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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周度核心观点： 

光伏&储能：欧美光伏贸易政策扰动或渐成常态，光伏制造业再全球化大势下，利好国际化布局能力强的龙头企业；

美国 3 月公用事业光储装机超预期，全年高增确定性增强；一季报临近发布完毕，产业链多环节加速赶底迹象显著，

部分α公司表现亮眼，关注一季报完毕后的板块β修复。 

电网：受去年年初疫情订单加速修复，基数较高影响，叠加部分产能近期会优先解决国内网内的订单交付，多数电力

设备出口环节 3月同比有所下降。三大重点环节：变压器、高压开关、电表 24年 1-3月出口金额分别同比+25%/29%/8%，

3 月出口金额分别同比+21%/8%/-19%；23 年起电网行业海内外需求持续共振，24 年为业绩集中验证关键大年，我们看

好后续订单持续增长与存在超预期空间。 

氢能与燃料电池：多家氢能相关公司披露季报，制氢和燃料电池端今年有望迎来放量；氢能正式进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能源法》，定调扶持必要性；FCV 进入放量快车道，系统、电堆、储氢瓶率先受益。 

风电：4 月 23 日海南省发改委发布《海南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海南省海上风

电场址由 11 个增加至 18 个，规模由 12.3GW 增加至 24.9GW，同时离岸距离及场址平均水深亦有增加。深远海风进展

释放积极信号，有望提振市场信心，关注深远海相关进展或将进一步提高行业估值：1）深远海相关政策落地；2）浙

江、江苏等省份推动深远海规划；3）现有深远海示范性项目有阶段性进展，如取得核准等。 

 

本周重要行业事件： 
光储风：能源局发布 3 月国内光伏/风电新增装机量；能源局就《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色电力交易专章》

征求意见；《南方电网新型储能调度运行规则（试行）》印发；欧洲议会通过禁止强迫劳动法案；美国光伏制造商发起

针对东南亚的双反调查申请；通威全球创新研发中心（新建）首批设备进场；中来股份 20 万吨工业硅—+10 万吨多晶

硅项目终止；儒兴科技（光伏浆料）IPO 终止。 

电网：《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征求意见稿）》发布。 

氢能与燃料电池：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川渝氢能；2024 年成都市氢能产业项目申报工作启动，绿氢项目最高补贴

2000 万/年；重庆 2024 年支持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政策发布，加氢补 30 元/千克；吉林省长：将投资建设一批百

亿级绿氢产业园。 

投资建议与估值：详见报告正文各子行业观点详情。 

风险提示：政策调整、执行效果低于预期风险；产业链价格竞争激烈程度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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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周观点详情 

 光伏&储能：欧美光伏贸易政策扰动或渐成常态，光伏制造业再全球化大势下，利好国际化布局能力强的龙头企
业；美国 3 月公用事业光储装机超预期，全年高增确定性增强；一季报临近发布完毕，产业链多环节加速赶底迹
象显著，部分α公司表现亮眼，关注一季报完毕后的板块β修复。 

 一、欧美光伏贸易政策多变，“绿色发展、本土就业、自主产能、对华依赖”诉求构成底层逻辑，利好国际化布局
能力强的龙头企业。 

 本周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禁止强迫劳动法案，法案规定禁止在欧盟销售、进口和出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
该法案的下一步目标是获得欧盟理事会的最终正式批准，并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之后各成员国将在三年内开始实
施该法规。 

 此外，本周三由 7 家美国本土（如 First Solar）或在美投资（如 Meyer Burger、Qcells）的光伏制造业企业为
代表的联盟组织，正式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提交了一份针对东南亚四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
越南）生产的晶硅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情愿。后续美国商务部将在 20 天内决定是否启动调查，并将在启动调查
后 45 天内做出初裁。此前拜登政府承诺对东南亚光伏产品的潜在反规避税执行 2 年豁免期，而 6 月底即将来临
的政策到期日，与本次双反调查（若启动）预期的初裁时间匹配。 

