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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24年光伏制造规范出台，标准提高加速去化

——电气设备行业周报

核心观点 股价走势图

摘要

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4年 1-10月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2024年 1-10
月国内新增光伏装机 181.30GW，同比增长 27.17%。10月国内新增光

伏装机 20.42GW，同比增长 49.93%，环比下降 2.25%，10月新增光伏
装机较上月规模略有下滑。2024年 1-10月国内新增风电装机 45.80GW，

同比增长 22.76%。10月国内新增风电装机 6.68GW，同比增加 74.41%，
环比上升 21.23%，风电装机容量稳步上升，海上风电发展迅速，装机

容量增长显著。

投资建议：

光伏方面，本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版）和《光伏制
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发布，较 21年版本提高资本金要
求、增加核心专利要求、提高产业链各环节制造标准。同时，相对于

24年 7月征求意见稿，此次正式版本在资源综合利用与能耗方面提出

更高要求。

我们认为近期光伏协会、硅料协会等积极推动行业自律减产保价，光伏

协议呼吁组件招投标不得低于成本，并定期发布测算组件成本，出口退
税下调控制海外低价情况，整个产业链价格趋稳并有小幅回升。此次正
式规范条件发布，标准趋严，将抑制行业非技术工艺领先的产能扩张，

提升组件涨价预期，对具有成本、技术、产品优势的龙头企业利好。

风电方面，11月 23日，国家电投集团 2024年第二批陆上风力发电机组

规模化采购项目正式开标，本次招标对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进行了修
改，不再以最低价为评标基准价，而是以有效投标人评标价格的算术平

均数再下浮 5%作为评标基准价，此次参与竞标整机商报价均高于历史
水平。此次以国家电投集团为代表的央国企开发商，已经在风电项目招

投标策略做出了调整，通过设置更全面、合理的评价指标，综合评估整
机商的研发、制造、质量保证等能力，驱动行业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

重点个股：东方电缆 603606、大金重工 002487、金雷股份 300443、阳
光电源 300274、固德威 688390、禾迈股份 68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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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表现回顾

光伏指数本周（11.18-11.22）下跌 3.1%，沪深 300下跌 2.6%，跑输大盘。本周板

块涨幅前五名，分别为精工科技（+14.35%）、欧晶科技（+12.84%）、先导智能（+6.12%）、

赛福天（+5.8%）和禾望电气（+5.25%）。

风电（中信）指数本周（11.18-11.22）下跌 2.73%，跑输大盘。本周板块涨幅前五

名，分别为威力传动（+41.23%）、三一重能（+3.57%）、振江股份（+1.89%）、吉鑫

科技（+0.61%）。

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4年 1-10 月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2024年 1-10 月国内新增

光伏装机 181.30GW，同比增长 27.17%。10月国内新增光伏装机 20.42GW，同比增长

49.93%，环比下降 2.25%，10月新增光伏装机较上月规模略有下滑。2024年 1-10月国

内新增风电装机 45.80GW，同比增长 22.76%。10月国内新增风电装机 6.68GW，同比

增加 74.41%，环比上升 21.23%，风电装机容量稳步上升，海上风电发展迅速，装机容

量增长显著。

二、行业观点更新

光伏方面，本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版）和《光伏制造行业规范

公告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发布，较 21年版本提高资本金要求、增加核心专利要求、提

高产业链各环节制造标准。同时，相对于 24年 7月征求意见稿，此次正式版本在资源

综合利用与能耗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我们认为近期光伏协会、硅料协会等积极推动行业自律减产保价，光伏协议呼吁组

件招投标不得低于成本，并定期发布测算组件成本，出口退税下调控制海外低价情况，

整个产业链价格趋稳并有小幅回升。此次正式规范条件发布，标准趋严，将抑制行业非

技术工艺领先的产能扩张，提升组件涨价预期，对具有成本、技术、产品优势的龙头企

业利好。

风电方面，11月 23日，国家电投集团 2024年第二批陆上风力发电机组规模化采

购项目正式开标，项目总规模 8.4GW，包括采购容量 7.2GW以及储备容量 1.2GW，单

机容量要求 5MW-10MW。其中 7.2GW项目容量分为 30个小标段对外进行招标采购。

需要关注的是，本次招标对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改，不再以最低价为评标

基准价，而是以有效投标人评标价格的算术平均数再下浮 5%作为评标基准价。当企业

报价低于或等于评标基准价时，得满分；当企业报价高于评标基准价 5%以内(含 5%)
的，每高 1%在满分的基础上扣 0.4 分；评标价格高于评标基准价 5%以上部分，每高

1%扣 0.8分，直到扣完为止。这项规则的优化，使得最低报价不一定中标，也使得参与

竞标的整机商企业报价均高于历史水平。

本次招标 30个标段中，标段 28-国家电投哈密十三间房 100万千瓦风光储一体化项

目风机报价最低，单机容量要求在 10MW-12MW之间，其风机最低报价 1386元/kW，

最高价为 1720元/kW，平均报价 1550元/kW。而在此之前，10MW陆上风电机组价格

长期在 1100-1300元/kW左右徘徊，个别风电大基地项目，10MW风机报价已经低于 1000
元/kW。

风电陆上风机招标一直受到低价困扰，前期多数项目以最低价为评价基准，鼓励企

业低价竞标，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招标价不断下探，产品质量难以保证，恶性循环

侵蚀风电发展根基。10月 16日，在 2024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上，12家风电整

机企业签订《中国风电行业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自律公约》。成立公约执行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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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纪律监督委员会，抵制低价恶性竞争。11月 15日，40多家风电开发商、整机企业

高管出席 2024风能企业领导人座谈会，针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低价恶性竞争问题

