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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周报 

动力锂电开启竞争新阶段，充电桩出海美国亟待

破局 

投资要点： 

➢ 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板块核心观点：开启拼杀成本/资源/技术新阶段，

看好龙头份额提升。1）宁德时代推出“降价”方案，行业竞争进入新发展

阶段：市场担忧宁德时代“锂矿返利”举措将掀起行业价格战，突破前期对

中游价格磨底预期。我们认为：中游材料配合电池企业让利车企，前期已

经有较为充分的预期，且也有原材料降本的基础。2）美国政府出台支持

本土充电桩企业发展支持政策：①所有充电桩最终组装和所有制造过程都

在美国进行 ②占总成本55%的零部件要在美国本土生产，过渡期24年7月

之前不做该要求，催生国内桩企与海外客户新的合作模式。 

➢ 光伏板块核心观点：23年光伏装机需求旺盛，硅料降价趋势明确，应

重视电站运营及开发环节的盈利反弹、一体化组件的量利齐升以及逆变器

辅材环节的量增机会。近日集邦咨询发布研究报预计23 年光伏新增装机

需求351GW，同比+53.4%，CPIA大会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

勃华表示23年全球新增装机需求280-330GW；两者数据皆预期23年光伏装

机需求旺盛。目前硅料长期供给过剩价格回落趋势明确，短期惜售情绪减

弱多家头部企业开始放量出货，博弈情绪有所缓解。 

➢ 风电板块核心观点：海上风机大型化加速，重视海风平价进展超预期

趋势下的量增机会。1）招投标数据更新：本周共统计到1个项目招标，合

计容量为0.2GW，2月以来风电机组招标量为1.1GW，均为陆风项目。2）

远景14MW海上风机完成样机吊装，风机大型化加速海风平价进展。目前

头部厂商金风、明阳也已下线16MW风机，海装已下线18MW风机，预计

也将陆续进行投标。海上大兆瓦风机的快速迭代，将推动海风成本快速下

降，平价进展或超预期，项目需求有望加速释放。 

➢ 储能板块核心观点：我国新型储能行业快速发展，关注储能新技术应

用周期。能源局发布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我国2022年新型储能装

机规模8.7GW，新型储能技术多元化发展态势明显，关注储能电池新技

术。国内大储装机规模放量，盈利模式逐步落实推动国内大储长期发展，

欧洲户储市场需求旺盛，美国大储及户储装机规模保持快速增长，便携式

储能市场方兴未艾，持续看好国内大储与海外户储市场需求共振。 

➢ 电力设备及工控板块核心观点：金上-湖北±800kv直流特高压开工、

特高压核准开工加速，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储”协同发展下关注微电网投

资机会。1）重申今明两年将迎核准开工高峰：金上-湖北直流线路于22年

11月初完成环评工作，23年初完成核准到今天开工，特高压线路的核准和

开工进度从去年年底开始有明显加速。2）今明两年预计带动核心设备投

资与未来线路规划：十四五规划的9条直流项目非常大的概率会在23/24年

集中核准，预计23年和24年将分别有4条和5条直流特高压完成核准。3）

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储”协同发展下关注微电网投资机会。 

➢ 风险提示：1）光伏行业装机不及预期，行业政策变化，国际贸易风

险加剧；2）新能源车销量不达预期，上游锂、钴、镍价格大幅上涨；3）

上游资源供需波动，海外工厂落地不确定性等；4）电网投资进度不及预

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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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板块观点 

电车电池周观点：开启拼杀成本/资源/技术新阶段，看好龙头份额提升 

本周新能源车领域遭遇两大重点事件：1）36 氪、财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宁德时

