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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链价格持稳，紧抓需求高增主线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周报（2023.02.13-02.17） 
 

[Table_Rating] 增持（维持） 
 

 
 
[Table_Summary] ◼ 行情回顾 
过去一周，电力设备行业下跌 4.06%，表现弱于大盘，在所有一级行

业中涨跌幅排名第 31。分子板块看，其他电源设备下跌 1.41%，电网

设备下跌 1.56%，电机下跌 2.87%，光伏设备下跌 4.47%，电池下跌

4.98%，风电设备下跌 5.44%。  

◼ 核心观点&数据 
动力电池 

核心观点：从新能源汽车销量、锂电产业链排产、原材料成本出发，

看好后续锂电池出货量表现。1）海外市场需求有望拉动新能源汽车销

量增长；2）锂电产业链上游环节排产环比恢复； 3）电池主要原材料

价格继续下行。 

数据更新：1月动力电池装机量同比微降，LFP电池装机同比增长。1

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16.1GWh，同比-0.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

量5.4GWh，占总装车量33.7%，同比-25.6%；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10.7GWh，占总装车量66.2%，同比+20.4%。 

需求端，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出，叠加2022年底冲量和春节因素

影响，据中汽协，2023年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40.8万辆，同比-

6.3%，环比-49.9%，渗透率为24.7%。分动力类型看， BEV销量28.7

万辆，同比-18.2%；PHEV销量12.1万辆，同比+42.5%。新能源汽车

出口表现较强，2023年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8.3万辆，同比

+48.2%。 

供给端，根据鑫椤锂电数据，国内三元电池、LFP 电池、三元正极、

LFP 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环节主要企业 2 月合计排产环比变化

分别为+2%、+14%、+12%、+31%、+15%、-11%和+16%。 

 

光伏 

核心观点： 产业链价格反弹是短期的，N型产能快速增长带来投资机

会。光伏上游价格从1月下旬起快速回升，目前产业链价格开始企稳。

根据上游排产数据，硅料硅片供需2023Q1基本平衡，我们认为产业链

价格反弹是短期的，上游价格短期内或将持稳运行。PV Infolink预计

2023年底TOPCon 名义产能将有望超过400GW， TOPCon 市占率将

超过25%。预计2023年HJT出货实现10GW+，IBC组件出货有望挑战

15GW。我们建议关注受益于N型产能扩张的环节和方向，包括硅片薄

片化、POE粒子&胶膜、银浆环节等。 

 

数据更新：根据PV Infolink数据，致密料价格维持230元/kg均价。根

182、210硅片价格分别为6.22元/片、8.2元/片，均维持不变。182和

210 PERC电池价格均为1.13元/W，环比-1%。182与210组件均为

1.77元/W，环比+1%。TOPCon 182双玻组件均价1.8元/W，HJT 210

双玻组件均价2.0元/W，环比均维持稳定。根据SOLARZOOM数据，

正银、背银价格分别为5265、2980元/KG，环比均下降2%；3.2mm、

2.0mm玻璃价格分别为25.5、18.5元/㎡，环比持平；EVA、POE胶膜

价格分别为10.5、17元/㎡，环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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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 

动力电池： 

2022年7月开始动力电池板块持续下行，目前板块估值接近过去3年历

史4%分位，处于历史底部。我们认为当前板块走势已经充分反应了市

场的悲观预期。看未来，我们预计动力电池需求依旧旺盛，持续看好

锂电池产业链。 

重点推荐壁垒高、盈利稳定的环节，建议关注宁德时代等；以及关注

从0到1技术进步的投资机会，建议关注复合集流体产业链的宝明科技

等，钠电池产业链的容百科技等。 

 

光伏： 

1）当前上游价格仍处较高位置，后续降价有望增强组件环节利润。建

议关注隆基股份、晶澳科技、天合光能、晶科能源等。 

2）继续看好有供需差和集中度提升的辅材，包括石英砂&坩埚、POE

粒子&胶膜、边框、支架。推荐鑫铂股份，建议关注石英股份、欧晶科

技、鼎际得、岳阳兴长、福斯特、海优新材、天洋新材、中信博等 

3）建议关注颗粒硅、硅片薄片化、N型电池等方向。推荐高测股份、

协鑫科技，建议关注钧达股份、聚和材料、苏州固锝、帝尔激光、罗

博特科、东威科技、芯碁微装等。 

◼ 风险提示 

新技术导入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海外贸易政策变化等。 
 
◼ 数据预测与估值 
 
[Table_RecommendStock] 

