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xml 

 

电新行业周报（2022 年第 16 期） 

一季度风光装机开局良好，全年高增可期 
■本周观点：一季度风光装机开局良好，全年高增可期 

风电：新增装机及招标规模可观，风机价格趋稳。2022 年一季度国内风电新

增装机规模约为 7.9GW，同比增长逾 50%，行业正式度过由补贴到平价的过

渡期，2022 年开局表现良好。此外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一季度国内风机招

标量超 16GW，同比增长约 15%，风机大型化带动成本下降是推动国内风机

招标放量的重要因素。当前设备及建设成本下，风电项目收益率已处于较高

水平，行业价格竞争趋缓，近期风机招标价格有所企稳。在前期招标项目的

支撑以及政策助推下，我们预计 2022 年国内风电装机将大幅回升，行业景

气度有望逐季提升。 

光伏：国内分布式装机持续向好，海外组件逆变器需求旺盛。2022年一季度

我国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约为 13.2GW，同比增长 147.8%，其中分布式占比

近 70%占据主导地位。考虑到整县推进、两批风光大基地以及 2021 年各省

竞配项目的逐步落地，我们认为 2022 年分布式与集中式光伏装机有望共同

推进，光伏行业高景气度料将持续。与此同时海外光伏需求亦保持较高水平，

一季度国内组件及逆变器出口额涨势延续，分别达到 676/84 亿元，同比增长

86%/29%。其中印度抢装需求对一季度组件出口的拉动作用明显，欧洲地区

则受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影响，分布式光伏装机需求持续增长，组件及逆变器

出口额同比/环比均有明显提升。 

 

■本周行情回顾：2022 年第 15周电力设备板块继续调整 

本周电力设备板块下跌 6.9%，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7%，其中其他电源设备

板块表现最好（-3.4%），光伏设备（-7.3%）、电池（-8.0%）板块表现相对

较差。 

 

■产业链跟踪：碳酸锂价格下行，光伏产业链价格企稳 

锂电：受整车厂商开工率下行、工信部表态将适度加快国内资源开发进度等

因素影响，本周碳酸锂价格明显回落，单周下跌超 5%，正极材料价格亦随

之有所调降。此外，负极材料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电解液价格下行，湿法隔

膜价格略有调涨。 

光伏：本周 182mm 电池片价格微涨 0.4%，其他环节价格企稳。在海内外旺

盛需求的推动下，短期内硅料需求较好，而新增供应略有滞后，硅料价格维

持高位。在行业整体开工率较好的情况下，本周 182mm 电池片价格上涨，

硅料、硅片及组件价格趋稳。 

 

■风险提示：新能源产业政策变动、供应链瓶颈导致需求量不及预期、市场竞

争加剧导致行业盈利能力下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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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季度风光装机开局良好，全年高增可期 

1.1. 风电：新增并网装机及招标量可观，风机大型化趋势下价格趋稳 

一季度新增风电装机约 7.9GW，全面平价时代开局表现良好。2021 年为国内风电由补贴迈

向平价的过渡之年，据国家能源局统计 2021 年国内共新增风电装机 47.6GW，其中海上风

电在抢装推动下新增 16.9GW，陆上风电则仅新增 30.7GW，较 2020 年的抢装高峰期下滑

约 55%。经过 2020/2021 陆风/海风抢装需求的集中释放，我们认为国内风电行业已进入新

一轮成长周期。根据国家能源局披露数据，一季度国内新增风电装机约 7.9GW，同比增长超

50%，截至 2022 年 3 月末全国风电装机容量达 336.5GW，同比增长逾 17%。在风电行业

国家补贴全面退出后，2022 年一季度国内风电装机迎来明显回升，平价风电发展渐入佳境。 

 

图 1：2020-2022月度累计风电装机（单位：GW）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电联，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一季度风机招标量可观，2022 年风电行业景气度有望逐季上行。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