代正在向车企推行一个“锂矿返利计划”已实现电池降价。2）白宫政府出台支持美

国本土充电桩支持新政。 

事件 1：宁德时代推出“降价”方案，行业竞争进入新发展阶段 

材料价格回落，让利有基础。周末市场担忧宁德时代“锂矿返利”举措将掀起行

业价格战，突破前期对中游价格磨底预期。我们认为：中游材料配合电池企业让利车

企，前期已经有较为充分的预期，且也有原材料降本的基础。鑫椤数据显示，2 月 17

日电池级碳酸锂均价已下跌到 45.6 万元/吨，跌破 2022 年 5 月低点，最低价已经跌至

44.6 万元/吨，出于对下半年供需关系变动的担忧，正极厂基本已经不备库存，贸易

商也存在零星低价抛售。石墨化加工最低价已经跌至 1.2 万元/吨，6F 最低价也跌至

18 万元/吨，PVDF（LFP）最低价跌至 15 万元/吨，前期受供需关系影响较大中游材

料价格已跌到二三线盈亏平衡点附近。 

站在量的角度：性价比是突破新能源车渗透率平台的利刃，降本提性能是必然趋

势，一方面有利于让处于经济复苏起步期的消费者切实体会到电动车的经济性，另一

方面也有有助于仍然挣扎在盈亏平衡线、现金流平衡线的新势力车企渡过难关，有助

于电动化的长期发展。 

站在利的角度：对电池和材料企业、尤其是重资产环节而言，我们已经多次强调，

开工率对摊薄折旧、提升规模生产管理能力、经营效率、供应链采购能力的正面作用。

宁德时代靠锂回收和锂矿布局，有余力让利部分有长期发展潜力的核心车企，且实际

定价机制更为复杂，并非直接按 20 万元/吨碳酸锂价格实时结算，是建立在锂价中长

期回归合理价格的前提下。国轩、亿纬、瑞浦等同样有资源布局的企业有望在本轮竞

争中稳住份额。 

事件 2：美国政府出台支持本土充电桩企业发展支持政策 

拜登政府充电桩补贴新规重点内容梳理。1）联邦公路管理局启动的充电和加油

基础设施计划（简称 CFI）计划在未来 5 年投资 25 亿美金用于部署充换电设备。（前

期拜登政府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提到投资 75 亿美元用于电动车充电设施领域）。2）

桩企或者相关建设方想要拿到相关补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①所有充电桩最终组装和

所有制造过程都在美国进行 ②占总成本 55%的零部件要在美国本土生产，过渡期 24

年 7 月之前不做该要求。 

对于充电桩支持美国制造早有相关预期。深度布局美国的桩企和资本市场或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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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相关预期：1）首先两党基础设施法始终强调”支持美国生产“（出于刺激国内投

资、就业和强化绿色能源供应链），前期新能源车和电池补贴条款针对中国就已经将

其想法昭然若揭。2）实际上，美国交通部 8 月份已经发布了一个法案，提到“要求

联邦资助的 EV 充电桩从 2023 年 1 月开始在美国建造且到 2024 年 1 月具有超过 55%

的国产元器件占比”。 

催生国内桩企与海外客户新的合作模式，方法总比困难多。从桩本体角度来说：

①国内企业美国建厂，直接将钢铁外壳和组装制造工序放在美国本土，此前道通科技

就计划在美国建厂。②通过美国市场合作伙伴代生产充电桩整桩，通过收取模具费和

知识产权咨询费形式收回。③纯粹找一家美国代工厂，可能仅仅损失一部分毛利率，

美国市场直流桩的毛利率高达 50%-60%，扣除掉一定的代工费其实也比国内 30%左

右的模块-桩一体化模式高。 

从零部件来说：①半成品零部件附加值高的生产流程在国内，美国工厂仅完成后

道组装工序。②桩企从国内采购价值量最高的充电桩模块（成本占比在 40-45%，中

国企业具备强成本竞争力，美国桩企出于自身利益优先选择），其他零部件从美国本

土采购，价值增益最突出的充电桩模块厂利益得以保留。③如未来政策进一步趋严，

零部件企业全部实现在美代工，中国企业彻底做“设计”、“销售”、“服务"等高价值

流环节。 

投资建议： 

关注有资源布局的锂电龙头：【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国轩高科】等；成本优

势显著的材料龙头【天赐材料】【恩捷股份】【湖南裕能】【德方纳米】【中科电气】【尚

太科技】等；硅负极：【贝特瑞】【杉杉股份】；拓展新增长曲线的【新宙邦】等。 

关注帮助降本的钠电路线：【元力股份】【圣泉集团】【振华新材】【维科技术】【传

艺科技】等。 

关注复合集流体：设备企业【东威科技】【骄成超声】；材料企业【宝明科技】【胜

利精密】【双星新材】【元琛股份】等 

关注半固态/固态电池：【国轩高科】【山东章鼓】等；材料：【当升科技】【恩捷股

份】【三祥新材】等。  

关注充电桩：【道通科技】、【绿能慧充】、【炬华科技】、【盛弘股份】、【科士达】、

【特锐德】、【万马股份】；【优优绿能】、【通合科技】、【英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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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能源发电板块观点 