 在该情愿提出后，美国太阳能协会（SEIA）、美国清洁能源协会（ACP）等组织第一时间发表联合声明：充分表达
了对该调查可能给美国光伏市场和产业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威胁。这也验证了我们上周周报中分析的关于
美国制定光伏贸易政策的底层逻辑之一，即：简单粗暴的贸易壁垒可能威胁大量本土就业岗位（不仅限于下游的
项目开发与建设环节，甚至还威胁到同样属于光伏制造业的美国本土支架供应商），因而即使在美国国内亦将面
对巨大阻力。 

 此处重申我们认为美国制定光伏贸易政策的底层逻辑：1）美国需要低成本的光伏产品，一方面用于实现其能源
转型与气候目标，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用于维持美国国内位于产业链下游电站开发建设环节及部分配套制造业
环节（如跟踪支架）的大量高薪就业岗位；2）美国需要摆脱对中国光伏产品的超高度依赖，并建立一定规模的本
土制造产能；3）需要考虑在美投资光伏制造产能的非中国企业的利益诉求；4）政策需要在装机规模增长和建立
制造业的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因此增加免税进口的电池片配额，以帮助在美设立的组件封装厂实现具有竞争力的
生产成本，可能是未来折衷的政策之一。 

 而对于欧洲而言，2013-2018 年间以双反的名义对中国光伏产品执行 MIP（最低销售限价）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新
增装机低迷，本土制造业逐渐落寞）仍历历在目，因此，尽管其政策诉求与美国有一定相似性，但我们认为整体
将较美国更为理性，且由于各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并非完全一致，欧盟通过相关壁垒政策并全面执行的难度将显著
大于美国。 

 我们认为，美国、欧洲对华、对东南亚的光伏贸易挑衅或长期存在，甚至持续加高，在这一趋势下，光伏制造供
应链的再全球化将是大势所趋，具备丰富的跨国生产经营经验和异地扩张能力的头部企业，有望在这一再全球化
过程中进一步扩大竞争优势和市占率，并维持一定幅度的壁垒超额利润。 

 二、美国 3 月公用事业光伏、储能实现装机 2.7/1.0GW，同比高增 425%/265%，全年高增确定性强，此外预计中
美以外的全球大储市场也将随光伏装机高增而逐步启动。 

 美国能源署近日发布 2024 年 3 月公用事业光伏、储能装机数据。其中，公用事业光伏/储能分别实现新增装机
2.73GW/1.05GW，同比增长 425%/265%；Q1 累积公用事业光伏/储能实现新增装机 5.84GW/1.24GW，同比增长
157%/183%。 

 从年内计划并网装机规模看，4-12 月美国公用事业规模光伏/储能分别计划装机 30.4GW/14GW，同比增长 77%/125%，
后续计划并网装机规模庞大，美国全年光储装机高增确定性强。 

 此前市场担心美联储降息推迟会影响美国光储需求，实际上我们认为年内降息预期的落空反倒会使得观望的项目
不再等待，特别是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后，储能项目收益十分可观，终端有望加快装机节奏。 

 我们预计 2024 年美国光伏/储能分别新增装机 45GW/40GWh，同比增长 39%/54%，Q1 公用事业级项目的装机高增
进一步提升这一预测兑现乃至超预期的可能，继续重点推荐最直接受益美国光储装机高增的：阿特斯、阳光电源、
盛弘股份。 

 三、一季报临近发布完毕，产业链多环节加速赶底迹象显著，部分α公司表现亮眼，关注一季报完毕后的板块β
修复。 

 前两周光储板块股价的走弱/分化，我们认为主要原因为市场交易逻辑聚焦 Q1 业绩，而光伏主产业链企业 Q1 业
绩普遍承压（尽管很大程度上已经预期），本周随板块一季报发布临近尾声，情绪与股价逐步夯实底部的迹象显
著。 