2022 年一季度国内风机招标量达 16.3GW，较 2021 年同比增长近 15%，其中海上风机招标

约为 1.4GW，我们预计全年风机招标规模有望突破 60GW，较 2021 年更上一层楼。在建设

节奏层面，全国多个省市 2021 年完成竞配的约 60GW 项目中大部分要求在 2022-2023 年完

成并网，第一批风光大基地中则有 51.34GW 计划于 2022 年内建成投产，在前期招标项目

的支撑下，我们预计 2022 年国内风电装机有望大幅回升，行业景气度逐季上行。 

 

表 1：一季度风机招标情况 

业主  总招标容量（MW）  机型要求  对应容量（MW）  

蒙能 510 
3.0MW 或 4.0MW 10 

5.0MW 500 

华能 3111.5 

≥2.5MW 50 

≥3.0MW 827.5 

≥3.5MW 284 

3.85MW - 4.65MW 50 

4.0MW - 4.5MW 600 

4.0 MW - 5.0MW 300 

6.xMW 1000 

中节能 768 
≥4.0MW 668 

≥5.0MW 100 

大唐 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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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MW 2300 

≥5.0MW 190 

华润 1532 

4.0MW 200 

≤6.5MW 200 

5.0MW - 6.7MW 600 

招标公告未作要求 532 

华电 1418 

≥3.0MW 520 

4.0MW 50 

招标公告未作要求 848 

国家能源集团 1010 

≥4.2MW 60 

5.0MW 130 

≥5.0MW 160 

7.0MW - 8.5MW【海风】 500 

招标公告未作要求 160 

中电建 873.3 

2.5MW 30 

3.0MW 50 

3.6MW 及 4.0MW 48 

4.0MW 400 

5.0MW 100 

招标公告未作要求 245.3 

天顺风能 500 招标公告未作要求 500 

山东能源 500 - 500 

深能 500 ≥6.0MW 500 

三峡 400 
≥6.25MW 300 

≥8.0MW【海风】 100 

浙能 300 7.0MW - 9.0MW【海风】 300 

中国电力 250 ≥4.5MW 250 

协和风电 200 招标公告未作要求 200 

中核 200 ≥4.0MW 200 

广东能源集团 150 ≥4.0MW 150 

中广核 135 
≥4.0MW 75 

≥5.0MW 60 

昌吉国投 100 ≥5.0MW 100 

中能建 100 4.0MW - 5.0MW（不含） 100 

晋能 68.75 ≥3.5MW 68.75 

新疆能源集团 50 ≥5.0MW 50 

中船重工 48 ≥4.0MW 48 

内蒙古坤宇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0 招标公告未作要求 10 

内蒙古高达科技有限公司 5.5 招标公告未作要求 5.5 

合计  16319.05 

资料来源：各公司招标平台，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大兆瓦机型已成主流，风机招标价格企稳。在一季度 13.8GW 有明确机型要求的风机招标中，

有 85%以上要求单机容量至少为 4MW，5MW 及以上机型的占比亦达到 38%，大兆瓦机型

已成招标主流。在大型化趋势的带动下，2021 年末陆上风机招标价格降至 2000-2500 元/kW

的区间，2022 年初风机招标价格一度下探至 1500 元左右的低位。在当前的设备及建设成本

水平下，陆上风电项目已有较高的收益率，3 月以来风机的价格竞争有所放缓，近期风机招

标价格已较此前企稳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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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一季度（按开标时间计）部分项目开标情况 

项目  招标容量（MW）  机型要求  投标价格范围（元 /kW）  投标均价（元/kW） 

静乐 50MW 风电扩容项目 50 5MW 及以上 1840 - 2180 2052 

国电龙源松桃县长坪 100MW 风电场 100 5MW 及以上 1950 - 2229 2107 

龙源国电吴启新能源有限公司铁边城 100MW 风电项目 100 5MW 及以上 1800 - 2300 2300 

罗平西风电场竹子山片区 215MW 风电项目 215 5MW 及以上 1705 - 1905 1821 

山西龙源神池南桦山风电场 50MW 扩容风电项目 50 5MW 及以上 1850 - 2180 2064 

中节能壶关树掌二期 100MW 风电场项目 100 4MW 及以上 1724 - 2088 1916 

中节能广元市剑阁三期风电项目 100 4MW 及以上 1850 - 2167 2011 

中节能湖北襄州 25 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一期） 100 5MW 及以上 1763 - 2115 1891 

