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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关税短期影响有限 
——电力设备行业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美国新关税短期影响有限 

近期，美方发布对华加征 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在原有对华 301关税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等产品

的加征关税，其中： 

 电动汽车关税税率将在 2024年由 25%增加到 100%。 

 锂离子电池（电动汽车用）的关税税率将在 2024年由 7.5%提高到 25%。 

 锂离子电池（非电动汽车用）的关税税率将从 7.5%提高到 2026年的 25%。 

 电池零部件的关税税率将在 2024从 7.5%提高到 25%。 

 天然石墨关税税率将从零提高到 2026年的 25%。 

 某些其他关键矿物的关税税率将在 2024年从 0提高到 25%。 

 太阳能电池（无论是否组装成组件）的关税税率将在 2024年由 25%提高到

50%。 

短期内对新能源汽车市场和太阳能电池市场影响有限：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

显示，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总额为 341亿美元，其中向美国出口额为 3.68

亿美元，占比 1.08%。而就太阳能电池来说，根据央视媒体数据，2023年，中国

向美国出口了 330万美元左右的太阳能电池，不到中国出口总额的 0.1%。同时，

2023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 1315万美元的成品太阳能电池板，占中国太阳能电

池板出口的 0.03%。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内对新能源汽车市场和太阳能电池市场

影响有限。 

储能用锂离子电池和天然石墨相关企业仍有较充裕时间进行战略调整：锂离子电

池（非电动汽车用）和天然石墨的关税税率要到 2026年提高到 25%，中国相关

企业有相对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战略调整，采取应对措施，如： 

 寻求多元化市场：积极拓展其他国际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加强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加强合作，如在墨西哥、东南亚等

地建立生产基地，适度降低风险。 

 加强自主研发和创新：加强研发，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增强自身竞争

力，以应对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 

投资策略：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时代，也是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在中国，

互联网思维与汽车行业正在快速融合，而这样的叠加，也在改写汽车设计、生产

和消费。汽车已经从机械产品，进化成由算法和数据深度辅助的智能产品。中国

在电动汽车制造，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几个方面都有较为领先的优势，

这是欧洲、美国、日本等都不具备的，而这将使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智能化时代继

续领跑。而智能化不断创造的新性能，将继续激发消费者需求，从而驱动着产能

的充分利用与升级，产业链相关企业依然有望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发展。 

建议关注在动力电池产业链中技术领先，话语权较强的公司，比如宁德时代。 

风险提示： 

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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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美国新关税短期影响有限 

近期，美方发布对华加征 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在原有对华 301关税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等产品的加

征关税，其中： 

 电动汽车关税税率将在 2024年由 25%增加到 100%。 

 锂离子电池（电动汽车用）的关税税率将在 2024年由 7.5%提高到 25%。 

 锂离子电池（非电动汽车用）的关税税率将从 7.5%提高到 2026年的 25%。 

 电池零部件的关税税率将在 2024从 7.5%提高到 25%。 

 天然石墨关税税率将从零提高到 2026年的 25%。 

 某些其他关键矿物的关税税率将在 2024年从 0提高到 25%。 

 太阳能电池（无论是否组装成组件）的关税税率将在 2024年由25%提高到50%。 

短期内对新能源汽车市场和太阳能电池市场影响有限：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显

示，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总额为 341亿美元，其中向美国出口额为 3.68亿

美元，占比 1.08%。而就太阳能电池来说，根据央视媒体数据，2023年，中国向美

国出口了 330万美元左右的太阳能电池，不到中国出口总额的 0.1%。同时，2023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 1315 万美元的成品太阳能电池板，占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出

口的 0.03%。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内对新能源汽车市场和太阳能电池市场影响有限。 

储能用锂离子电池和天然石墨相关企业仍有较充裕时间进行战略调整：锂离子电池

（非电动汽车用）和天然石墨的关税税率要到 2026年提高到 25%，中国相关企业

有相对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战略调整，采取应对措施，如： 

 寻求多元化市场：积极拓展其他国际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加强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加强合作，如在墨西哥、东南亚等地建

立生产基地，适度降低风险。 

 加强自主研发和创新：加强研发，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增强自身竞争力，

以应对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 

投资建议：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时代，也是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

在中国，互联网思维与汽车行业正在快速融合，而这样的叠加，也在改写汽车设计、

生产和消费。汽车已经从机械产品，进化成由算法和数据深度辅助的智能产品。中

国在电动汽车制造，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几个方面都有较为领先的优势，

这是欧洲、美国、日本等都不具备的，而这将使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智能化时代继续

领跑。而智能化不断创造的新性能，将继续激发消费者需求，从而驱动着产能的充

分利用与升级，产业链相关企业依然有望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发展。 

建议关注在动力电池产业链中技术领先，话语权较强的公司，比如宁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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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新行业本周市场行情回顾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涨跌幅为-1.68%，在申万 31个一级行业中，排在第 27位。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跑输沪深 300。本周上证指数、沪深 300、深证成指、创业板指

的涨跌幅分别为-0.02%、0.32%、-0.22%、-0.70%。 

在细分行业中，电机 II、其他电源设备 II、光伏设备、风电设备、电池和电网设备

涨跌幅分别为-1.20%、-3.01%、-1.41%、-1.47%、-0.90%。 

电力设备行业周涨幅前五个股分别为：扬电科技、金利华电、麦格米特、帝尔激光、

泰永长征。 

电力设备行业周跌幅前五个股分别为：*ST保力、球冠电缆、中一科技、ST爱康、

湘潭电化。 

图1：各行业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2：重点指数周涨跌幅  图3：电力设备子板块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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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电力设备板块周涨跌幅前十个股  图5：电力设备板块周涨跌幅后十个股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 锂离子电池及关键材料价格变化 

图6：碳酸锂价格（元/吨）  图7：电池价格（元/Wh） 

 

 

 

资料来源：iFinD，上海有色，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8：正极材料价格（元/吨）  图9：负极材料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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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隔膜价格（元/平方米）  图11：电解液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4. 太阳能电池及关键材料价格变化 

图12：多晶硅致密料价格（元/kg）  图13：硅片价格（元/片） 

 

 

 

资料来源：iFinD，广州期货交易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Infolink，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4：电池片价格（元/W）  图15：组件价格（元/W） 

 

 

 

资料来源：iFinD，Infolink，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Infolink，申港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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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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人独立研究成果，引

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和授意。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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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均不构成对任何机构

和个人的投资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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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者在决

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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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申港证券行业评级体系：增持、中性、减持 

增持 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 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减持 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基准指数说明：A股市场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香港市场基准为恒生指数；美国市场基准为标普 500指数或纳斯达克指数。） 

申港证券公司评级体系：买入、增持、中性、减持 

买入 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增持 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 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减持 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基准指数说明：A股市场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香港市场基准为恒生指数；美国市场基准为标普 500指数或纳斯达克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