公司名称 
股价 EPS PE 

PB 
投资

评级 2/17 22E 23E 24E 22E 23E 24E 

比亚迪(002594) 271.66 5.58 9.62 13.49 48.68 28.24 20.14 7.71 买入 

高测股份
(688556) 

73.55 2.61 3.93 5.70 28.18 18.72 12.90 10.66 买入 

鑫铂股份
(003038) 

46.85 2.27 3.78 4.84 20.64 12.39 9.68 3.79 买入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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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观点 

动力电池 

1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同比微降，LFP 电池装机同比增长。1 月，

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16.1GWh，同比-0.3%。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

5.4GWh，占总装车量 33.7%，同比-25.6%；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10.7GWh，占总装车量 66.2%，同比+20.4%。 

需求端看，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下行，海外出口表现较好。

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退出，叠加 2022 年底冲量和春节因素影响，

据中汽协数据，2023 年 1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40.8 万辆，同比

-6.3%，环比-49.9%，渗透率为 24.7%。海外市场方面，新能源汽

车出口表现依然强劲，1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出口 8.3 万辆，同比

+48.2%。随欧洲议会通过《2035 年欧洲新售燃油轿车和小货车零

排放协议》，海外市场的新能源汽车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 

供给端看，2 月锂电产业链上游环节产量有望环比恢复。根据

鑫椤锂电数据，国内三元正极、LFP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环

节主要企业 2 月合计排产环比变化分别为+12%、+31%、+15%、

-11%和+16%。 

价格端看，主要原材料成本下行，电芯价格松动。碳酸锂价

格继续下跌，带动正极材料价格向下，利润下滑或使原本计划今

年扩建的磷酸铁锂产能被延后或取消。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

环节价格基本稳定。锂电原料价格下行向电池环节传递，三元、

磷酸铁锂的方形动力电芯价格均有所下跌。 

从海外市场需求前景、锂电产业链排产、原材料成本出发，

看好后续锂电池出货量表现。1）海外市场需求有望拉动新能源汽

车销量增长；2）锂电产业链上游环节排产环比恢复； 3）电池主

要原材料价格继续下行。 

2022 年 7 月开始动力电池板块持续下行，目前板块估值接近

过去 3 年历史 4%分位，处于历史底部。我们认为当前板块走势已

经充分反应了市场的悲观预期。看未来，我们预计动力电池需求

依旧旺盛，持续看好锂电池产业链。 

重点推荐壁垒高、盈利稳定的环节，建议关注宁德时代等；

以及关注从 0到 1 技术进步的投资机会，建议关注复合集流体产业

链的宝明科技等，钠电池产业链的容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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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 

产业链价格反弹是短期的。光伏上游价格从 1月下旬起快速回

升，目前产业链价格开始企稳。根据 PV Infolink 数据，致密料价

格维持 230元/kg均价。182、210硅片价格分别为 6.22元/片、8.2

元/片，均维持不变。182 和 210 PERC 电池价格均为 1.13 元/W，

环比-1%。182 与 210 组件均为 1.77 元/W，环比+1%。TOPCon 

182 双玻组件均价 1.8 元/W，HJT 210 双玻组件均价 2.0 元/W，环

比均维持稳定。根据上游排产数据，硅料硅片供需 2023Q1基本平

衡，我们认为产业链价格反弹空间有限，短期内价格或将持稳运

行。 

N 型产能快速增长，TOPCon 市占率预计将超过 25%。根据

PV Infolink 数据，2022 年 TOPCon 落地产能和出货量分别超过

80GW和 16GW， HJT 落地产能和出货分别达到约 13GW 和 3GW，

2022 年全年 N 型产品出货约 20GW，市占率超过 7%。预计 2023

年底 TOPCon 名义产能将有望超过 400GW， TOPCon 市占率将

超过 25%。另外，预计 2023 年 HJT 出货实现 10GW+，IBC 组件

出货有望挑战 15GW。由于 N 型电池产能快速增长，带来大量 N

型硅片需求，N型硅片紧缺越发严峻。我们建议关注受益于N型产

能扩张的环节和方向，包括硅片薄片化、POE粒子&胶膜、银浆环

节等。建议关注晶科能源、钧达股份、福斯特、海优新材、天洋

新材、聚和材料、苏州固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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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回顾 