中节能天水秦州 50MW 风电场项目 50 4MW 及以上 1700 - 2230 1966 

瓜州二期安北第五风电场项目 100 - 1866 - 2277 2051 

浙能台州 1 号海上风电场项目 300 7MW - 9MW 3548 - 4486 4124 

中广核象山涂茨海上风电场 280 35 台 8MW 3830 - 4550 4126 

资料来源：各公司招标平台，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2. 光伏：国内分布式装机持续向好，海外组件逆变器需求旺盛 

分布式光伏推动一季度装机量大幅回升，地面电站建设有望陆续启动。一季度我国新增太阳

能发电装机规模约为 13.21GW，同比增长 147.8%，增速较 2021 年大幅回升。据光伏们统

计，一季度光伏装机中分布式占比接近 70%，在上游硅料价格高企的情况下分布式场景仍是

拉动国内装机的主要因素。考虑到 2022 年整县推进将由前期的规划布局阶段逐渐进入实施

落地阶段，我们预计国内分布式光伏市场仍将延续较高的景气度，同时随着两批风光大基地

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以及 2021 年各省竞配项目的逐步落地，地面电站的建设亦将逐步启动，

2022 年分布式光伏与大型地面电站建设有望同步推进。 

 

图 2：2020-2022月度累计太阳能发电装机（单位：GW）  图 3：2017-2021年光伏装机结构（单位：GW）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电联，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一季度海外光伏装机需求整体较好，国内组件及逆变器出口表现亮眼。2022 年一季度我国

光伏组件出口额为 676.4 亿元，同比增长逾 86%，环比增长约 22%，近 3 年来一季度出口

金额首次出现环比上升。逆变器方面，2022 年一季度出口总额约为 83.7 亿元，同比增长

29.3%，增速较 2021 年四季度亦有所上升。整体上看，2022 一季度我国光伏组件及逆变器

出口表现亮眼，海外市场装机需求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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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20-2022各季度组件出口金额及增速  图 5：2020-2022各季度逆变器出口金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印度抢装需求拉动组件出口大幅增长，欧洲地区组件及逆变器需求景气。印度 4 月起将对国

内组件征收关税，一季度抢装需求旺盛，国内出口印度组件金额达 158.8 亿元，同比增长近

226%，占总出口额比例达到 23.5%。与此同时，受俄乌战争等因素影响，2022 年以来欧洲

地区能源价格快速上行，推动光伏装机需求持续向好，一季度欧洲组件出口额达到294亿元，

同比/环比分别增长 137%/47%，逆变器出口额亦达到 37.4 亿元，同比增长 42.5%。 

 

图 6：2020-2022年印度地区组件出口情况（单位：亿元）  图 7：2020-2022年欧洲地区组件出口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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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回顾 

2.1. 本周板块表现 

上周（2022/4/18-2022/4/22）沪深 300 指数整体跌幅 4.2%，其中电力设备板块下跌 6.9%，

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7%，在 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靠后。 

 

图 8：上周各行业版块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就电力设备板块内部而言，上周表现相对较好的子版块为其他电源设备（-3.4%），表现相对

较差的板块为光伏设备（-7.3%），电池（-8.0%）。 

 

图 9：上周电力设备子版块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2. 本周个股表现 

在个股层面，本周电力板块涨幅前五分别为哈空调（+22.2%）、赛伍技术（+20.9%）、迈为

股份（+12.5%）、扬电科技（+8.2%）、大全能源（+7.7%）；跌幅前五分别为阳光电源（-22.9%）、

ST 时万（-18.4%）、福莱特（-17.5%）、上机数控（-17.3%）、德方纳米（-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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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本周电力设备板块涨幅前十个股   图 11：本周电力设备板块跌幅前十个股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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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跟踪 

3.1. 新能源汽车行业跟踪 

2022 年 3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高速增长：2022 年 3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48.4

万辆，同比增长114.3%，新能源汽车在当月汽车总销量中的占比达21.7%，同比提升12.7%；

环比来看，3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较 2022 年 2 月上升 44.9%，剔除季节性回落因素后整体仍

