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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行业核心观点： 

展望 2023年，随着上游产能的逐渐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中游

材料的价格有望逐渐下降，减缓下游新能源汽车企业生产的成本压

力。同时随着国内各地充电设施建设速度的加快，各项基础充电设施

普及率将快速提高，这都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的销量继续保持中高

速增长。预期 2023 年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突破 950 万辆，同比增

长超过 40%。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上游的锂钴镍矿、正负极材料、

隔膜、电解液等领域，随着产能逐步的扩张释放，或将导致一定的供

给过剩，从而造成市场相关产品价格的小幅下降。另外，新能源汽车

的充换电基础设施领域，头部效应逐渐凸显，市场前五的运营商企业

市场占比份额已超过 70%，预期 2023年这一比例将继续提升。在此大

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头部车企、充换电基础设施运营商的核心零部件

供应商有望迎来新一轮的投资机会。 

投资要点： 

⚫ 充电桩进入高速发展期：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各地方

政府对于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将进入快

速增长期，预计 2023年全国充电桩保有量将超过 1050万台，同比增

长将超过 80%。同时，公共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的头部效应也将愈发

凸显，行业 top5的运营商企业的市场份额或将继续提高。对于公共充

电桩，建议密切关注行业份额提高的相关运营商企业以及给头部充电

设施运营商企业提供设备零配件的核心供应商；对于随车配建的私人

充电桩，建议密切关注 2023年各新能源汽车车企销量，与该些车企合

作的充电桩零配件企业有望在 2023年迎来订单高增，具备较好投资机

会。 

⚫ 新能源汽车头部效应愈发显著：2022年 1至 11月，全国排名前 15的

新能源厂商销量累计占比达到全国市场总销量的 82%。其中，市场销

量 top5的车企市场份额占比就已达到了 57.3%。目前国内销量排在首

位的是比亚迪汽车，仅 11月单月销量便已达到 21.76万辆，2021年

同期销量仅为 9.01万辆，同比增长 141.4%，在单月新能源车的销量

占比达到惊人的 36.4%。截至 2022年 11月，比亚迪汽车在国内已累

计售出 157.6万辆，市场份额占比达到 31.3%。紧随其后的是 11月单

月售出 6.24万辆的特斯拉中国与 3.45万辆的上汽通用，当月销量份

额占比分别达到 10.4%与 5.8%。特斯拉中国 2022年前十一个月已累计

售出 39.8万辆，同比增长 59%。鉴于特斯拉中国旗下车系的进一步降

价，2023年其销量有望迎来更加高速的增长。由于头部新能源车企的

销量远高于其余车企，因而其拥有的现金流会更充裕，未来在技术、

市场等领域可投入的资金会更多，因此旗下产品的竞争力会更加突

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新能源汽车头部效应会愈发凸显，头部车企

 
[Table_Chart] 行业相对沪深 300 指数表现 

 

数据来源：聚源，万联证券研究所 
 

 
[Table_ReportList] 相关研究 

产业逐渐恢复，基本面长期向好 

国常会决定延续新能源汽车税收政策 

7 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保持稳健发展 
 

 

[Table_Authors] 分析师: 黄星 
执业证书编号： S0270522070002 

电话： 13929126885 

邮箱： huangxing@wlzq.com.cn 
 

-35%

-30%

-25%

-20%

-15%

-10%

-5%

0%

5%

10%

15%

电力设备 沪深300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行
业
投
资
策
略
报
告 

行
业
研
究 

 

36
83



 

 

[Table_Pagehead]  

