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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周度核心观点： 

光伏&储能：光伏产业链 1 月淡季排产虽如期下行，但主链涨价第一枪却已打响，亏损深度和时长决定各环节“减亏”

顺序，有效产能的过剩程度、以及产业链环节内部的成本曲线，则将决定“扭亏为盈”顺序和盈利修复弹性，重申看

好主链中的电池片环节、以及辅材中的玻璃环节的头部公司。 

风电：风能新春茶话会在京召开，CWEA 发布 24 年装机及 25/26 年需求展望，其中 26 年预计陆风需求 95-100GW，持

平 25 年需求，行业 26 年需求预期有望上修；协会再提“反内卷”，我们认为盈利诉求与招标机制改革有望驱动价格

回暖，重申对当前回调充分的头部整机企业的重点推荐。 

电网：1）近日特高压催化不断，烟威、海阳辛安核电送出两项特高压工程获得核准，国家电网“±800kV/8GW”特高

压柔性直流技术成果发布暨应用推进会召开，强调加快特高压柔直工程示范和产业化应用推广；2）国家发改委、能

源局印发《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化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 年）》，强调提升电网资源配置能力，明确虚拟电厂、

微电网等可调节负荷参与电力运行调节，电网数字化、虚拟电厂、微电网建设有望持续推进。 

氢能与燃料电池：政策加码打破氢车放量“顾虑”，行业将迎翻倍大年。车前期的放量限制主要体现在能源监管、应

用场景、购置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上，各类顾虑和不明确的政策下导致了行业出货的缓慢。但是，我们站在这个时

间点上看，这些顾虑在重重政策的加码开始消散，或者说政策已经为燃料电池汽车 2025 年的放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重点把握燃料电池汽车放量下带来的系统、电堆、储氢瓶机遇。 

本周重要行业事件： 
光储风：发改委、能源局印发《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化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年）》；商务部就《光伏组件出

口产品低碳评价要求》征求意见；光伏玻璃产线停产冷修范围继续扩大，1 月首周再减 2800 吨日融；2025 中国风能

新春茶话会在京举办；弘元绿能公告出售新疆棒状硅产能股权；阿特斯签署 2GWh 英国储能系统大单；运达股份湛江

风电总装百万千瓦智能制造中心正式投运。 

电网：烟威、海阳辛安核电送出两项特高压工程获得核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800kV/8GW”特高压柔性直流技术成

果发布暨应用推进会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化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

年）》；“疆电入渝”特高压工程重庆段贯通。 

氢能与燃料电池：广州规划 101 座加氢站；交通部加快制定氢气道路运输等标准，支撑构建氢全产业链标准体系；西

藏首个氢能产业园项目开工建设；河南宣布氢能货车免收高速通行费；华电科工下线 3300 标方+6000A 电密 ALK 槽及

500 标方+30000A 电密 PEM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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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链 1月淡季排产虽如期下行，但主链涨价第一枪却已打响，亏损深度和时长决定各环节“减
亏”顺序，有效产能的过剩程度、以及产业链环节内部的成本曲线，则将决定“扭亏为盈”顺序和盈利修复弹性，
重申看好主链中的电池片环节、以及辅材中的玻璃环节的头部公司。 

 根据本周 Infolink 等第三方机构报价，产业链中上游的硅料、硅片、电池片价格全线上涨，部分环节涨幅较大，
唯组件环节因仍有部分抛库行为、以及订单周期因素，统计口径成交价格仍小幅下行，但大型集采招投标价格则
已显著企稳，甚至随原材料涨价预期提升而小幅回升。 

 硅料：本周新签订单以头部大厂为主，企业自律减产持续扩大、行业供应量大幅减少，企业普遍上调报价并于 1
月上旬逐渐落地，大厂新签订单价格达到 4.2 万元/吨，其他企业挺价意向一致。 

 硅片：硅片库存快速消化、部分规格产品供应趋紧，头部企业带领下，硅片厂家集体上调报价，183N/210N 实际
成交价上行至 1.18/1.55 元/片，涨幅约 10%。 