保持较高水平。 

 

图 12：国内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情况（万辆）  图 13：国内新能源汽车单月销量情况（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中汽协，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本周碳酸锂价格明显回落：受整车厂商开工率下行、工信部表态将适度加快国内资源开发进

度等因素影响，本周碳酸锂价格明显回落，单周下跌超 5%，正极材料价格亦随之有不同程

度调降。此外，负极材料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电解液价格下行，湿法隔膜价格略有调涨。 

 

表 3：本周锂电产业链价格跟踪 

环节  规格  单位  
本周价格  

（2022/4/22）  

上周价格  

（2022/4/15）  
本周价格变动  

上游金属 

碳酸锂 万元/吨 46.70  49.40  -5.5% 

电解钴 万元/吨 55.65  55.55  0.2% 

电解镍 万元/吨 24.32  23.38  4.0% 

正极材料 

三元 5 系（动力） 万元/吨 36.25  36.45  -0.5% 

三元 811 万元/吨 42.05  42.25  -0.5% 

磷酸铁锂 万元/吨 16.20  16.60  -2.4% 

负极材料 
人造石墨 国产/中端 万元/吨 5.15  5.15  - 

人造石墨 国产/高端 万元/吨 7.15  7.15  - 

电解液 

三元圆柱 2.2Ah 万元/吨 9.50  9.75  -2.6% 

三元圆柱 2.6Ah 万元/吨 11.00  11.00  - 

磷酸铁锂 万元/吨 9.28  9.75  -4.8% 

隔膜 
湿法 7μm 元/平方米 2.00  2.00  - 

湿法 9μm 元/平方米 1.48  1.43  3.9%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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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碳酸锂、氢氧化锂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 15：电解钴、电解镍价格走势（万元 /吨）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6：正极材料价格走势（万元 /吨）  图 17：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价格走势（万元/吨）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8：电解液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 19：锂电池隔膜价格走势（万元/吨）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2. 电力设备行业跟踪 

3 月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放缓：2022年 1-3 月全社会用电量为 20,4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增长 12.6%/3.0%/6.2%/11.8%；

3 月单月全社会用电量为 6,94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5%，增速较 2 月明显放缓。 

3 月风电发电量同比提升：2022 年 1-3 月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为 19,922 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3.1%，其中水电/火电/核电/风电发电量分别同比增长 12.7%/1.3%/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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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全社会用电量变化情况（亿千瓦时）   图 21：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变化情况（亿千瓦时） 

 

 

 

资料来源：中电联，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中电联，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 月电网投资持续加快：2022 年 1-3 月全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 814 亿元，同比增长

2.5%，增速较 1-2 月上升 4.4%；1-3 月全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 621 亿元，同比增

长 15.1%，增速较 1-2 月下降 22.5%。在“稳增长”需求逐步显现的背景下，国内电网投资

节奏有望加快。 

 

图 22：全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情况（亿元）   图 23：全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中电联，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中电联，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 月国内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同比上升： 2022 年 1-3 月，全国新增风电装机 7.90GW，同

比上升 50.2%，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 13.21GW，同比上升 147.8%；3 月单月，全国新增风

电装机 2.17GW，同比上升 28.4%，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 2.35GW，同比增长 13.0%。随

着硅料产能的逐步释放以及大基地项目建设进度的加快，预计今年国内风电、光伏装机规模

均有望实现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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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全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万千瓦）  图 25：全国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容量（万千瓦） 

 

 

 

资料来源：中电联，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中电联，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 月国内太阳能电池、逆变器出口额保持较快增速：2022 年 3 月国内太阳能电池出口额为

237 亿元，同比增长 68.6%，1-3 月累计出口额为 676 亿元，同比增长 86.2%；3 月国内逆

变器出口额为 30 亿元，同比增长 51.8%，1-3 月累计出口额为 84 亿元，同比增长 29.3%%。

在硅料价格高企的背景下，海外市场需求仍保持较高水平，印度抢装需求拉动国内组件出口

大幅增长，欧洲、拉美地区逆变器出口亦延续去年以来的增速水平。 

 