 在近期硅料价格以跳水之势快速赶底之后，我们预计终端观望需求释放和产业链价格博弈减弱将共同驱动 5 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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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组件端排产提升，同时以硅料产能检修/关停为强信号的过剩产能出清也将加速，伴随一季报业绩风险释放
完毕，板块有望迎来一轮β修复行情， 重点关注 Q2 环比改善显著的环节（如玻璃）/公司，以及在一季报中呈
现出显著α的各环节优势企业，重点推荐：阳光电源、阿特斯、奥特维、福莱特、福斯特、信义光能 等，同时建
议关注率先实现盈利修复、边际改善显著、需求超预期背景下存在较好的盈利弹性的环节，如：二线玻璃、高效
电池片、支架 等。 

 电网：本周电力设备出海数据出炉，受到去年年初疫情订单加速修复，基数较高影响，叠加部分产能近期会优先
解决国内网内的订单交付，多数电力设备出口环节 3 月同比有所下降，其中三大重点环节：变压器、高压开关、
电表 24 年 1-3 月出口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25%/29%/8%，24 年 3月出口金额分别同比+21%/8%/-19%，其中变压器和
高压开关在高基数背景下，3 月依然保持增长。此外，针对电表出口环节 3 月的调整，我们认为：①电表出口数
据与实际出海情况拟合程度并不高，较多头部公司会以零部件的形式出海到海外组装，不包含在海关统计数据中；
②较多为集成总包形式的项目制，月度波动会较大。 

图表1：2024 年 3 月变压器和高压开关在高基数背景下依然保持增长（亿美元）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23 年国内外需求共振，24年业绩验证超预期可期。23 年起电网行业海内外需求持续共振，24 年为业绩集中验证
关键大年，我们看好后续订单持续增长与存在超预期空间。回顾 2023 年，网内、网外、海外需求均快速发展：
1）网内：特高压第三轮高峰启动元年，同时由于新能源等驱动，主网建设加速显著，头部电力设备企业深度受
益，订单显著增长。2）网外：新能源装机、轨交、五大六小发电集团、核电等网外电力设备需求放量。 

 24 年我们持续推荐电力设备板块四条具有结构性机会的投资主线： 

 1）电力设备出口——①逻辑：我国电力设备（智能电表、变压器、组合电器等）出口景气度上行趋势明显，海
外供需错配严重，部分电气设备处于大规模替换阶段，前期积极出海的龙头有望迎来一轮估值重塑。②后续催
化：海外重点地区电网投资规划和落地方案、海关总署出口数据超预期、个股海外订单/出货/业绩超预期。③
建议关注：三星医疗、海兴电力、华明装备、金盘科技、思源电气，许继电气、东方电子、威胜信息。 

 2）配网改造——①逻辑：政策端，3 月初和 4 月初顶层分别出台《配网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增量配电业务配
电区域划分实施办法》；招标端，冀北、甘肃、黑龙江等网省第一批招标均同比大幅增长，以设备更换和智能化升
级为主线的配网改造有望迎来行情拐点。②催化：顶层政策出台、网省招标超预期、个股中标突破/份额提升。③
重点推荐：三星医疗，建议关注：配网变压器——望变电气、云路股份等；配网智能化——东方电子、科林电气、
国网信通、泽宇智能、国能日新等。 

 3）特高压线路&主网——①逻辑：第二批风光大基地的外送需求强烈，仍存在多条线路缺口。同时主网建设与新
能源等电源配套发展，招标规模景气上行。②催化：新增披露线路、柔直渗透率提升、项目招标金额/个股中标份
额超预期、个股业绩超预期或兑现节奏提前；③建议关注：平高电气，许继电气、大连电瓷、国电南瑞、中国西
电、派瑞股份。 