 电池片：电池片厂家前期陆续减产，目前行业整体库存水平健康，同时上游硅片涨价落地，带动电池片价格传导
上涨，但受制于 1 月组件排产继续环比下行（据 infolink 从 12 月实际产量 48GW 环比下降至 1 月预期的 40GW），
电池片环节暂时未能在传导涨价过程中实现盈利扩张。 

 组件：终端需求处于全年最淡季节，前期低价抛货产品影响现货市场、统计成交均价下落至 0.69 元/W；集中式
价格持稳，多数厂家遵循协会指导价交付。 

 我们在光伏行业年度策略中明确指出：“在行业协会号召及企业自身经营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链‘挺价’和
‘减产’的一致行动将阶段性达成，产品价格及企业盈利能力有望在短期内得到立竿见影的修复”。对于当前的
产业链淡季涨价，尤其是以上游硅料、硅片大幅领涨的方式呈现，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因为这两个环节在 2024 年
经历了几乎整年的全行业亏损，甚至大部分企业经历了近三个季度的现金亏损，因此，在“真的亏不动了”的背
景下，大幅度减产和挺价成为企业一致诉求，各企业“减亏”趋势明确，但根据我们测算，主产业链各环节的行
业平均水平仍处于负毛利状态，盈利能力仍有待持续修复。 

 如果说决定“减亏”顺序的是此前的亏损深度和时长，那么我们仍然认为，决定“扭亏为盈”顺序和盈利修复弹
性的，仍将是各环节有效产能的过剩程度、以及产业链环节内部的成本曲线，基于这一判断，我们重申看好主链
中的电池片环节、以及辅材中的玻璃环节的头部公司的盈利修复弹性。 

 此外，开年第一周内，又有三座合计日融化量 2800 吨的光伏玻璃窑炉停产冷修，且均为 2022-2024 年投产的相
对较新的产能。尽管春节期间的组件走低、物流停滞等因素通常均会导致光伏玻璃环节的库存阶段性走高，但考
虑到当前玻璃行业仍处于全行业深度亏损、停产面持续扩大的状态中，预计整体库存下行的大趋势不会有本质改
变。 

图表1：光伏产业链各环节周度单位毛利测算（元/kg，元/W） 

 

来源：Infolink，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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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光伏二次上车机会已到，明确建议在当前市场预期、板块热度、股价位置三低的时间窗口再次布局。 

 政策预期、板块热度大幅降温下大部分标的回调充分：伴随市场对光伏“供给侧政策”的态度从初期的“狂热兴
奋”向“理性预期”过渡，A/H 光伏主流标的较 9 月底启动的这轮反弹高点，涨幅回吐的比例已普遍高达 60%-
90%，港股尤甚，我们认为目前板块二次上车机会已到。 

 “底部夯实、右侧渐进、技术迭代破局”的基本面大趋势未变：在以市场化力量主导的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近
期产业链各环节价格筑底/反弹、库存下降、龙头止血的趋势明确，2025 年我们问的更多的将是“XX 又提价了多
少、XX 新技术验证结果如何”而不再是“XX 见底了没有”，光伏主产业链“通缩”的过程已经明确结束。 

 行业积极信号持续酝酿、但在板块关注度降温中被忽视：当前市场对 2025 年需求（尤其是国内需求）普遍悲观
是股价主要压制因素之一，但近期包括：山东的友好入市政策、中电建年度组件框采 51GW 同增 24%、安徽竞配规
模同增 23%、11 月新增装机保持强势增长等事件，均指向对需求预期的修复；产业链层面如玻璃库存连续下降、
主链产品全线提价等积极信号也在持续出现。 

 春节后组件排产情况、年报预告夯实业绩底部等催化值得期待：出口退税率逐步下调趋势下，组件提价传导是大
概率事件，终端“买涨不买跌”情绪或触发短期需求及春节后排产拉升力度超预期；近期产业链企业在与市场交
流中，对 Q4 经营端压力和年末固定资产减值对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沟通较充分，将于 1 月份集中披露的年报预
告或成为典型的“利空出尽”型正向催化剂。 

 “买在无人问津时”的交易策略十分重要：近两年光伏板块呈现出显著的“博弈重、反应快”特征，在当前板块
热度大幅降温、大部分标的下行风险可控、基本面右侧信号尚不明朗的窗口进行建仓，对降低冲击成本、提高收
益率至关重要。 