图 26：国内太阳能电池出口额情况（亿元）   图 27：国内逆变器出口额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光伏产业链价格整体企稳：根据 PVInfoLink 统计的光伏供应链价格数据，本周单晶

PERC-182mm 电池片价格微涨 0.4%。在海内外旺盛需求的推动下，短期内国内硅料需求较

好，而新增供应略有滞后，年后硅料价格高位趋稳。此外，在行业整体开工率较好的情况下，

本周硅料、硅片及组件价格全线企稳。随着新产能于 2022 年起逐步投放，我们预计硅料价

格将稳中趋降，2022 年终端装机需求有望快速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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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本周光伏产业链价格跟踪 

环节  规格  单位  
本周价格  

（2022/4/20）  

上周价格  

（2022/4/13）  
本周价格变动  

硅料 多晶硅-致密料 元/千克 247  247  - 

硅片 

单晶-166mm 元/片 5.67  5.67  - 

单晶-182mm 元/片 6.83  6.83  - 

单晶-210mm 元/片 9.00  9.00  - 

电池片 

单晶 PERC-166mm 元/瓦 1.10  1.10  - 

单晶 PERC-182mm 元/瓦 1.16  1.16  0.4% 

单晶 PERC-210mm 元/瓦 1.16  1.16  - 

组件 

单面单晶 PERC 元/瓦 1.87  1.87  - 

单面单晶-182mm 元/瓦 1.89  1.89  - 

单面单晶-210mm 元/瓦 1.89  1.89  - 

玻璃 
镀膜-3.2mm 元/平方米 27.5  27.5  - 

镀膜-2.0mm 元/平方米 21.2  21.2  - 

资料来源：PVInfoLink，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8：多晶硅致密料价格变化趋势（元 /kg）  图 29：硅片价格变化趋势（元/片） 

 

 

 

资料来源：PVInfoLink，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PVInfoLink，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30：电池片价格变化趋势（元 /W）  图 31：组件价格变化趋势（元/W） 

 

 

 

资料来源：PVInfoLink，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PVInfoLink，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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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业及公司要闻 

4.1. 行业要闻 

【国家发改委：2022 年延续新建风电光伏项目平价上网政策】 

近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发布《关于 2022 年新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延续平价上网政策的

函》，指出为促进风电、光伏发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22 年，对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新

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延续平价上网政策，上网电价按当地燃煤发

电基准价执行；新建项目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成上网电价，以充分体现新能源的绿

色电力价值。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支持风电、光伏发电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

来源：国家发改委） 

 

【国家发改委：一季度全国五省（区）用电增速超 10%】 

4 月 19 日，国家发改委召开 4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并通报一季度发用电情况。在发电侧，今

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199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其中，火电同比增长1.3%、

水电增长 12.7%、核电增长 6.9%、风电增长 3.3%、太阳能发电增长 10.3%。在用电侧，一

季度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0%。其中，一产、二产、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

别增长 12.6%、3.0%、6.2%和 11.8%。分地区看，全国 17 个省（区、市）用电增速超过

5%，其中西藏、江西、安徽、湖北、海南 5 个省（区）增速超过 10%。（新闻来源：国家发

改委） 

 

【两部门：2025 年绿色纤维占比提高到 25%以上，行业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 

4 月 21 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化纤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化纤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化纤产量在全球占比基本稳定。绿色

制造体系不断完善，绿色纤维占比提高到 25%以上，生物基化学纤维和可降解纤维材料产量

年均增长 20%以上，废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规模进一步发展，行业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

（新闻来源：工信部） 

 

【内蒙预启动三大类新能源市场化项目申报，储能配比 15%，2023 年底并网】 

4 月 13 日，内蒙古能源局印发《关于开展 2022 年工业园区可再生能源替代、火电灵活性改

造及源网荷储一体化新能源市场化并网项目申报的预通知》，待以上三类项目实施细则正式

印发后启动申报。根据文件，火电灵活性制造改造项目按照新增机组调节空间，建设一定比

例新能源规模,但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90%，新能源建设规模应与燃煤电厂新增调节能力相匹