2.1     光伏板块观点 

光伏板块周观点：23 年光伏装机需求旺盛，硅料降价趋势明确，应重视电站运

营及开发环节的盈利反弹、一体化组件的量利齐升以及逆变器辅材环节的量增机会 

核心观点：近日集邦咨询发布研究报预计 23 年光伏新增装机需求 351GW，同

比+53.4%，CPIA 大会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表示 23 年全球新增装

机需求 280-330GW；两者数据皆预期 23 年光伏装机需求旺盛。目前硅料长期供给过

剩价格回落趋势明确，短期惜售情绪减弱多家头部企业开始放量出货，博弈情绪有所

缓解。虽然目前下游需求拐点暂未来临，但我们重申应该密切跟踪硅料价格走势以及

下游需求边际变化，重视后续硅料逐步降价后，电站运营及开发环节的盈利反弹、一

体化组件的量利齐升以及逆变器辅材环节的量增机会。 

23 年光伏需求旺盛，关注利润再分配 

1）2 月 16 日集邦咨询发布研究报告，预计 23 年光伏新增装机需求 351GW，同

比+53.4%； 

2）2 月 16 日 CPIA 大会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表示，在保守和

乐观预测下，2023 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 95-120GW，全球新增装机 280-330GW； 

3）两者数据皆预期 23 年光伏装机需求旺盛。我们重申应重点关注硅料降价后的

利润将向产业链下游传导：预计当硅料逐步降价后，一体化组件能截留部分利润实现

量利齐升；同时由于市场竞争的存在，另一部分利润会传导至下游电站端，下游电站

运营及 EPC 开发环节将迎来盈利反弹的确定性机会；同时关注逆变器辅材环节的量

增机会。 

光伏产业链边际变化： 

1、硅料：本周硅料价格小幅上涨，多家头部企业开始放量出货，此前惜售的情

绪逐渐减弱，预期后续价格继续上涨的空间不大，且长期看供给过剩的格局下价格必

然要回落； 

2、硅片：由于前段时间对硅料采购偏向谨慎，硅片环节开工率降低导致供需偏

紧，价格本周继续上涨；但由于近期硅料采购增加、利润持续提升，因此开工率也逐

步提升，根据生产周期判断，预计 3 周左右的时间供需紧张的情况将有所缓解； 

3、电池片：下游组件的观望情绪加重，对电池片采购减少，价格出现回落； 

4、组件：国内新签订单有限，下游需求暂未大规模启动，海外需求也暂未见起

色，目前交付淡季，组件价格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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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胶膜：由于 EVA 粒子价格连续上涨，预期本月胶膜价格或将继续上调。 

投资建议：  

1）电站开发运营环节：关注晶科科技、能辉科技、林洋能源等；2）量利齐升的

一体化组件：关注隆基绿能、晶澳科技、晶科能源、东方日升；3）受益于需求爆发、

量增利稳的逆变器及辅材环节：关注阳光电源、锦浪科技、固德威、德业股份、禾迈

股份、昱能科技、福斯特、海优新材、福莱特、中信博、意华股份、石英股份、通灵

股份、宇邦新材等；4）盈利稳定、有望享受新技术溢价的电池环节：关注爱旭股份、

钧达股份、正业科技等；5）竞争优势显著、具备高纯石英砂保供的硅片龙头：关注

TCL 中环。 

 