 首选回调充分、α明确的“玻璃、电池片、新技术、海外/美国大储”、其次是主链龙头：与市场在板块底部第一
波反弹中执行的“优选改善弹性”策略不同，我们认为后续板块股价表现的分化，将更注重基本面兑现能力和环
节/公司的α属性，同时在目前仍为“左侧布局”的大基调下，可控的下行风险（估值位置、回调幅度）亦十分
重要。 

 1）静态 PB 或预期 PE 角度仍显低估的优质龙头：阿特斯、阳光电源、信义光能、福莱特玻璃、钧达股份、协鑫
科技、信义能源、禾望电气、德业股份 等。 

 2）更具“成长”标签的新技术类设备/耗材/制造商：聚和材料、迈为股份、帝尔激光、奥特维、捷佳伟创、拉普
拉斯、隆基绿能、爱旭股份 等。 

 3）格局稳定及“剩者为王”型各环节龙头：福斯特、信义光能、福莱特（A/H）、隆基绿能、通威股份、晶科能
源、晶澳科技、天合光能、美畅股份、永臻股份、TCL 中环 等 

 风电：风能新春茶话会顺利召开，CWEA 发布 24 年装机及 25/26 年需求展望，其中 26年预计陆风需求 95-100GW，
持平 25 年需求，行业 26 年需求预期有望上修；协会再提“反内卷”，我们认为盈利诉求与招标机制改革有望驱
动价格回暖，重申对当前回调充分的头部整机企业的重点推荐。 

 风能新春茶话会顺利召开，协会 26 年需求预测指引乐观预期。据风能专委会 CWEA，2024 年国内新增风电装机约
88GW，预计 2025 年国内陆风装机 95-100GW，海风装机 10-15GW，合计 105-115GW，预计 2026 年国内陆风装机 95-
100GW，海风装机 15-20GW，合计 110-120GW。随着 2025 年国内海陆需求高增形成普遍共识，当前市场对风电板
块的顾虑与质疑则主要集中在 2026 年是否会出现类似前几轮装机周期的需求下滑现象。我们认为 CWEA 对 26 年
的预测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具备较强的现实基础：1）24 年国内风机中标接近 200GW，国内各省风电指标下发规模
超 180GW，在 25 年 110-120GW 的预期装机背景下，部分需求必然会“外溢”到 2026 年释放；2）“以大代小”及
“驭风行动”试点持续推进，增量需求能见度持续提升。 

 再提“反内卷”，产业链盈利诉求与招标机制改革有望驱动价格回暖。从 CWEA 公布数据来看，10 月行业自律公约
签署后，11 月及 12 月国内陆风机组（不含塔筒）中标加权平均价格从 1200-1400 回升至 1500-1600元/kW 左右,
价格回升趋势明显。从产业链来看，不管是整机还是上游零部件环节，在经历了前期激烈的价格竞争后均处于盈
利承压的状态，在 2025 年量明确高增背景下，对盈利的诉求有望驱动产业链价格实现修复。而站在下游业主方
的角度，当前风电场建设成本不到 5 元/W，在部分风资源较好的地区项目 IRR 能实现 10%甚至更高，因此在成本
项中仅占 1/3 的风机设备价格即使上涨 10%对项目收益率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去年 Q4 以来，包括国电投在内的
部分业主对风机招标规则进行修改，不再以最低价中标，也充分证明下游业主的关注重点正从前期投资成本最低
转向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板块回调基本充分，重申整机环节投资机会。从产业链各环节来看，整机环节盈利承压最为明显，头部整机企业
制造业务近两年基本呈现持续亏损状态，随着风机招投标价格企稳回升以及降本工作持续推进，风机制造业务的
毛利率修复将体现出明显的业绩弹性。同时，伴随着行业招投标及核准竞配正常推进，2026 年需求的能见度持续
提升也有望驱动板块的估值中枢上移，进而驱动头部企业股价实现戴维斯双击。自 12 月初以来，整机环节主流
标的随着市场整体走弱及新能源板块降温而显著回调，截至 1 月 10 日收盘，金风科技/运达股份/明阳智能较 Q4
股价高点分别下跌 17%/24%/30%，我们认为整机环节又到布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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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海陆高增趋势明确 ，国内海外需求共振，我们重点推荐三条更具盈利弹性的主线： 