配，且满足承担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依托增量配电网

建设的，且新增负荷需在 2023 年底前投产，要根据自主调峰、自我消纳的原则，确定新能

源规模和储能配比,配建的储能原则上不低于新能源规模的 15%。所有项目应在 2022 年 12

月底前开工,项目全容量并网时间不晚于 2023 年 12 月底。（新闻来源：内蒙古能源局） 

 

【山东海上风电光伏项目开工，年发电量可达 1100 亿千瓦时】 

4 月 16 日，山东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暨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项目开工。其中，海上风电

总装机规模 3500 万千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总装机容量 10 万千瓦，年发电总量可达 1100

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 400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8000 万吨；新开工的产业园将重点布局

主机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等海上风电装备研发制造全产业链条，力争年内产值突破 100 亿

元，2030 年突破 1000 亿元。（新闻来源：中国能源报） 

 

【亚洲最大单机容量风电项目开工】 

 近日，三峡平潭外海海上风电塔筒设备正式开工，标志着这一亚洲最大单机容量风电项目

全面启动。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 100MW，共布臵 11 台风电机组，其中 1 台 13MW 机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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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亚洲最大的单机容量机型。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电能 44388.9

万 kWh。（新闻来源：中国能源报） 

 

【贵州：“十四五”新增光伏 20.43GW、风电 5GW】 

4 月 19 日，贵州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贵州省规划了新能源与可

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到 2025 年，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6546 万千瓦；非水电可再

生能源装机 4265 万千瓦。其中水电装机 2281 万千瓦，风电装机 1080 万千瓦，光伏发电装

机 3100 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 85 万千瓦。即贵州“十四五”期间将新增风电 5GW，

光伏 20.43GW。（新闻来源：贵州省人民政府） 

 

【河北：“十四五”期间新建公用充电桩 3.4 万个】 

河北省发改委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快提升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提出，“十

四五”期间，全省新建公用充电桩 3.4 万个，到“十四五”末，公用充电桩累计达到 10 万

个，市场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与充电桩总量的车桩比高于 3.5∶1，能够满足 60 万至 80

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新闻来源：河北省发改委） 

 

【北疆首个百万级清洁能源大基地项目建设正式启动】 

4 月 19 日，新疆布尔津多能互补能源大基地建设拉开序幕，该项目是北疆地区首个百万级清

洁能源大基地项目，以近期中标的装机规模 140 万千瓦的布尔津抽水蓄能项目为基础，地方

政府按照 1:4 的配套比率，后续将配套建设布尔津河流域水风光储一体化项目，包括光伏 200

万千瓦、风电 360 万千瓦。目前，一期 15 万风电配套项目指标已经自治区批复下达、完成

规划设计，正式启动建设。预计项目规划总装机规模 700 万千瓦，概算总投资 500 亿元。（新

闻来源：新华发电公司） 

 

【安徽：到 2025 年实现新型储能装机规模 3GW以上】 

日前，安徽省能源局发布的“新型储能发展规划（2022-2025）并广泛征求意见”提出，到

2022 年安徽省将实现新型储能装机规模 800MW 以上，到 2023 年实现新型储能装机规模

1.5GW 以上，到 2024 年实现新型储能装机规模 2.1GW 以上，到 2025 年安徽省将实现新型

储能装机规模 3GW 以上。（新闻来源：安徽省能源局） 

 

4.2. 上市公司重点公告 

【上海电气（601727.SH）:2021 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313.88 亿元，同比下降 4.3%；毛利率为 15.07%，

同比减少 1.69 个百分点；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99.88 亿元，上年同期为人民

币 37.58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新增订单人民币 1,441.8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3%，其中风电设备

人民币 121.8 亿元，储能设备人民币 65.1 亿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手订单为人民币 2,861.0 亿元，较上年年末增长 3.6%，其中风电设备

人民币 362.2 亿元，储能设备人民币 30.3 亿元。 

 

【阳光电源（300274.SZ）:2022 年一季报及 2021 年年报公布】 

2022 年一季度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4,567,689,691.24 元，同比增长 36.48%；实现归母净