2.2     风电板块观点 

风电周观点：海上风机大型化加速，重视海风平价进展超预期趋势下的量增机会 

招投标数据更新：根据公开信息的不完全统计，本周共统计到 1 个项目招标，合

计容量为 0.2GW，2 月以来风电机组招标量为 1.1GW，均为陆风项目。本周共统计到

7 个项目（预）中标，合计容量为 1.0GW，其中中车山东/金风科技/远景能源/三一重

能/运达股份/明阳智能分别中标 0.6/0.2/0.1/0.1/0.1/0.02GW，含塔筒均价为 2623元/KW，

不含塔筒均价 2042 元/KW。 

远景 14MW 海上风机完成样机吊装，风机大型化加速海风平价进展 

事件：远景能源海上 Model Z 平台首款 EN-252/14 海上智能风机完成样机吊装，

将于 2023 年 3 月开始向广东、浙江等地批量交付。 

目前头部厂商金风、明阳也已下线 16MW 风机，海装已下线 18MW 风机，预计

也将陆续进行投标。海上大兆瓦风机的快速迭代，将推动海风成本快速下降，平价进

展或超预期，项目需求有望加速释放。根据我们统计，2022 年海风并网约 4GW，招

标约 12GW（不包含国电投 10.5GW 框架标），预计 2023 年将并网 11GW（+175%），

招标 18GW（+50%）。应积极重视海风平价进展超预期趋势下的量增机会。 

投资建议 

1）重点关注：高景气度的海风产业链：海缆（东方电缆、中天科技、亨通光电），

海上桩基（海力风电、大金重工、泰胜风能），海上风机（明阳智能）；2）建议关注

盈利修复的风机零部件环节：日月股份（铸件）、金雷股份（主轴）、新强联（轴承）、

时代新材（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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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储能板块观点 

储能周观点：我国新型储能行业快速发展，关注储能新技术应用周期 

本周核心观点： 

能源局发布 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我国 2022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 8.7GW，

新型储能技术多元化发展态势明显，关注储能电池新技术。 

国家能源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2022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1）2 月 13 日

下午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2 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副司长刘亚芳公布新型储能装机

规模情况；2）国家能源局认真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锚定双碳目标，大力加强新型储能行业宏观引导，促进产业规模快速发展，带动技术

创新多元化，为支撑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宝贵经验。 

已初步建立新型储能行业管理体系：1）能源局及发改委出台《关于加快推动新

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

范（暂行）》《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等一系列政

策；2）开发建设全国新型储能大数据平台，初步建立了全国新型储能行业管理体系，

统筹推动全国新型储能试点示范，为新型储能技术创新应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基础。3）目前，全国所有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不同程度开展新型

储能发展政策研究。 

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增长提速：1）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已投运新型储能项目装机

规模达 870 万千瓦（8.7GW），平均储能时长约 2.1 小时，比 2021 年底增长 110%以

上；2）分省域来看。截至 2022 年底，累计装机规模排名前 5 的省份分别为：山东

1.55GW、宁夏 0.90 GW、广东 0.71 GW、湖南 0.63 GW、内蒙古 0.59 GW；3）2022

年新增装机规模排名前 5 名的省份分别为：宁夏 0.89 GW，山东 0.89 GW，湖北 0.53 

GW，湖南 0.50 GW，内蒙古 0.33 GW。 

新型储能技术多元化发展态势明显：1）截至 2022 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中，

锂电池占比 94.5%、压缩空气 2.0%、液流电池 1.6%、铅酸（炭）电池 1.7%；2）从

2022 年新增装机占比看，锂电池占比达 94.2%，仍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新增压缩空气

储能、液流电池储能技术占比分别达 3.4%、2.3%，占比增速明显加快。此外，飞轮、

重力、钠离子等多种储能技术也已进入工程化示范阶段。 

投资建议： 

国内大储装机规模放量，盈利模式逐步落实推动国内大储长期发展，欧洲户储市

场需求旺盛，美国大储及户储装机规模保持快速增长，便携式储能市场方兴未艾，持

续看好国内大储与海外户储市场需求共振。建议重点关注：1）优质储能集成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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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南都电源、南网科技、鹏辉能源、科士达、林洋能源、金盘科技、上能电

气、盛弘股份、新风光、科信技术、科陆电子、智光电气、四方股份；2）价高利优

的户储企业：派能科技、华宝新能、科士达、阳光电源、德业股份；3）优质储能运

营商：南网储能、林洋能源；4）受益大储放量的逆变器环节：阳光电源、昱能科技、

禾迈股份、锦浪科技、固德威、德业股份；5）盈利回升的储能电芯环节：鹏辉能源、

南都电源、林洋能源、宁德时代、亿纬锂能、比亚迪、国轩高科；6）其他：结构件：

祥鑫科技、铭利达；温控：英维克；消防：青鸟消防、国安达；7）低基数高增速的

工商业储能：全球化布局工商业储能龙头盛弘股份、沃太能源（上市中）；切入工商

业储能的电网设备公司杭州柯林、西力科技；全球分布式储能龙头固德威、锦浪科技、

德业股份等；光储充领军企业星云股份、特锐德等；此外关注麦格米特、津荣天宇、

合康新能等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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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力设备与工控板块观点 