 1）受益于国内价格企稳回升、海外收入结构提升驱动盈利趋势性改善的整机环节，重点推荐：金风科技、明阳智
能，建议关注：运达股份、三一重能； 

 2）受益于“两海”需求高景气、海外订单外溢，盈利有望向上的海缆、单桩环节，重点推荐：东方电缆、海力风
电，建议关注：泰胜风能、中天科技、大金重工；  

 3）受益于大兆瓦风机占比加速提升，短期供给格局良好具备提价基础的大型化铸锻件环节，重点推荐：金雷股
份、日月股份。 

 电网：1）近日特高压催化不断，烟威、海阳辛安核电送出两项特高压工程获得核准，国家电网“±800kV/8GW”
特高压柔性直流技术成果发布暨应用推进会召开，强调加快特高压柔直工程示范和产业化应用推广。预计 2025
年特高压建设有望加速推进，柔直渗透率进一步提升，特高压设备招标存在超预期空间；2）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印发《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化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 年）》，强调提升电网资源配置能力，明确虚拟电厂、
微电网等可调节负荷参与电力运行调节，电网数字化、虚拟电厂、微电网建设有望持续推进。 

 近日特高压催化不断：①1000 千伏烟威、海阳辛安核电送出两项特高压工程相继获得核准，两项工程包括新建海
阳西特高压变电站一座，新建线路长度 2×608 千米，是国内首次提出核电机组特高压并网方案，具有示范意义。
同时为保证海阳辛安核电机组按期调试，烟威、海阳辛安核电送出两项特高压工程需要在 2026 年 10 月前建成投
运，建设工期紧张。②1 月 8 日，国家电网“±800kV/8GW”特高压柔性直流技术成果发布暨应用推进会召开，会
议指出发展“±800kV/8GW”特高压柔性直流是服务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迫切需要，亟需
加快工程示范和产业化应用推广。 

我们认为，2025 年是特高压核准、交付大年，柔直技术有望加速渗透，特高压设备招标存在超预期空间。近期特
高压板块有所调整，估值进入高性价比区间，建议充分关注当前板块布局机会。 

 1 月 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化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 年）》，其
中明确提出优化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到 2027 年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显著提升。电网侧强调提升电网资源配置调节
能力，通过加强网架、优化运行方式等措施，实现各类调节资源共享调配。负荷侧强调挖掘资源调节潜力，明确
虚拟电厂、微电网等可调节负荷参与电力运行调节。我们预计在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的大背景下，电网数字化、
虚拟电厂、微电网建设有望持续推进。 

 25 年我们持续推荐电力设备板块三条具有结构性机会的投资主线： 

 1）电力设备出海——①逻辑：24 年 1-11 月主要电力设备出口金额超过 5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其中变压器、
隔离开关延续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3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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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在海外市场产能、渠道布局领先，具备客户基础、竞争优势的电力设备出口龙头企业，建议关注：
思源电气、三星医疗、金盘科技、海兴电力、华明装备、神马电力、伊戈尔、明阳电气。 

 2）特高压线路&主网——①逻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大背景下，风光大基地的外送需求强烈，国网最为紧迫的第
一要事是完成远距离新能源消纳，因此特高压为后续电网很长一段时间投资的主要方向，2025 年预计开工 4 条
特高压直流线路，“十五五”期间有望保持高投资强度。主干网建设与新能源等电源配套发展，预计 25 年输变电
设备招标 801 亿元，同比增长 10%，主网投资维持高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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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25 年重点把握特高压核准开工加速打破“弱现
实”（或进而带来的批次招标增长）与企业业绩兑现的共振点、重点企业网内横向品类扩张&纵向更高电压等级突
破进展。建议关注：思源电气、平高电气、长高电新、中国西电、许继电气、国电南瑞、国网信通、大连电瓷、
四方股份。 