利润 410,913,211.59 元，同比增长 6.26%；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370,528,596.97 元，同比

降低 1.96%。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136,598,726.55 元，同比增长 25.15%；实现归母净利润

1,582,707,374.76 元，同比降低 19.01%；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1,334,589,366.45 元，同比

降低 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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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股份（002129.SZ）: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司近日与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协鑫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

《合作框架协议书》，拟就约 10 万吨颗粒硅、硅基材料综合利用的光伏多晶硅项目及约 1 万

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进行战略合作： 

1）光伏级多晶硅项目：由 TCL 科技、协鑫科技或其各自控股子公司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投资

设立一家合资公司实施，总投资预计为 90 亿元，TCL 科技、协鑫科技或其各自控股子公司

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拟定为 40%、60%； 

2）电子级多晶硅项目：由 TCL 科技、协鑫科技关联方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投资设立一家合资

公司实施，总投资预计为 30 亿元，TCL 科技、协鑫科技关联方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拟

定为 40%、60%。 

 

【安彩高科（600207.SH）:关于控股子公司生产线点火的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许昌安彩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800 万平方米光伏玻璃项目建设工作基本

完成，2022 年 4 月 20 日，许昌安彩光伏玻璃窑炉顺利点火。本项目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

技术装备，具备生产超薄、大尺寸光伏玻璃的能力，可满足 182mm、210mm 等光伏组件产

品需求，符合光伏组件大尺寸化发展趋势。 

 

【骆驼股份（601311.SH）:2021 年年度报告】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40,345.45 万元，同比增长 28.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3,178.91 万元，同比增长 14.55%，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 

77,363.01 万元，同比增长 25.57%。储能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与三峡电能能源管理（湖

北）有限公司签订总量不低于 1GWh 的合作协议，以及首批 50MWh 的供货合同。 

 

【亿纬锂能（300014.SZ）:关于子公司收到供应商定点通知书的公告】 

公司近日收到了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运城分公司发出的供应商定点通知书，公司子公

司亿纬动力被成都大运选定为大运汽车动力电池使用 46 系列大圆柱电芯的整包项目的开发

供应商。 

 

【宁德时代（300750.SZ）:投资建设厦门时代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项目】 

公司拟投资建设厦门时代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项目，建设内容为动力电池系统及储能系统生

产线，项目总投资不超过不超过人民币 130 亿元，各期预计自开工建设起不超过 26 个月。 

 

【宁德时代（300750.SZ）:2021 年年度报告】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035,579.64 万元，同比增长 159.06%；实现归母净利润

1,593,131.79 万元，同比增长 185.34%；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1,344,236.43 万元，同比增

长 215.20%。 

 

【特变电工（600089.SH）: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2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171 亿元，同比增长 81.19%；实现归母净利润 43 亿元，

同比增长 86.65%；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31 亿元，同比增长 47.28%。 

 

【特变电工（600089.SH）:投资建设特高压套管研发制造基地项目】 

公司拟投资 64440 万元建设特高压套管研发制造基地项目，预计建设期 1.5 年，部分技改厂

房投运较快，新建厂房投运时间较长，边建设边生产。因高端直流套管从产品研发到大批量

推广需要周期，本项目达产时间较长，第七年达产。按照经营期 15 年（含建设期）测算，

特高压套管项目年均实现营业收入 49,112 万元，年均实现利润总额 12,226 万元，项目投资

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16.42%，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26.02%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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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回收期（税后）7.91 年（含建设期）。 

 

【东方电缆（603606.SH）: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2 年一季度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18.16 亿元，同比增长 25.6%；实现归母净利润 2.78

亿元，同比增长 0.16%；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 2.77 亿元，同比增长 0.76%。 

 

【易事特（300376.SZ）:2021 年年度报告】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97 亿元，同比增长 3.03%；实现归母净利润 5.15 亿元，同

比增长 13.54%；实现扣非净母净利润 4.77 亿元，同比增长 15.47%。 

 

5. 风险提示 

新能源产业政策变动 

供应链瓶颈导致装机量不及预期 

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行业盈利能力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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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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