过去一周，电力设备行业下跌 4.06%，表现弱于大盘，在所

有一级行业中涨跌幅排名第 31。万得全 A 收于 5110 点，下跌 88

点，-1.70%，成交 49416 亿元；沪深 300 收于 4035 点，下跌 72

点，-1.75%，成交 11838 亿元；创业板指收于 2449 点，下跌 96

点，-3.76%，成交 11577 亿元；电力设备收于 9745 点，下跌 413

点，-4.06%，成交 4172 亿元，弱于大盘。 

从涨跌幅排名来看，电力设备板块在 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

名第 31，总体表现位于下游。 

 

图 1：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比较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细分板块涨跌幅：本周，其他电源设备跌幅最小，风电设备

跌幅最大。其他电源设备下跌1.41%，电网设备下跌1.56%，电机

下跌 2.87%，光伏设备下跌 4.47%，电池下跌 4.98%，风电设备

下跌 5.44%。 

板块个股涨跌幅：过去一周，涨幅前五的个股分别为昆工科

技 +25.08%、华光环能 +20.73%、昇辉科技 +18.40%、通合科技 

+16.82%、科恒股份 +16.75%；跌幅前五的个股分别为华自科技 -

10.91%、天顺风能 -10.96%、紫建电子 -12.74%、帝科股份 -

13.18%、正业科技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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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细分板块涨跌幅  图 3：板块个股涨跌幅前五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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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数据跟踪：动力电池 

3.1  新能源汽车销量：1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

6.3% 

据中汽协，2023 年 1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40.8 万辆，同

比-6.3%，环比-49.9%，渗透率为 24.7%。分动力类型看， BEV

销量28.7万辆，同比-18.2%；PHEV销量12.1万辆，同比+42.5%。 

图 4：1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40.8 万辆，同比-

6.3% 

 图 5：1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为 24.7%  

 

 

 

资料来源：中汽协，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汽协，上海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较强。2023 年 1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

口 8.3 万辆，同比+48.2%，主要受益于产品海外竞争力较强及中

国海运出口能力提升。 

图 6：1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8.3 万辆，同比+48.2% 

 

资料来源：中汽协，上海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车企集中度提升，比亚迪销量领先。2023 年 1 月，

新能源汽车排名前十企业合计销量约 35.4 万辆，同比+5.8%，占

新能源汽车销量的 86.7%，同比+10pct。结构上看，比亚迪销量

领先，超 15 万辆。 

表 1：1 月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领先 

车企 2023 年 1 月销量，万辆 月度同比，% 月度环比，% 

比亚迪  15.1  6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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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  6.6  10 18 

上汽  3.2  -56 -77 

长安  2.8  100 -41 

东风  1.8  -23 -69 

理想  1.5  23 -29 

广汽  1.2  -35 -67 

吉利  1.1  -38 -75 

江汽  1.1  -34 -49 

华晨宝马  1.0  41 -9 

资料来源：中汽协，上海证券研究所 

 

据欧洲各国车协官网，2023 年 1 月，欧洲七国新能源汽车销

量合计 10.4 万辆，同比-9%，环比-70%。其中，德国受新能源汽

车补贴退坡影响，1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32%。 

图 7：1 月欧洲七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9%  图 8：1 月欧洲七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20.1%  

 

 

 

资料来源：mobilitysweden，UNRAE，ANFAC，
SMMT，KBA，CCFA， OFV，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obilitysweden，UNRAE，ANFAC，
SMMT，KBA，CCFA， OFV，上海证券研究所 

 