 证券研究报告|电力设备  

万联证券研究所 www.wlzq.cn 第 2 页 共 20 页  

厂商的市场份额或将继续扩大。 

⚫ 锂电主材：伴随着下游动力电池行业的快速集中，上游材料企业已经

进入了低价拼市场的阶段，行业的洗牌已经悄然开启。龙头专注于把

握大客户，而中小企业寄望于扩大市场份额，部分企业或将承受不住

压力，面临淘汰退出的风险。此外，由于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

策于 2022年底正式结束，预计 2023年上半年消费者以及下游厂家将

保持观望态度，这或对锂电行业的出货量带来一定的影响。目前动力

电池企业正在跟车企商谈 23年的采购价格，鉴于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

贴政策的退坡，车企或将要求三元电池销售价格进一步下降。而车企

对电池企业的降价要求大概率会进一步传导至上游材料企业，或将引

起材料行业的竞争。持续降价的后果或使部分综合实力弱小的企业退

出市场，而在资金、技术、产能、品牌等方面居领先地位的企业则更

有机会熬过这场价格战。因此在锂电赛道，我们建议关注正极、负

极、隔膜、电解液中具有稳固市场领军地位的龙头企业。 

⚫ 风险因素：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各类充电设施建设进度不及预期；

政策变动风险；疫情影响下游生产进度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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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新能源汽车维持高速增长态势 

1.1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高速增长 

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继续保持着快速增长，截至2022年Q3，全球新能源汽车销

量已达682万辆，已超2021年全年的675万销量，同比增长61%。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超过13%，相较于2021年的8.3%增长了3.7个百分点。随着各国政府对新能源汽

车产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相关促进政策的陆续出台，参考2021年同期销量以

及2022年前三季度平均增长率，我们预测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超过900万辆，

若能继续保持当前60%增长速度，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1400万辆，渗

透率将达到19%，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的势头将继续保持。 

 

图表1：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及同比增速（万辆；%） 图表2：全球乘用车销量及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万

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 万联证券研究所 

 

1.2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仍保持中高速增长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领域仍然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截至2022年的11月，中国新能源汽

车市场销量已经累计达到605.8万辆，已经远远高于前年2020年的132.1万辆与2021年

2021年的350.7万辆。其中，2022年11月份单月销量便已达到78.6万辆，创月度销量

历史新高，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长75%，环比增长10%。根据乘联会预测，12月全国新

能源车有望继续突破70万辆，同比增长47.4%。  

 

图表3：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单位：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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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协会 万联证券研究所 

 

此外，不同级别的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截至2022年11月，2022

年以来各级别电动车销量便已创出历史新高。其中纯电动汽车的A00级别销量为98.3

万辆，A0级别销量为31.35万辆，A类乘用车销量为79.77万辆，B类为58.29万辆，C类

为19.25万辆；插电混动汽车的A类乘用车销量为37万辆，B类为15.47万辆，C类为22.06

万辆。各级别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在不断提高。2021年同期新能源汽车A0级别渗透

率仅为10.1%，A级别为7.2%，B级别为16.6%，C级别为27.4%。而截至2022年11月，相

应各级别渗透率已达19.5%、12.8%、15.9%、38.8%。A0、A类车渗透率同比增长最快，

且随着销量的稳步增长与技术完善，2023年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图表4：新能源乘用车分级别渗透率（%） 

 
资料来源：CPCA乘联会 万联证券研究所 

 

根据乘联会预测，12月全国新能源车有望继续突破70万辆，全年销量有望突破680万

辆，同比增长超80%，2022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接近24%。2022年以来，国家

多次经济相关会议强调，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并将继续推行相应

的激励政策，其中将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的政策优惠延长实施至2023年底。因此，

预期2023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政策的扶持下仍将处于高速的发展阶段，市场渗透率

将进一步提升。根据电动汽车观察家数据测算，2023年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触达

100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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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021年不同级别乘用车销售情况（千辆；%） 图表6：2022年1-11月不同级别乘用车销售情况（千辆；%） 

  
资料来源：CPCA乘联会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PCA乘联会 万联证券研究所 

 

1.3  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短期增长面临困难 

欧洲由于受到能源涨价以及俄乌冲突局势紧张的影响，新能源汽车销量出现小幅下

降。截至2022年九月份，欧洲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69.1万辆，汽车总销量为827.2万

