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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2月国内光伏装机和出口数据发布，海内外需求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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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指数与沪深 300走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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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事件：近期，2024年1-2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情况和出口数

据陆续发布，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2024年1-2月光伏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36.72GW，同比增长

80.3%，表现超市场预期。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去年光伏

组件价格持续下探，光伏电站经济性提升，导致装机需求

大幅增长，最终2023年实现216.88GW的光伏装机。这种高

增长势头延续今年整个一季度，但未来随着产能逐步出

清，组件价格可能出现调整，预计2024年全年光伏新增装

机有望实现240GW左右。 

 分布式装机占比超越集中式。根据SMM统计测算，2024年1-

2月新增光伏装机中，分布式装机占比可能接近60%，部分

分布式电站投资回报情况明显提升。今年以来，多项政策

陆续发布，支持分布式光伏发展，包括配电网高质量发展、

积极解决消纳问题、发展农村分布式光伏等，预计2024年

分布式光伏占比仍将超越集中式光伏，在接网问题逐步解

决后，户用分布式可能出现快速发展。 

 光伏组件出口数量显著增长，但价格竞争有待改善。我们

认为，一方面是亚洲市场需求快速提升，主要是印度受政

策刺激，增速最快，巴基斯坦和沙特光伏市场需求持续旺

盛；另一方面是欧洲去库存后需求逐步复苏，其中德国装

机增速迅猛。虽然出口数量表现超预期，有效改善以往悲

观预期，但我们也要看到光伏出口金额的下降，主要原因

还是组件价格一路下跌所致。总体来看，未来一年新兴市

场有望成为各领域头部企业扩大增量的重点方向。 

 投资建议：2024年1-2月国内外光伏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未

来随着配电网不断完善、消纳问题解决、行业产能加速出

清，预计光伏行业基本面有望进一步优化，建议关注积极

开拓亚非拉新兴市场和农村分布式光伏的相关企业，以及

受益装机增长的辅材行业企业，包括：天合光能、芯能科

技、阳光电源、福莱特。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国际贸易环境恶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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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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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近期，2024年1-2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情况和出口数据陆续发布，

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国家能源局发布1-2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截至2月底，全国累计

发电装机容量约2971.85GW，同比增长14.7%，其中，太阳能发电 装机容

量约647.88GW，同比增长56.9%。光伏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36.72GW，同

比增长80.3%。 

2024年1-2月光伏新增装机数据表现超市场预期。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

去年光伏组件价格持续下探，光伏电站经济性提升，导致装机需求大幅

增长，最终2023年实现216.88GW的光伏装机。这种高增长势头延续今年

整个一季度，但未来随着产能逐步出清，组件价格可能出现调整，预计

2024年全年光伏新增装机有望实现240GW左右。 

分布式装机占比超越集中式。根据SMM统计测算，2024年1-2月新增光伏

装机中，分布式装机占比可能接近60%，部分分布式电站投资回报情况明

显提升。今年以来，多项政策陆续发布，支持分布式光伏发展，包括配

电网高质量发展、积极解决消纳问题、发展农村分布式光伏等，预计2024

年分布式光伏占比仍将超越集中式光伏，在接网问题逐步解决后，户用

分布式可能出现快速发展。 

出口产品量增价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1-2月我国实现光伏产品

（硅片、电池、组件）出口金额63.36亿美元，同比下降27.95%，其中，

光伏组件出口金额为53.29亿美元，同比下降23.26%；数量方面，光伏组

件出口9036.99万个，同比增长42.64%，出口重量为210.20万吨，同比增

长40.82%。 

光伏组件出口数量显著增长，但价格竞争有待改善。我们认为，一方面

是亚洲市场需求快速提升，主要是印度受政策刺激，增速最快，巴基斯

坦和沙特光伏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另一方面是欧洲去库存后需求逐步复

苏，其中德国装机增速迅猛。虽然出口数量表现超预期，有效改善以往

悲观预期，但我们也要看到光伏出口金额的下降，主要原因还是组件价

格一路下跌所致。总体来看，未来一年新兴市场有望成为各领域头部企

业扩大增量的重点方向。 

投资建议：2024年1-2月国内外光伏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未来随着配电网

不断完善、消纳问题解决、行业产能加速出清，预计光伏行业基本面有

望进一步优化，建议关注积极开拓亚非拉新兴市场和农村分布式光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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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以及受益装机增长的辅材行业企业，包括：天合光能、芯能

科技、阳光电源、福莱特。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国际贸易环境恶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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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