 3）配用电环节——①逻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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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对
于配网建设的重视程度超过往年。24 年 1-10 月，国网 27 省重要配电设备物资——10kV 变压器、一二次融合环
网箱、一二次融合柱上断路器累计招标 43/89/71 亿元，同比+25%/42%/27%。用电环节，国网 24 年电表招标总量
同比+25%，考虑到配件、通信模块、A 级单相电表仍有较大招标或存量替换空间、新标准施行等因素持续催化，
电表新一轮替换高峰有可能延续至 2026 年及以后，同时 2025 年电表单价存在修复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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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配网（尤其设备端）投资力度加大的感知将逐渐强烈，头部
企业业绩逐步兑现将验证此点，建议关注：三星医疗、东方电子、许继电气、威胜信息、平高电气、海兴电力。 

 氢能与燃料电池：政策加码打破氢车放量“顾虑”，行业将迎翻倍大年。经过三年示范，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已超过 2.7 万辆，离氢能中长期规划 2025 年 5 万辆的目标，缺口近半。这意味着
2025 年全年的燃料电池汽车将迎来放量大年。车前期的放量限制主要体现在能源监管、应用场景、购置成本、基
础设施等方面上，重重顾虑和不明确的政策下导致了行业出货的缓慢。但是，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上看，这些顾
虑在重重政策的加码开始消散，或者说政策已经为燃料电池汽车 2025 年的放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点把握燃
料电池汽车核心零部件机遇：亿华通、国鸿氢能、国富氢能、重塑能源、中集安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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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源监管放松：氢能被写入《能源法》标志着管理属性迎来了重大转变，氢气的应用将逐步放开，有望消除
过度担忧以及为未来发展奠定法律基础，交通部最新发布的 1 月 7 日的《交通运输标准提升行动方案（2024—
2027 年）》也提出加快制定氢气道路运输技术规范等标准，支撑构建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2）扩大示范应用场景：当前示范期内以公交、倒短运输、城市配送、市政环卫为主，目前政策向跨区域构建氢
能物流网络给出指引，将进一步带动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市场增长，例如工信部最新政策《加快工业领域清洁低碳
氢应用实施方案》中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统筹推进‘区对区’氢能物流干线和沿线加氢基
础设施建设，在钢厂物流、矿山基地、工业园区、港口码头等场景开展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应用，形成完整可靠、
大流量的氢能物流网络”。 

 （3）免高速费降低运营成本：为配合推广跨区域氢能运输物流干线，当前已有 7 个地区：山东、四川、内蒙古
鄂尔多斯、吉林、陕西、湖北、河南（本周放开）免除高速过路费，使得燃料电池汽车真正实地运行起来，带动
需求。 

 （4）基础设施配套：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加氢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累计建设加氢站超过 500 座。并且本
周广州发改委公布氢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介清单，规划 101 座加氢站建设，为燃料电池汽车的放量提供保障。 

 重点看好绿氢一体化项目方向，把握制氢设备和绿色运营商机遇： 

 （1）行业拿订单并在项目现场实地验证是现阶段的重点，制氢设备的渠道优势和一体化优势是关键，首选能源
央国企下属或合作公司，建议关注：华电科工、华光环能、昇辉科技； 

 （2）绿醇绿氨的崛起为绿氢和电解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布局高价值量及关键核心装备：风电和光伏产业链、
绿氢合成氨/醇技术与设备、生物质处理的企业将率先受益：吉电股份、中国天楹、森松国际。 

 （3）燃料电池方向：示范、补贴、降本三重因素将推动燃料电池汽车放量落地，对应带动系统、电堆、储氢瓶等
价值量高的燃料电池零部件率先受益，建议关注燃料电池系统头部企业：亿华通、国鸿氢能；储、运氢瓶头部企
业：中集安瑞科、国富氢能；检测设备头部企业：科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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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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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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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良节能、新特能源、海优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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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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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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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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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8 日，本周中上游价格上涨，组件价格下跌，其余环节价格基本持稳。 

<2>在以市场化力量主导的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近期产业链各环节价格筑底/反弹、库存下降、龙头止血的趋势明确，
行业积极信号持续酝酿。“买在无人问津时”的交易策略十分重要，首选回调充分、α明确的“玻璃、电池片、新技
术、海外/美国大储”、其次是主链龙头。 

1）硅料：硅料价格已突破所有企业现金成本，企业减产幅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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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片盈利持续承压，陆续有企业减产甚至停产； 