辆，2021年同期，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57.3万辆，汽车总销量为916.4万辆，新能源销

量同比增长7.45%，汽车总销量同比下滑9.7%。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仍在提高，但增

速有所下降，目前，欧洲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达20.4%，根据2021年同期销量以及2022

年前三季度平均增长率测算，预期全年渗透率能够达到21%。 

 

图表7：2017-2022年9月欧洲新能源车年度销量（万

辆；%） 

图表8：2017-2022年9月欧洲乘用车总销量及新能源汽车渗透

率（万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 万联证券研究所 

 

在俄乌冲突不能有效解决的背景下，欧洲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仍将受到供应链限制的

影响，同时欧洲各国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也陆续到期，如作为欧洲汽车最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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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市场的德国将在2023年大幅削减对电动车的补贴。此外对于欧元区通货膨胀与经

济衰退的担忧，也会短期内影响人们对大宗消费品的购买预期，因此，欧洲新能源汽

车市场2023年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但从长期来看，欧洲各国制定了长期严格的

控碳减碳目标，并力促在2035年前实现新车销售的100%纯电化，欧洲未来长期的新能

源汽车市场增长仍然可期。 

 

1.4  美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提高 

美国新能源车市场随着政府相关补贴政策落地，呈现加速发展趋势。仅2022年11月单

月美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便达到了8.85万辆，创出美国月度最佳销量，同比增长22.2%，

环比增长2.9%，其中，纯电汽车销量7.21万辆，混动汽车销量1.62万辆。截至2022年

11月，全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已达89.72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72.55万辆，混动汽车

16.88万辆，分别占比80.9%与18.8%。而2022年前11个月，美国乘用车总销量为1029.39

万辆，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为8.7%。2021年全年美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仅为4.2%，根据

2021年同期销量以及2022年1-11月月度平均增长率测算，预计2022年底渗透率将提升

至8.8%左右，同比增长4.6个百分点，全年总销量达到115万辆。 

 

图表9：美国乘用车月度销量（千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 万联证券研究所 

 

随着美国政府对新能源补贴政策的陆续推出，美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有望进一步加

速发展。2022年8月美国通过《2022通胀削减法案》（IRA法案），规定自2023年起，对

新能源汽车产业提出包括消费者购买电动车最高可减免7500美元税收、取消车企20

万辆补贴上限等措施。该法案有利于吸引外企积极参与美国本土的新能源供应链建

设，扩张北美产能，并鼓励美国本土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因此，随着美国政府对

于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强，美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有望迎来加速

增长。 

 

图表10：2014-2022年11月美国新能源车年度销量（万辆） 图表11：2016-2022年11月美国乘用车总销量及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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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渗透率（万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 万联证券研究所 

 

2    上中下游产业链竞争格局各不相同 

2.1  下游终端产品竞争激烈，头部企业占据大量市场份额 

2022年1至11月，全国排名前15的新能源厂商销量累计占比达到全国市场总销量的82%。

其中，市场销量top5的车企市场份额占比就已达到了57.3%。目前国内销量排在首位

的是比亚迪汽车，仅11月单月销量便已达到21.76万辆，2021年同期仅售出了9.01万

辆，同比增长141.4%，在单月新能源车销量占比达到惊人的36.4%。比亚迪2022年在

国内已累计售出157.6万辆，市场份额占比达到31.3%。紧随其后的是11月单月售出

6.24万辆的特斯拉中国与3.45万辆的上汽通用，当月销量份额占比分别达到10.4%与

5.8%。特斯拉中国2022年前十一个月已累计售出39.8万辆，同比增长59%。鉴于特斯

拉中国旗下车系的进一步降价，2023年其销量有望迎来更加高速的增长。 

由于头部新能源车企的销量远高于其余车企，因而其拥有的现金流会更充裕，未来在

技术、市场等领域可投入的资金会更多，因此旗下产品的竞争力会更加突出。可以预

见的是，未来新能源汽车头部效应会愈发凸显，头部车企厂商更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