 4）电力信息化——①逻辑：23 年电改重磅政策密集出台,24 年政策力度有望持续加码。电改已进入明确指引期，
将成为未来至少两年的主线，政策将推动行业进入第二增长曲线，后续更多相关细则政策有望形成新的催化。②
后续催化：电改进度超预期、限电缺电。③建议关注：国能日新、国网信通、安科瑞、恒实科技。 

 氢能与燃料电池：本周氢能相关公司陆续披露年报和一季报，从整体板块看，上游电解槽部分一梯队厂商实现出
货和确收，2023 年落地项目并不多，仅中石化库车、三峡纳日松、内蒙古达茂旗等零星的绿氢项目确认落地，其
中华电重工 2023 年已完成达茂旗项目 11 台碱槽供货，实现氢能收入 5.14 亿元，同比增加 109,045%，德令哈和
铁岭项目也正顺利推进中。展望 2024 年，开工项目达到 17 万吨，中能建等大绿氢项目也将陆续开工，带动进入
供应商名录企业，如昇辉科技、华光环能等电解槽企业订单落地。下游端燃料电池汽车 2023 年受行业补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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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配套等影响推广不及预期，今年看在目标压力+补贴下发+平价可期背景下，燃料电池汽车将进入放量阶段，带
动核心零部件需求高增，系统、电堆、车载供氢系统企业率先受益，对应标的方面国鸿氢能、亿华通、中集安瑞
科重点关注。产业链零部件配套上，个股主营业务高增叠加氢能业务突破是主基调，蜀道装备、富瑞特装、科威
尔重点关注。 

 氢能正式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定调扶持必要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能源法（草案）》进行了审议，氢能正式列入与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同级管理。为基地定调扶持必要性，氢
能发展已做好基础法律准备。年初至今，产地从地方政策与相关部门政策中落地不断，同时氢能也时隔五年重新
进入两会政府报告，重视程度是大规模推广与发展的前提。今年以来，政策导向多以地方推出制氢补助与高速免
费为主，三桶油规划氢管网，方针或为打通氢与氢基能源大规模生产至运输至应用的场景，将产业形成闭环去推
广。 

 FCV 进入放量快车道，盘点燃料电池投资机会。燃料电池重卡进入放量提速期，2024-2025 年 CAGR 将达 56%，行
业已具备商业化潜力。政策方针与全额补贴已推动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先行，全生命周期成本平价与针对性补贴将
成为下一阶段重点。目标压力+补贴下发+平价可期，燃料电池汽车将进入放量阶段。顶层政策定调氢能地位，燃
料电池汽车存在 2 年 3 万辆缺口；示范城市群补贴下发，氢能示范高速建设打开应用场景；经济性是商业化必要
前提，技术迭代+配套完善+政策补贴下 FCV 可实现 20%经济性优势。 

 系统、电堆、储氢瓶，价值量高的燃料电池零部件率先受益。FCV 放量带动核心零部件需求高增，燃料电池系统、
电堆、车载供氢系统等价值量最高的环节率先迎机遇，2025 年系统和电堆市场均看向百亿，车载高压储氢瓶和供
氢系统市场高增。 

 方向选择：重点布局制储相关设备企业。 

 1）绿氢生产由项目持续落地所带动，板块整体表现将取决于招标的持续性与绝对量，随着近一年来电解槽项目
招标要求逐步提高，标的首选具备进入大型项目供应商以及具备海外出货企业，重点看好电解槽相关设备端机会。 

 2）产业大发展下，中下游同步推广，看好加氢站建设带来的设备机会以及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 

 风电：4 月 23 日海南省发改委发布《海南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海南省海
上风电场址由 11 个增加至 18 个，规模由 12.3GW 增加至 24.9GW，同时离岸距离及场址平均水深亦有增加。深远
海风进展释放积极信号，有望提振市场信心，关注深远海相关进展或将进一步提高行业估值：1）深远海相关政
策落地；2）浙江、江苏等省份推动深远海规划；3）现有深远海示范性项目有阶段性进展，如取得核准等。 