据Marklines，2023年1月，美国新能源汽车销量10.2万辆，

同比+65%；渗透率为 9.6%，同比+3.6pct。 

图 9：1 月美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10.2 万辆，同比
+65% 

 图 10：1 月美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9.6%，同比
+3.6pct 

 

 

 

资料来源：Marklines，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上海证券研究所 

 

3.2  产业链装车及排产：12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

68.8GW，同比+60%，环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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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SNE，2022 年 12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 68.8GW，同比

+60%，环比+18%。2022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 517.9GW，同

比+75%。 

2022 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五厂商分别为宁德时代、LG、

比亚迪、松下、SK，市占率分别为 37%、14%、14%、7%、5%，

CR5 为 77%。 

图 11：12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为 68.8GW，同比
+60% 

 图 12：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SNE，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NE，上海证券研究所 

 

1 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16.1GWh，同比-0.3%。其中三元

电池装车量5.4GWh，占总装车量33.7%，同比-25.6%；磷酸铁锂

电池装车量 10.7GWh，占总装车量 66.2%，同比+20.4%。 

图 13：1 月中国动力电池装车量同比-0.3%  图 14：1 月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结构 

 

 

 

资料来源：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上海证券研究
所 

 资料来源：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上海证券研究
所 

 

1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共计 35 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装车

配套，与 2022 年一致。排名前 3 家、前 5 家、前 10 家动力电池

企业装车量分别为 13.5GWh、14.7 GWh 和 15.7GWh,占总装车量

比分别为 83.5%、91.2%和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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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上海证券研究所 

 

根据鑫椤锂电数据，国内三元电池、LFP 电池、三元正极、

LFP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环节主要企业 2月合计排产环比变

化分别为+2%、+14%、+12%、+31%、+15%、-11%和+16%。 

图 16：除隔膜环节以外的主要企业排产环比提升 

 
资料来源：鑫椤资讯，上海证券研究所 

 

3.3  产业链价格（2023.2.11-2.17） 

正极材料： 

磷酸铁锂：近期整个锂电产业链的突然停滞虽然导致了磷酸

铁及磷酸铁锂企业产品滞销、利润下滑，但也倒逼市场出现了一

些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因素，那就是市场变得更加的理性，原本计

划今年扩建的磷酸铁锂产能可能会被延后或取消。本周磷酸铁锂

因为碳酸锂的进一步走低，价格跟随下调，目前动力型主流报价

13.8-14.5 万元/吨，储能型主流报价 13.4-14.1 万元/吨。调研发现，

3 月份市场回暖是肯定的，但或不及预期，叠加碳酸锂、磷酸铁库

存高企，因此磷酸铁及磷酸铁锂价格上涨较为困难。此外，虽然

很多新进的磷酸铁及磷酸铁锂企业均已调试投产，但如无独特产

品性能及明显价格优势下，在当下供过于求的市场下，下游客户

认证意愿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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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材料：本周三元材料报价继续下行。从市场层面来看，