电力设备与工控周观点：金上-湖北±800kv 直流特高压开工、特高压核准开工

加速，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储”协同发展下关注微电网投资机会 

事件 

2 月 16 日，国网金上-湖北±800kv 特高压直流线路开工，总投资额 334.8 亿元。

该线路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特高压直流多端级联新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金上-湖北线向华中输送电量近 400 亿 kwh，相当于湖北省全年

用电量的 1/6。 

重申今明两年将迎核准开工高峰：金上-湖北直流线路于 22 年 11 月初完成环评

工作，23 年初完成核准到今天开工，特高压线路的核准和开工进度从去年年底开始

有明显加速。国网董事长辛保安、湖北省委书记等领导出席了此次金上-湖北特高压

项目的开工动员大会，可见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大背景下，国网今年对特高压线路建设

的重视程度。我们再次提示，今年将是直流特高压核准开工的大年，合计将有至少 4

条项目完成核准，最快在今年 3 月前后（两会献礼），陇东-山东、宁夏-湖南，哈密-

重庆等线路有望集中核准完毕，陕西-河南、陕西-安徽以及藏东南-粤港澳大湾区等线

路也将于今年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今明两年预计带动核心设备投资与未来线路规划：十四五规划的 9 条直流项目

非常大的概率会在 23/24 年集中核准，特高压的建设周期在缩短，目前单条线路预计

从核准到核心设备公司形成收入大概在 1-1.5 年左右，我们预计 23 年和 24 年将分别

有 4 条和 5 条直流特高压完成核准，按照以往特高压直流线路需要 8 个换流阀，56

个换流变， 2 个直流控保和 2 个配套直流场设备、交流断路器、开关、组合电气等，

以及单个换流阀/换流变/直流控保/配套直流场设备、交流断路器、开关、组合电气等

的单价为 1.80/0.46/1.50/12.00 亿元进行测算，9 条直流特高压线路的核心设备投资预

计在 605 亿元。根据特高压的建设节奏，相关公司预计将在 23/24 集中确认收入。新

线路规划方面，将围绕风光大基地建设，目前我国西北地区已建成特高压直流线路仅

有准东-苏南，哈密-郑州，酒泉-湘潭和青海-驻马店等，我们预计未来为了支撑十五

五风光大基地的外送仍将会有巨量线路规划出台，增量大概率大于十四五 12 条特高

压和十三五 12 条特高压（多数也是十四五并网）之和。 

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储”协同发展下关注微电网投资机会：随着分布式能源在

电力系统中渗透率不断提升，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面临新的挑战。多能互补微电

网作为新型的分布式发电系统，能够将多种具有互补性的分布式能源集中于同一系统

中，提高整个微电网的能源利用率、供电可靠性和运行经济性。未来微电网的发展将

围绕“软实力”的建设，如微电网的调度管理系统建设，微电网中“源荷”的功率预

测、柔性控制和用电策略优化建设等等。我们认为，在我国分布式电源渗透率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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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前提下，缓解微电网对大电网的冲击将是“双碳”目标下电网建设的主要目标之

一，必将拉动微电网 “软实力”的建设投资。 

投资建议 

电网：①建议关注能源互联网及信息科技龙头国电南瑞；变电智能在线监控高成

长细分龙头杭州柯林、配电一二次深度融合龙头宏力达、输电智能监测龙头智洋创新、

智能巡检机器人及带电作业机器人领军企业亿嘉和、申昊科技，其他自动&智能化终

端：炬华科技、金智科技、东方电子等。②电力电子器件、新能源消纳相关标的：四

方股份，新能源并网相关的 SVG 无功补偿细分龙头新风光、智光电气、思源电气；

③新能源消纳特高压龙头：国电南瑞、许继电气、平高电气、中国西电；配网一次设

备公司金盘科技、伊戈尔、北京科锐等。④微电网建设：安科瑞、国电南自。工控：

短期：传统工业景气度正逐步筑底，风光锂储新一轮资本开支有望驱动工控 OEM 需

求反弹；中长期：制造业整体资本开支进入繁荣期，人力替代驱动自动化技改升级需

求持续提升。建议关注汇川技术、雷赛智能、鸣志电器、信捷电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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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1） 光伏行业装机不及预期，行业政策变化，国际贸易风险加剧； 

2） 新能源车销量不达预期，上游锂、钴、镍价格大幅上涨； 

3） 上游资源供需波动，海外工厂落地不确定性等； 

4） 电网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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