 本周大宗商品价格微涨。2024 年 4 月 26 日中厚板、圆钢、生铁、废钢、螺纹钢分别为 3905 元/吨、3750 元/吨、
4110 元/吨、2490 元/吨、3770 元/吨，较 4 月 19 日变动幅度分别为+0.2%/+1.4%/0%/+2.1%/0%。 

 行业新闻更新：1）国家能源局发布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1-3 月份风电新增装机 15.50GW，同增 49%，其中 3
月新增装机 5.61GW，同增 23%；2）海南省发改委发布《海南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第一
次公示》，海南省海上风电场址由 11 个增加至 18 个，规模为 24.9GW；3）重庆市发改委核准批复四个风电项目，
规模共计 360MW；4）中广核发布海风机组招标，规模总计 1GW；5）中车株洲所中标 160MW 大唐风电项目。 

 后续可重点关注数据及项目信息：1）海风招标量；2）青洲五七项目进展；3）帆石一二项目进展；4）深远海推
进情况；5）2Q24 排产情况。 

 海风装机边际提升高确定性,推荐关注：1）深度受益于海风逻辑的塔筒环节与海缆环节，如泰胜风能、海力风电、
东方电缆等；2）深度受益于出口逻辑的海风零部件环节和风机环节，如东方电缆等；3）新技术新趋势：a）随深
远海发展，锚链需求随漂浮式风电应用释放，如亚星锚链；b）大型化下，液压变桨将替代电变桨；c) 大型化下，
“以滑替滚”更具经济性；4）受益于风电持稳发展的零部件龙头，如日月股份等。 

 关注运营商环节：1）双碳目标驱动下，“十四五”新能源装机高增高确定；2）随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下发，
补贴加速到位；3）随风光进入平价时代，运营商新能源项目 IRR 可维持较高水平。 

 

推荐组合： 

 光伏：推荐：阿特斯、阳光电源、通威股份、天合光能、晶澳科技、TCL 中环、高测股份、双良节能、奥特维、
捷佳伟创、晶科能源、隆基绿能、金晶科技、林洋能源、昱能科技、福斯特、迈为股份、信义光能、福莱特（A/H）、
海优新材、信义能源，建议关注：协鑫科技、金辰股份、信义储电、大全能源（A/美）、正泰电器、锦浪科技、固
德威、禾迈股份、新特能源、亚玛顿。 

 储能：推荐：阳光电源、盛弘股份、林洋能源、科士达，建议关注：南都电源、上能电气、科陆电子、英维克、
派能科技。 

 风电：推荐：东方电缆、日月股份、海力风电，建议关注：明阳智能、金雷股份、金风科技、大金重工、中际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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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天科技、中材科技、运达股份、中广核新能源、三峡能源、龙源电力。 

 氢能：推荐：富瑞特装、科威尔，建议关注：华光环能、华电重工、昇辉科技、石化机械、亿利洁能、厚普股份、
亿华通、国鸿氢能、京城股份、致远新能、蜀道装备。 

 电力设备与工控：推荐：三星医疗，建议关注：海兴电力、思源电气、金盘科技、国能日新、东方电子、国电南
瑞、国网信通、安科瑞、望变电气、汇川技术、南网科技、四方股份、良信股份、麦格米特、宏发股份、许继电
气。 

 

产业链主要产品价格及数据变动情况及简评 

光伏产业链 

要点：<1>截至 4 月 24 日，本周致密料/N 型棒状硅/N 型颗粒硅价格继续下跌至 4.28/4.92/4.3 万元/吨，硅片价格下
跌，电池片/组件价格小幅松动。 

<2>硅料最后一跌促需求释放+产能出清提速，建议积极布局有望在一季报中展现强α的龙头，以及预期 Q2 盈利环比
Q1 有望显著提升的环节(如玻璃)。主产业链单位毛利趋势测算（测算值，实际因各家企业库存及技术水平不同有所差
异，建议关注“变化趋势”为主）： 