4）组件：除部分海外高盈利市场外，组件整体盈利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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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主产业链单位毛利趋势（测算，截至 20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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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料价格上涨：本周新签订单以头部大厂为主，多晶硅企业自律减产、行业供应量大幅减少，企业普遍上调报价并
于 1 月上旬逐渐落地，大厂新签订单价格达到 4.2 万元/吨，其他企业挺价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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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1-08 

2）硅片价格上涨：硅片库存快速消化、供需关系趋紧，头部企业带领下，硅片厂家集体上调报价，183N/210N 实际成
交价上行至 1.18/1.55 元/片。 

3）电池片价格全线上涨：电池片厂家前期陆续减产，目前行业整体库存水平健康，同时上游硅片涨价落地，带动电池
片价格上涨，然近期组件价格仍未回稳，电池环节后续价格走势仍受制于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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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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1-08  来源：PVInfoLink，国金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5-01-08 

4）组件价格下跌：终端需求疲弱，前期低价抛货产品影响现货市场、均价持续下落至 0.69 元/W；集中式价格持稳，
多数厂家遵循协会指导价交付。 

5）海外组件价格下探：TOPCon 价格区域分化明显，美国受政策波动影响项目拉动减弱，新交付 TOPCon 执行价约 0.2-
0.27 美元；亚太区域约 0.085-0.09 美元，其中日韩市场维持在 0.085-0.09 美元左右；欧洲抛货价格至 0.05-0.07
欧元，澳洲区域约 0.09-0.10 美元，巴西约 0.07-0.09 美元，中东约 0.09-0.095 美元，拉美 0.085-0.09 美元；近期
新签订单报价持续下落，本地产制报价 0.27-0.30 美元，非本地报价 0.18-0.22 美元。HJT 执行价 0.09-0.11 美元，
PERC 执行价 0.065-0.08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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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1-08 来源：PVInfoLink，国金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5-01-08 

6）光伏玻璃价格持稳：近期终端装机推进缓慢、组件企业排产偏低，需求支撑一般，供应端部分装置冷修或保窑，供
应量持续下降，本周价格维稳。 

7）EVA 树脂价格持稳：1 月组件厂排产下调，胶膜厂订单减少，石化厂缩减光伏料排产，当前库存处于较低水平，光
伏 EVA 料价格持稳在 10500-1080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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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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1-08  来源：卓创资讯，国金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5-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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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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形式的复制、转发、转载、引用、修改、仿制、刊发，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经过书面授权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

反映撰写研究人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故本报告所载观点可能与其他类似研究报告的观点及市场实际情况不一致，国金证券不对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材

料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或与此有关的其他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

况下，可能会随时调整，亦可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国金证券其它业务部门、单位或附属机构在制作类似的其他材料时所给出的意

见不同或者相反。 

本报告仅为参考之用，在任何地区均不应被视为买卖任何证券、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要约邀请。本报告提及的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均可能含有重大的风险，可能

不易变卖以及不适合所有投资者。本报告所提及的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益可能会受汇率影响而波动。过往的业绩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表现。 

客户应当考虑到国金证券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而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证券研究报告是用于服务具备专业知识的投资

者和投资顾问的专业产品，使用时必须经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国金证券建议获取报告人员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

咨询独立投资顾问。报告本身、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也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国金证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

何担保，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国金证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并非意图发送、发布给在当地法律或监管规则下不允许向其发送、发布该研究报告的人员。国金证券并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国金证券的客

户。本报告对于收件人而言属高度机密，只有符合条件的收件人才能使用。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报告仅供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中风

险评级高于 C3 级(含 C3 级）的投资者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观点及建议并未考虑个别客户的特殊状况、目标或需要，不应被视为对特定客户关于特定证券或金融

工具的建议或策略。对于本报告中提及的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本报告的收件人须保持自身的独立判断。使用国金证券研究报告进行投资，遭受任何损失，国金证

券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若国金证券以外的任何机构或个人发送本报告，则由该机构或个人为此发送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本报告不构成国金证券向发送本报告机构或个人的收件人提供

投资建议，国金证券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此报告仅限于中国境内使用。国金证券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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