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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事件：3月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我们对此点评如下： 

 《意见》提出目标要求：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

55%左右（同比+3.1%），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

的比重达到17%以上（同比+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提高到18.9%左右（同比+0.6%），终端电力消费比

重持续提高。能源结构优化转型逐年提升，表明政策对新

能源发电扶持力度持续加码，风光装机仍有较大空间。 

 集中式和分布式光伏共同发展。《意见》要求稳步推进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有序推动项目建成投产；因地制宜加

快推动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在条件具备地

区组织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和“千家万户沐光行动”。

明确了集中式和分布式光伏并行的发展路径，同时在分布

式新能源建设运营方面，预计将积极开展智能电网建设，

完善源网荷储模式，探索农村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模式。 

 开拓海外市场，促进国际合作。《意见》要求：有序推进清

洁能源产业链合作，加强中欧、中国-东盟、中东地区包括

风电、智慧能源、储能、氢能等多领域务实合作，高质量

建设“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我们认为，《意见》的

主要目的有两点：一是扩大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影响力，

为未来实现绿电国际交易做准备；二是在国内新能源行业

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寻求更广阔的

合作机遇，同时降低部分海外市场政策风险带来的影响。 

 投资建议：年初以来，政府工作报告、配电网等新能源相

关政策和要求密集发布，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包括解

决消纳问题、提升电网存储和调节能力、开拓海外市场等

方面，因此，建议关注以下3个投资方向：分布式光伏运营

商（芯能科技）、户用储能企业（英维克、固德威）、具备

海外市场拓展能力的光伏一体化组件公司（晶澳科技）。 

 风险提示。电力市场化改革不及预期，用电需求不及预期，

市场恶性竞争，全球装机需求不及预期风险，国内外疫情

超预期恶化风险，国内外经济复苏低于预期。 

2024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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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3月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我们对此点评如下： 

《意见》提出目标要求：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55%左右（同比

+3.1%），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达到17%以上（同比

+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18.9%左右（同比+0.6%），

终端电力消费比重持续提高。能源结构优化转型逐年提升，表明政策对

新能源发电扶持力度持续加码，风光装机仍有较大空间。 

集中式和分布式光伏共同发展。《意见》要求稳步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

地建设，有序推动项目建成投产；因地制宜加快推动分散式风电、分布

式光伏发电开发，在条件具备地区组织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和“千家

万户沐光行动”。明确了集中式和分布式光伏并行的发展路径，同时在分

布式新能源建设运营方面，预计将积极开展智能电网建设，完善源网荷

储模式，探索农村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模式。未来将以消纳责任权重为底

线，以合理利用率为上限，推动风光高质量发展。 

鼓励技术创新，完善法律法规。为进一步解决制约光伏装机发展的并网

难和消纳难等问题，《意见》对新能源技术和政策两方面提出了更完善

的布局：一是大力发展储能和探索新技术，即加强新型储能试点示范跟

踪评价，推动新型储能技术产业进步，同时探索推广虚拟电厂、新能源

可靠替代、新型储能多元化应用等新技术；二是健全法律法规并深化改

革，如推动《能源法》进程、修订《可再生能源法》和《电力法》、制

定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等相关政策。 

开拓海外市场，促进国际合作。《意见》要求：有序推进清洁能源产业

链合作，加强中欧、中国-东盟、中东地区包括风电、智慧能源、储能、

氢能等多领域务实合作，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我

们认为，《意见》的主要目的有两点：一是扩大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影

响力，为未来实现绿电国际交易做准备；二是在国内新能源行业产能过

剩的大背景下，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寻求更广阔的合作机遇，同时降低

部分海外市场政策风险带来的影响。 

投资建议：年初以来，政府工作报告、配电网等新能源相关政策和要求

密集发布，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包括解决消纳问题、提升电网存储

和调节能力、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因此，建议关注以下3个投资方向：

分布式光伏运营商（芯能科技）、户用储能企业（英维克、固德威）、

具备海外市场拓展能力的光伏一体化组件公司（晶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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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电力市场化改革不及预期，用电需求不及预期，市场恶性竞

争，全球装机需求不及预期风险，国内外疫情超预期恶化风险，国内外

经济复苏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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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承诺 
 

梁晨，新能源环保行业研究员，2011年毕业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硕士，2011年至今就职于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登记为证券分析师，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公开渠

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专业与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研究结论不受

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承诺。 

国开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短期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20%以上； 

推荐：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20%之间； 

中性：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回避：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长期股票投资评级 

A：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涨幅在20%以上； 

B：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涨跌幅在20%以内； 

C：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跌幅在20%以上。 

免责声明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具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

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本报告所载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不构成所涉及证券

的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

特定状况。本文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本公司及分析师均不会承担因使用报告而产生

的任何法律责任。客户（投资者）必须自主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翻版、复

制、发表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国开证

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地址：北京市阜成门外大街29号国家开发银行8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