1）硅料：价格下跌至大多数企业现金成本，甚至跌破部分企业现金成本； 

2）硅片：硅片盈利持续承压，部分二三线企业因成本压力出现停产现象； 

3）电池片：电池片整体盈利承压，P 型盈利压力较大； 

4）组件：前期硅料成本快速下降带动组件盈利修复，近期组件价格小幅松动、盈利波动。 

图表2：主产业链单位毛利趋势（测算，截至 2024/4/24） 

 
来源：硅业分会、PVInfoLink，国金证券研究所测算 

注：单位毛利为测算值，实际因各家企业库存及技术水平不同有所差异，建议关注“变化趋势”为主 

产业链价格描述： 

1）硅料价格跌至行业现金成本：硅料库存仍处高位，价格持续下跌，当前价格已经跌至大多数企业现金成本，但仍不
及下游预期，尚未出现大规模抄底囤货迹象，仅有部分试探性成交订单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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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多晶硅料及工业硅价格（万元/吨） 

 
来源：PVInfoLink、硅业分会，国金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4-4-24 

2）硅片价格下跌：当前硅片排产水平仍维持较高水平，下游采买有限叠加部分头部企业仍未减产，本周硅片库存回
升至 40 亿片以上，预期短期硅片价格较难出现拐点。 

3）电池片价格小幅下跌：N 型产出持续增长，下游组件压价情绪较强，电池片价格下跌；P-210 受终端拉货影响价格
小幅上升，上游硅片价格下跌带动电池片盈利得到部分修复。 

图表4：硅片价格（元/片）  图表5：电池片价格（元/W） 

 

 

 

来源：PVInfoLink、硅业分会，国金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4-4-24  来源：PVInfoLink，国金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4-4-24 

4）组件价格小幅松动：本周主要交付集中式项目，分布式价格松动，组件库存处于上升趋势，价格小幅下跌；头部企
业尚有订单支撑、开工率维持高位，二三线企业开工率不足 5 成，电池外采型企业接单能力较弱，部分小厂定价失去
竞争力。 

5）海外组件价格：近期价格暂稳，PERC 执行价格约 0.1-0.11 美元/W，TOPCon 价格区域分化明显，欧洲及澳洲区域
价格仍有 0.12-0.13 美元的执行价位，而巴西、中东等市场价格下降至 0.11-0.12 美元，美国仍以执行前期 0.33-
0.35 美元的集中式项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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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组件价格（元/W） 图表7：各区域组件价格（USD/W） 

  

来源：PVInfoLink，国金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4-4-24 来源：InfoLink，国金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4-4-24 

6）光伏玻璃价格持稳：近期部分组件企业开工率下调，组件企业消化前期玻璃库存、按需采购，需求端支撑较前期转
弱；前期点火玻璃产线陆续达产，供应呈现增加趋势，局部库存缓增。 

7）EVA 树脂/胶膜价格基本持稳：本周部分粒子厂检修结束，但光伏 EVA 排产量持续下调，市场价格差异明显，成交
偏弱；胶膜价格持稳，粒子采购以刚需为主。 

图表8：光伏玻璃价格（元/平）  图表9：光伏 EVA树脂报价（元/吨） 

 

 

 

来源：PVInfoLink，卓创资讯，国金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4-4-24  来源：卓创资讯，国金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4-4-26 

 

风险提示 

政策调整、执行效果低于预期：虽然风光发电已逐步实现平价上网，能源转型及双碳目标任务仍然高度依赖政策指引，
若相关政策的出台、执行效果低于预期，可能会影响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产业链价格竞争激烈程度超预期：在明确的双碳目标背景下，新能源行业的产能扩张明显加速，并出现跨界资本大量
进入的迹象，可能导致部分环节因产能过剩程度超预期而出现阶段性竞争格局和盈利能力恶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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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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