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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战略下 新能源有望维持高景气 
——电力设备行业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扩大内需战略下 新能源有望维持高景气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 国家发改委也随之印发了《“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纲

要》和《方案》中均重点提及了新能源消费。 

 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国家的工作重心将向发展经济，恢复和发展消费转

移。我们认为，目前新能源行业相对增速依然较高，发展空间依然很广阔，

随着后续细化支持政策的出台，新能源行业高景气仍将延续。 

 新能源车 2022 年 11 月销量 78.63 万辆，同比增长 75%，渗透率 33.8%，1-

11 月新能源车销量 605.8 万量，渗透率 24.9%。预计今年新能源车销量 688

万辆。假设明年新能源车月平均销量为 78 万辆，则明年全年销量为 936 万

辆，依然有约 36%的同比增速。 

 截至 11 月底，2022 年风电累计装机 22.48 GW，同比增长-4%，主要是由于

去年年末风电装机高增速影响。扣除 11 月，1-10 月新增装机同比增速约为

16%。 

 1-11 月光伏新增装机同比增长 92%。全年均维持在高增速。预计随着硅料价

格的下降，光伏发电技术的进步，光伏发电成本会逐渐降低，光伏发电的经

济性和收益会越来越吸引人，光伏行业仍将快速发展。 

 目前风力和光伏发电占比仍然较低。风电和光伏（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占

比分别为 14%，15%，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当前电力设备与新能源板块估值严重偏低。目前电力设备 PE-TTM 为

25.93，5 年 PE 百分位为 15%。我们认为，新能源板块高景气度仍将延续，

当下机会远大于风险。 

投资策略：  

建议关注业务快速增长，估值相对较低的企业，比如电解液龙头天赐材料

（002709.SZ）。 

市场回顾：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涨跌幅为-6.03%，在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中，排在末位。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跑输大盘。本周沪深 300、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

的涨跌幅分别为-3.19%，-3.85%，-3.94%和-3.69%。 

 在细分版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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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5.94%，-7.5%，-3.87%、-5.23%和-6.12%。 

 电池版块周涨幅前五个股分别为：万里股份（12.35%），雄韬股份（8.6%），

ST 时万（2.89%），新宙邦（2.01%），金银河（-0.21%）。 

 电池版块周跌幅前五个股分别为：紫建电子（-15.28%），博力威（-14.72%），

南都电源（-14.2%），珠海冠宇（-13.22%），派能科技（-12.38%）。 

行业热点： 

宁德时代与 Gresham House 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共同推动 10 GWh 储能应用落

地。 

风险提示： 

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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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基本资料  

股票家数 320 

行业平均市盈率 25.93 

市场平均市盈率 11.21 
 
 
行业表现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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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扩大内需战略下 新能源有望维持高景气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 国

家发改委也随之印发了《“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纲要》和《方案》中

均重点提及了新能源消费。 

 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推进汽车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

加强停车场、充电桩、换电站、加氢站等配套设施建设。 

 积极发展绿色低碳消费市场。健全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和推广机制。大力发展节能

低碳建筑。完善绿色采购制度，加大政府对低碳产品采购力度。建立健全绿色产

品标准、标识、认证体系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水平，建设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

基地，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加快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有序推进

氢能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应用。推动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 

 加大生态环保设施建设力度。全面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建设促进提高清洁能源利

用水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生态环保设施。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建设国家级战略

性新兴产业基地。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 

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国家的工作重心将向发展经济，恢复和发展消费转移。我们

认为，目前新能源行业相对增速依然较高，发展空间依然很广阔，随着后续细化支

持政策的出台，新能源行业高景气仍将延续。 

 新能源车 2022 年 11 月销量 78.63 万辆，同比增长 75%，渗透率 33.8%，1-11

月新能源车销量 605.8 万量，渗透率 24.9%。预计今年新能源车销量 688 万辆。

假设明年新能源车月平均销量为 78 万辆，则明年全年销量为 936 万辆，依然有

约 36%的同比增速。 

 截至 11 月底，2022 年风电累计装机 22.48 GW，同比增长-4%，主要是由于去

年年末风电装机高增速影响。扣除 11 月，1-10 月新增装机同比增速约为 16%。 

 1-11 月光伏新增装机同比增长 92%。全年均维持在高增速。预计随着硅料价格的

下降，光伏发电技术的进步，光伏发电成本会逐渐降低，光伏发电的经济性和收

益会越来越吸引人，光伏行业仍将快速发展。 

 目前风力和光伏发电占比仍然较低。风电和光伏（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占比分

别为 14%，15%，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当前电力设备与新能源板块估值严重偏低。目前电力设备 PE-TTM 为 25.93，5 年

PE 百分位为 15%。我们认为，新能源板块高景气度仍将延续，当下机会远大于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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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左轴）以及销量同比增速（右轴）  图2：动力电池装车量（GWh）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3：风电新增装机及同比增速  图4：光伏新增装机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家能源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能源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5：发电装机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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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电力设备 PE—TTM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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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在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中，排在 31 位。 

图7：本周各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电力设备行业本周跑输大盘。本周沪深 300、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的涨

跌幅分别为-3.19%，-3.85%，-3.94%和-3.69%。 

在细分版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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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5.94%，-7.5%，-3.87%、-5.23%和-6.12%。 

电池版块周涨幅前五个股分别为：万里股份（12.35%），雄韬股份（8.6%），ST 时

万（2.89%），新宙邦（2.01%），金银河（-0.21%）。 

电池版块周跌幅前五个股分别为：紫建电子（-15.28%），博力威（-14.72%），南都

电源（-14.2%），珠海冠宇（-13.22%），派能科技（-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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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重点指数周涨跌幅  图9：电力设备版块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0：电池版块周涨幅前五  图11：电池版块周跌幅前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 锂电行业重点材料价格数据 

图12：碳酸锂和单水氢氧化锂价格（万元/吨）  图13：电池价格（元/Wh）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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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正极材料价格（万元/吨）  图15：负极材料价格（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6：国产中端不同规格隔膜价格（元/平方米）  图17：电解液价格（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4. 行业重要新闻事件 

宁德时代与 Gresham House 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共同推动 10 GWh 储能应用落

地。此次战略合作是宁德时代首次与运营储能项目的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合作，开创

了行业合作新模式。Gresham House plc 是一家专业的另类资产管理集团，致力于

以 ESG 为核心的多行业实物投资。其子公司 Gresham House 储能基金公司聚焦

可再生能源转型，是英国最大的投资公用事业规模电池储能系统的基金。作为各自

领域的领导者，双方建立互利共赢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进一步加速电池储

能这一关键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助力全球能源转型，为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贡献绿

色力量。 

5. 风险提示 

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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