现阶段动力、数码、电动工具等三元材料主要下游市场需求延续

疲软态势，终端库存尚未消化至合理水平，对上游采购积极性较

低。目前，市场端不少客户低价甩货，以中低镍三元型号居多；

材料厂对原料询单较多，但因下游落地订单较少，原料行情下行

趋势中产业链备库意愿较弱，交投氛围平淡。 

三元前驱体：本周三元前驱体报价震荡趋稳。镍原料方面，

现阶段硫酸镍与电解镍价格倒挂严重，部分冶炼企业扫货硫酸镍

用以提炼金属带动硫酸镍近期价格震荡上行，成交重心回升至 4万

元/吨附近；钴原料方面，MB钴价止跌带动国内钴价震荡趋稳，硫

酸钴受需求影响价格仍无明显起色。前驱体企业方面，2 月国内外

需求差异较为明显，头部企业在海外客户的订单支撑下，整体生

产出现小幅回暖。 

碳酸锂：本周国内碳酸锂价格继续下跌，下游材料厂虽询价

增多，但仅有零星成交，交易氛围依然冷清。截止 2 月 17 日，市

场上碳酸锂（工业级 99.0%）主流报价在 42.1-44.1万元/吨，较上

周价格下降 1.4 万元/吨，碳酸锂（电池级 99.5%）价格在 44.6-

46.6 万元/吨，较上周价格下降 1.3 万元/吨，氢氧化锂（粗颗粒）

价格在 46.1-47.1 万元/吨，较上周价格下降 1.25 万元/吨，氢氧化

锂（微粉级）价格在 47.1-48.1 万元/吨，较上周价格下降 1.25 万

元/吨。从供应方面来看，矿端厂家开工基本正常，产量稳定，而

盐湖端厂家随着国内天气逐步回温，产量在稳步提升，国内锂盐

供应略有增量。从需求来看，目前材料厂受终端需求偏弱影响，

各厂家优先考虑消耗库存，暂无采购计划，仅有零星成交，短期

来看，碳酸锂与下游材料厂处于僵持博弈阶段，下游需求难以带

动碳酸锂价格上涨，预计碳酸锂价格继续维持弱势震荡整理。 

（以上部分引自鑫椤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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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电池及其原材料价格走势（今日价格为 2 月 17 日为基准）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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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业数据跟踪：光伏 

4.1  装机：2022 年国内光伏装机 87.41GW，同比+59% 

根据国家能源局 2022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2022年国内

光伏装机 87.41GW，同比+59%；12 月单月新增装机 21.7GW，

同比+8%，环比+190%。 

 

图 18：12 月国内装机新增装机 21.7GW  图 19：2022 年国内装机 87.41GW，同比+59%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光伏们，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上海证券研究所 

 

4.2  出口：2022 年电池组件出口 3085.22 亿元，同比

+68%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2 年 12 月国内电池组件出口总金额

220.48 亿元，同比+13%，环比小幅下滑 3%；1-12 月电池组件出

口金额总计 3085.22 亿元，同比+68%。2022 年 12 月国内逆变器

出口金额 70.16 亿元，同比+83%，环比小幅下滑 6%；1-12 月逆

变器出口金额总计 604.73 亿元，同比+83%。 

考虑近期组件价格下滑，我们认为组件出口总规模（以功率

计）已基本实现环比增长，重要市场如欧洲等开始进入补库存阶

段。随着组件价格下降，海外需求开始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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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组件出口金额  图 21：逆变器出口金额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上海证券研究所 

 

4.3  排产：2 月份国内硅料产量预计 10.6 万吨左右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2 年全年多晶硅产量达 82.7

万吨，同比+64%。 

根据最新数据，硅业分会追踪的 15 家多晶硅企业维持正常生

产运行，预计 1 月国内多晶硅产量约 10.14 万吨，环比+5%。预计

2月国内多晶硅产量为 10.6万吨左右，预计 2023Q1多晶硅总产量

月 31.6 万吨。硅片环节开工率已经上调至 80%以上，预计

2023Q1 硅片产量加库存总量约 120GW 左右，硅料供需基本平衡。 

 

图 22：2 月份国内多晶硅产量预计为 10.6 万吨左右 

 
资料来源：硅业分会，上海证券研究所 

 

4.4  产业链价格 

硅料价格： 

根据 PV Infolink 数据，致密料价格维持 230 元/kg 均价。根据

硅业分会数据，绝大部分硅料企业订单已签至 2月下旬，部分企业

本月订单已签订完毕；根据下游订单、开工率和价格，倒推产业

链前端各环节基本都有合理利润，在可观利润和订单保障推动下，

下游各环节开工率保持相对高位，硅料需求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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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PV Infolink数据，182、210硅片价格分别为6.22元/片、

8.2 元/片，均维持不变。根据硅业分会数据，2 月随着产业链价格

企稳回升，企业开工率陆续提升，2 月硅片产量预期在 34-36GW

之间。 

电池片价格： 

根据 PV Infolink 数据，182 和 210 PERC 电池价格均为 1.13

元/W，环比上周-1%。根据 SMM 数据，随着部分组件企业排产回

调以及对上游材料高价的抵触，电池片企业被迫降价。 

组件价格： 

根据 PV Infolink 数据，182 与 210 组件均为 1.77 元/W，环比

上周+1%。根据 SMM 数据，目前下游大部分招标项目还未启动，

市场整体成交有限，组件企业处于备货状态，市场价格以稳为主。 

N 型电池片、组件价格： 

根据 PV Infolink数据，N型硅片目前紧缺，TOPCon 182双玻

组件均价 1.8元/W，HJT 210 双玻组件均价 2.0元/W，环比均维持

稳定。 

 

