 10.65GW，同比增长

5.9%；2022 年 1-12 月电池组件累计出口金额 423.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4%，累计

出口规模 158.11GW，同比增长 56.2%。 

2.2.4.逆变器出口：12月逆变器出口金额 9.90 亿美元，同比增长 69.4% 

根据 solarzoom数据，2022年 12月逆变器出口金额 9.90亿美元，同比增长 69.4%，

环比增长 9.2%，2022 年 1-12 月逆变器出口金额 89.01亿美元，同比增长 77.6%。 

2.2.5.太阳能发电装机：12 月新增装机 21.70GW，同比增长 8.0%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2年12月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21.70W，同比增长8.0%，

环比增长 190.5%；2022 年 1-12 月太阳能发电累计新增装机 87.41GW，同比增长

59.1%。 

2.2.6.风电装机：12 月新增装机量 15.11GW，同比下降 33.9%，环比增加

994.9%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2 年 12 月风电新增装机 15.11GW，同比下降 33.9%，

环比增加 994.9%；2022 年 1-12 月，全国风电新增装机 37.63GW，同比下降 20.9% 

 

3.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不达预期；新能源装机、限电改善不达预期；产品价格大幅

下降风险；疫情发展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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