一致认为需要从从招标规则上进行优化。

此次以国家电投集团为代表的央国企开发商，已经在风电项目招投标策略做出了调

整，通过设置更全面、合理的评价指标，综合评估整机商的研发、制造、质量保证等能

力，驱动行业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

三、政策跟踪

24年 11月 20 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公告对《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和《光伏

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订，正式稿对新增产能的标准大幅提升。

1、生产布局与项目设立：新建和改扩建光伏制造项目全环节最低资本金比例要求

由 20%提升至 30%(21年版仅多晶硅 30%)；

2、工艺技术要求：与 24年版征求意见稿无变动，较 21年版本提高要求。

1）较 21年版本新增核心专利等要求；2）组件衰减指标。

3、现有光伏制造企业及项目产品：与 24年版征求意见稿无变化，较 21年版本提

高要求。

4、新建及改扩建企业及项目产品：与 24年版征求意见稿无变化，较 21年版本提

高要求。

1）多晶硅片（含准单晶硅片）：对少子寿命和碳、氧含量提高要求。

2）多晶硅电池、P型单晶硅电池和 N型单晶硅电池（双面电池按正面效率计算）

的平均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 21.7%、23.7%和 26%，较 21年版细分单晶硅电池片。

3）多晶硅组件、P型单晶硅组件和 N型单晶硅组件（双面组件按正面效率计算）

的平均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 19.7%、21.8%和 23.1%。较 21年版细分单晶硅组件。

4）CIGS、CdTe及钙钛矿等其他薄膜组件的平均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 16%、

16.5%、15.5%。24年版本删除硅基，不允许硅基薄膜扩产。

5、资源综合利用与能耗（相对 24年版征求意见稿做出较大改动，提高要求）

1）电耗：

——现有多晶硅项目还原电耗小于 46千瓦时/千克，综合电耗小于 60千瓦时/千克；

新建和改扩建项目还原电耗小于 40千瓦时/千克，综合电耗小于 53千瓦时/千克。

24年征求意见稿原要求新建和改扩建项目还原电耗小于 44千瓦时/千克，综合电耗

小于 57千瓦时/千克。（23年行业平均综合电耗在 57度）

——现有硅锭项目平均综合电耗小于 7.5千瓦时/千克，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小于 6.5
千瓦时/千克；如采用多晶铸锭炉生产准单晶或高效多晶产品，项目平均综合电耗的增

加幅度不得超过 0.5千瓦时/千克。

——现有硅棒项目平均综合电耗小于 26 千瓦时/千克，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小于 23
千瓦时/千克。

——现有多晶硅片项目平均综合电耗小于 25万千瓦时/百万片，新建和改扩建项目

小于 20万千瓦时/百万片；现有单晶硅片项目平均综合电耗小于 10万千瓦时/百万片，

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小于 8万千瓦时/百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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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型晶硅电池项目平均综合电耗小于 5万千瓦时/MWp，N型晶硅电池项目平

均综合电耗小于 7万千瓦时/MWp。

——晶硅组件项目平均综合电耗小于 2.5万千瓦时/MWp，薄膜组件项目平均电耗

小于 40万千瓦时/MWp

2）水耗：

——多晶硅项目水重复利用率不低于 98%。

——现有硅片项目水耗低于 900吨/百万片，鼓励企业使用再生水；新建和改扩建

硅片项目水耗低于 540吨/百万片且再生水使用率高于 40%。

24年征求意见稿中仅要求硅片项目水耗低于 900吨/百万片。(23年切片行业平均水

耗 870吨)

——现有 P型晶硅电池项目水耗低于 400吨/MWp，N型晶硅电池项目水耗低于 600
吨/MWp，鼓励企业使用再生水；新建和改扩建项目水耗低于 360吨/MWp 且再生水使

用率高于 40%。

24年征求意见稿中仅要求 P型晶硅电池项目水耗低于 400吨/MWp，N型晶硅电池

项目水耗低于 600吨/MWp。（23年 PERC电池水耗 318t、TOPCon水耗 600t、HJT水

耗约 220t）

《规范条件》自 2013年发布以来，在 2015、2018和 2021年适时修订，通过政策

引导并在技术指标、产能利用、生产能耗等方面提出要求，促进行业升级发展。

我们认为《24年光伏制作行业规范条件》正式落地，相对于 21年版本主要体现对

资本金要求提升，并对“核心技术、专利”做出要求，更新并提高产品质量标准。

同时，市场前期一直关注的能耗标准提高问题，在此次正式文件中做出回应。相比

7月的征求意见稿，终版规范在新增产能/改建产能的电耗、水耗要求上进一步趋严，现

有硅料、硅片、电池片项目要求需要达到 23年行业平均水平或更优，新建项目需要达

到行业头部水平。

我们认为近期光伏协会、硅料协会等积极推动行业自律减产保价，光伏协议呼吁组

件招投标不得低于成本，并定期发布测算组件成本，出口退税下调控制海外低价情况，

整个产业链价格趋稳并有小幅回升。此次正式规范条件发布，标准趋严，将抑制行业非

技术工艺领先的产能扩张，提升组件涨价预期，对具有成本、技术、产品优势的龙头企

业利好。

四、数据跟踪

图 1：2020 年 1-2月至 2024 年 10 月国内光伏月度装机量（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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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国都证券

图 2：2020 年 1-2月至 2024 年 10 月国内风电月度装机量（GW）

资料来源：中电联、国都证券

图 3：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9 月我国逆变器出口金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都证券

图 4：2022 年 1 月至 2024 年 9 月我国组件出口金额（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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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都证券

五、风险提示

行业竞争加剧、项目进展不及预期、需求不及预期。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海关总署、财政部、CPIA、CWEA、infolink、北极星风电网、

公司公告、wind、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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