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报告：新能源行业周报

2023年3月12日

行业评级：增持

美墨经济“硬起飞”，北美缺电待中国“远水”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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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主要内容

指导思想 《政府工作报告》 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技术研发，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仍然是政府重点的工作之一

光伏/风电

刘汉元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

应在工业领域优先保障硅能源生产企业用电需求。在保障民生用电的基础上，明确不将硅能源企业纳入有序用电范围，支持
硅能源产业最大程度发挥产能，有效保障光伏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支撑光伏产业稳健快速发展

南存辉
（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

在风光基地项目建设过程中倡导先进技术占据一定比例，留存10%的空间作为创新技术竞争配置要求，通过加强先进技术应
用，引导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建议风光基地项目进行混改，优化商业模式，通过1+N模式，明确民营企业的参与比例，
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参与风光基地竞选，激活市场活力。

储能

曾毓群
（全国政协委员、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以电池储能为主的新型储能是保障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

钟铮（全国人大代表、美的集团CFO） 在欧洲能源危机、双碳目标、新能源建设高速发展等背景下，新型储能产业拥有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机遇。

新能源车

李书福
（全国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将汽车消费税征收环节由目前的生产环节后移至销售环节，中央与地方“五五共享”。减少生产企业流动资金的大量占用，
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将资金投入技术创新、产品研发，从而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曾庆洪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董事长）

政府的资金补助应该向核心技术领域及优秀的零部件企业转移，如电池企业、电机控制领域、充电设施等领域。同时应大力
开展车联网、无人驾驶技术创新，允许纯电汽车、氢燃料汽车等同步发展、全面开花，同步推动出行领域商业模式创新，鼓
励跨行业跨产业合作；引入社会资本，加大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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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 分布式光伏

2019 2020 2021 2022*

隆基（美洲） 13.9% 16.2% 16.1% -

晶澳（美洲） 22.8% 19.7% 9.8% 13.0%

晶科（北美） 26.7% 31.0% 17.6% 9.7%

天合（美国） 13.8% 20.3% 10.6% 5.9%

备注
晶澳科技与晶科能源2022年数据为2022H1数据，天合光能2022年数据为前
三季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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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

Primergy Solar LLC
美国公用事业和分布式光伏
+储能开发运营商

为Primergy提供长寿命、高集成和高安
全的户外液冷储能电柜EnerOne。

FlexGen
美国储能技术平台和解决方
案供应商

将在三年时间内供应10GWh集装箱式液
冷储能产品EnerC

比亚迪 Invenergy LLC 全球清洁能源知名企业
公司伊利诺伊州31.5MW的商用储能项目
及西弗吉尼亚州的31.5MW的储能项目均
将全部采用比亚迪集装箱式的储能系统

科士达 Solaredge 电源优化器和逆变器制造商

与solaredge签订铁锂储能pack的采购订
单，订单金额2.1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4.61 亿元），计划于2023 年上半年交
付完毕

盛弘股份 Energport 储能系统集成商
为Energport公司部署的两个总容量为
72MWh磷酸铁锂（LFP）电池储能项目
提供集装箱式储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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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

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风险提示：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制作。本报告并非针对意图送发或为任何就送发、发布、可得到或使用本报告而使中航

证券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违反当地的法律或法规或可致使中航证券受制于法律或法规的任何地区、国家或其它管辖区域的公民或居民。除非另有显示，否则此报告中的材料的版权属于
中航证券。未经中航证券事先书面授权，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发送、复印本报告的材料、内容或其复印本给予任何其他人。未经授权的转载，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转载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给阁下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或认购证券或其他金融票据的邀请或向他人作出邀请。中航证券未有采取行动以确保于本报
告中所指的证券适合个别的投资者。本报告的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而中航证券不会因接受本报告而视他们为客户。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中航证券认为可靠，但中航证券并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中航证券不对因使用本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除非该等损失
因明确的法律或法规而引致。投资者不能仅依靠本报告以取代行使独立判断。在不同时期，中航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仅反映
报告撰写日分析师个人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为免生疑，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中航证券及关联公司的立场。

中航证券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参与或投资本报告所提及的发行人的金融交易，向该等发行人提供服务或向他们要求给予生意，及或持有其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中航证券于法律容
许下可于发送材料前使用此报告中所载资料或意见或他们所依据的研究或分析。

我们设定的上市公司投资评级如下：

买入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以上。

持有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10%之间

卖出 ：未来六个月的投资收益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我们设定的行业投资评级如下：

增持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高于同期沪深300指数。

中性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与同期沪深300指数相若。

减持 ：未来六个月行业增长水平低于同期沪深300指数。

曾帅

新能源行业首席分析师

先后任职于中银国际证券、天风证券负责机械行业研究，2017年作为团队核心成员

获得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团队）机械行业第一名。在锂电装备、光伏装备、机器人

与自动化等领域持续深度研究。曾先后职于航天、医疗器械、钢铁等行业，热爱制

造业，对科技和周期均有深入研究，建立了“中国制造业投资周期”研究框架。

SAC：S06405220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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