图 23：硅料价格  图 24：硅片价格 

 

 

 

资料来源：PV Infolink，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 Infolink，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25：电池片价格  图 26：组件价格 

 

 

 

资料来源：PV Infolink，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 Infolink，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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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材方面，根据 SOLARZOOM 数据，正银、背银价格分别为

5265、2980 元/KG，环比均下降 2%；3.2mm、2.0mm 玻璃价格

分别为 25.5、18.5 元/㎡，环比持平；EVA、POE 胶膜价格分别为

10.5、17 元/㎡，环比持平。 

 

图 27：光伏银浆价格  图 28：光伏玻璃价格 

 

 

 

资料来源：SOLARZOOM，上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OLARZOOM，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29：光伏胶膜价格 

 
资料来源：SOLARZOOM，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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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业动态 

表 2：行业动态 

行业 重要动态 

新能源汽车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求是》杂志发布文章《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其中提

到要巩固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壮大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美国白宫发布新规称，现在所有享受联邦政府资助兴建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必须在美国制造，且从明年 7

月开始，至少 55%的充电站零部件成本必须来自美国。拜登政府希望，到 2030 年，美国道路上至少有

50 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并让电动汽车在新车销售中至少占 50%。 

欧洲议会通过了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达成的《2035 年欧洲新售燃油轿车和小货车零排放协议》，这意味

着欧洲将在 2035 年停售新的燃油轿车和小货车。按照协议内容，欧盟的中期目标是在 2030 年实现燃

油轿车减排 55%,小货车减排 50%。 

福特汽车宣布将在美国密歇根州西南部投资 35 亿美元建设电池厂，这将是美国第一家由汽车制造商全

资持有的磷酸铁锂（LFP）电池工厂。与此同时，福特与宁德时代达成协议，新工厂将利用宁德时代提

供的 LFP 电池技术和服务生产电池，福特工程师将会负责电芯与整车集成工作。 

据外媒，LG 新能源、三星 SDI 和 SK On 这三大韩国电池制造商，正在大力扩充产能，计划在今年最

高投资 20 万亿韩元，以提高他们的产能。通过今年新增的投资，韩国这三大电池制造商今年的产能将

增加 135GWh。 

LG 化学正在努力确保电动汽车电池原材料的供应安全，并建立自给自足的全球供应链，包括通过潜在

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对矿业公司的投资。 

光伏 

内蒙古发改委表示加紧推进能源重大项目建设，2023 年，新能源项目拟开复工总规模 7800 万千瓦，

建成并网 2500 万千瓦。 

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发布《2022 年 12 月全国新能源并网消纳情况》。数据显示，2022 年 12

月，全国风电、光伏的利用率分别为 97.6%、98.8%；2022 年 1~12 月，全国风电、光伏的利用率分别

为 96.8%、98.3%。 

资料来源：第一电动，高工锂电，乘联会，盖世汽车，东南网-央视新闻，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网，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
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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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司动态 

6.1  重要公告 
表 3：近期重要公告 

公司 重要公告 

恩捷股份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与宁德时代签订 2023 年度《保供协议》，结合宁德时代后续需求和上海恩捷产能和

扩产能力，上海恩捷向宁德时代集团（包含宁德时代及其关联公司）供应协议约定数量的锂电池湿法隔膜，

具体以签发的订单为准。 

能辉科技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连城数控 公司拟以人民币 1.2 亿元的价格，将持有的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连银 69.36%股权全部转让予聚和材料，以聚

焦公司核心业务领域，优化业务结构，降低管理成本。 

晶科能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海优新材 公司与上饶经开区签署合同，拟投资建设 20GW 光伏胶膜产品生产项目，生产光伏配套用 POE、EVA、白色

胶膜等产品，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3 亿元。 

固德威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能辉科技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协鑫集成 公司与江苏省阜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投资协议，拟投资约 20亿元，在阜宁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 12GW

高效光伏组件项目，预计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之前投产。 

TCL 中环 公司与银川经开区管委会签署协议，拟投资 41 亿元建设年产 35GW 高纯太阳能超薄单晶硅片智慧工厂及其

配套项目。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6.2  融资动态 

 
表 4：近期定增预案更新 

代码 名称 最新公告日 方案进度 发行方式 
增发数量

(万股) 

预计募集资

金(亿元) 
定向增发目的 

300850.SZ 新强联 2023-01-10 董事会预案 定向 1,561.97  7.29  融资收购其他资产 
300850.SZ 新强联 2023-01-10 董事会预案 定向 9,891.26  3.50  配套融资 
600537.SH 亿晶光电 2023-01-31 股东大会通过 定向 35,200.00  13.02  项目融资 
603396.SH 金辰股份 2023-02-09 股东大会通过 定向 3,485.04  10.00  项目融资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表 5：近期可转债预案更新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公告日期 方案进度 发行规模(亿元) 发行期限(年) 

301046.SZ 能辉科技 2023/02/14 证监会核准 3.4791 6.00  

688223.SH 晶科能源 2023/02/14 发审委通过 100 6.00  

603051.SH 鹿山新材 2023/02/14 证监会核准 5.242 6.00  

301266.SZ 宇邦新材 2023/02/16 董事会预案 5 6.00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6.3  股东大会 

 

表 6：近期股东大会信息（2023.02.20-02.24） 

代码 名称 会议日期 会议类型 会议名称 

300751.SZ 迈为股份 2023/2/20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600110.SH 诺德股份 2023/2/20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603330.SH 天洋新材 2023/2/20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688660.SH 电气风电 2023/2/21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002865.SZ 钧达股份 2023/2/22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603806.SH 福斯特 2023/2/22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00035.SZ 中科电气 2023/2/23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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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91.SZ 康跃科技 2023/2/23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00568.SZ 星源材质 2023/2/23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600416.SH 湘电股份 2023/2/23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688681.SH 科汇股份 2023/2/23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01030.SZ 仕净科技 2023/2/24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600875.SH 东方电气 2023/2/24 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6.4  解禁动态 

 
表 7：近期股份解禁动态（2023.02.20-02.24） 

代码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

(万股) 

解禁市值

(万元) 

变动后(万股) 
解禁股份类型 

总股本 流通 A 股 占比 

600481.SH 双良节能 2023/2/20 24340.54 
294033.7

8 
187066.1

3 
187066.1

3 
1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

股份 

000591.SZ 太阳能 2023/2/20 58810.23 
420493.1

2 
390922.7

4 
359516.4

8 
91.97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

股份 

300014.SZ 亿纬锂能 2023/2/20 396.22 31618.51 
204572.1

5 
184853.0

8 
90.36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88063.SH 派能科技 2023/2/22 72.16 18883.35 17562.63 8373.41 47.68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600973.SH 宝胜股份 2023/2/23 11940.3 61611.94 
137136.6

2 
137136.6

2 
100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

股份 

资料来源：Wind，上海证券研究所 

 

7  风险提示 

新技术导入不及预期：若新技术导入不计预期，行业降本增

效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影响相关产品需求。 

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若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可能导

致下游出现观望情绪，从而影响行业需求，同时可能对相关产业

链公司带来减值损失。 

海外贸易政策变化：海外市场较为重要，若主要海外市场出

现贸易壁垒，行业需求可能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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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日起 12 个月内的基本面和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表现的看法。 

 增持 行业基本面看好，相对表现优于同期基准指数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相对表现与同期基准指数持平 

 减持 行业基本面看淡，相对表现弱于同期基准指数 

相关证券市场基准指数说明：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港股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 

投资评级说明： 

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投资者应区分不同机构在相同评级名称下的定义差异。本评级

体系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投资者买卖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

完整的观点与信息，投资者不应以分析师的投资评级取代个人的分析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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