份额。 

 

图表12：2022年国内TOP15新能源厂商新能源车销量概

况（万辆） 

图表13：2022年国内TOP15新能源车企市场份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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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乘联会CPCA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乘联会CPCA 万联证券研究所 

 

2.2  锂电池产业链上游各矿产原材料价格走势出现分化 

截至2022年12月30日，锂电池上游的锂价与镍价与2021年年底相比，都出现了较大幅

度增长，而钴价与2021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当前碳酸锂价格为55.1万元/吨，氢氧

化锂价格为55.64万元/吨，同比增长95.11%与142.02%；镍矿当前价格为24.07万元/

吨，同比增长56.1%；而当前钴价仅为32.3万元/吨，与2021年同期的48.7万元/吨相

比，下降了33.68%。 

 

图表14：锂电池上游主要矿产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万元/吨 %）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 万联证券研究所 

 

由于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锂矿资源紧缺，从而导致锂盐价格屡创新高。其中，

锂盐价格在一、四季度上涨幅度加剧，在二、三季度相对平稳。若锂价长期保持高位，

则会大幅推升中下游正负极材料企业与新能源汽车厂商的生产成本，给相关企业带

来巨大经营压力。随着锂矿产能的逐渐释放与提升，预计2023年锂盐的市场供给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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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增加，因此2023年的锂价或将难以继续长期保持高位，会呈现逐渐震荡下降的趋

势。 

 

图表15：2022锂盐价格走势（万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 万联证券研究所 

 

钴矿与镍矿的价格在2022年的Q2季度都进行了一定幅度的回调，与2021年底相比，当

前的钴价相对处于低位盘整阶段。镍价则在四季度价格迎来了回升，这主要是由于相

关企业的低库存率带动了现货价格的修复，目前镍价仍相对处于高位。2023年随着相

关产能的进一步释放，预计钴矿镍矿的价格都将进行区间震荡、逐步微降。 

 

图表16：2022年钴矿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表17：2022年镍矿价格走势（万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 万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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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游材料价格与上游原料价格走势密切相关 

由于中游材料的价格与上游原料价格走势密切相关。因此上游锂矿价格的上涨导致

正极材料中的锰酸锂、磷酸铁锂、三元正极材料的价格大体上也与上游锂矿价格呈现

同步变化。在22年的q1季度，正极材料价格增长幅度最为快速，磷酸铁锂价格从约11

万元/吨快速增长至16万元/吨，锰酸锂价格从八万元/吨快速增长至一季度末时的14

万元/吨，涨幅达50%。三元正极材料整体走势也与锰酸锂、磷酸铁锂的走势类似，在

一季度涨价近60%，而后q2,q3,q4季度在高位保持震荡盘整，年底价格有小幅回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游各正极材料价格为：锰酸锂14.5万元/吨，磷酸铁锂16.4

万元/吨，三元正极材料(523)38.6万元/吨,正极材料（622）40.4万元/吨，正极材料

（811）40.25万元/吨。随着2023年上游锂矿产能的进一步提升，市场供给充足，有

望使得中游正极材料的价格在上游锂矿价格的带动下小幅震荡下行，从而缓解下游

生产压力。 

 

图表18：2022年锰酸锂与磷酸铁锂价格走势（万元/

吨） 

图表19：2022年三元正极材料价格走势（万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 万联证券研究所 

 

石墨负极价格整体保持平稳，与21年底相比大体持平。这主要是由于相关企业的产能

扩张，短期内供给增加导致的。截至2022年12月31日，人造石墨负极低端产品出厂价

为3.35万元/吨，中端产品出厂均价为5.3万元/吨，高端产品出厂均价为7.15万元/吨，

较2021年同期的3.4万元/吨、5.5万元/吨与7万元/吨相比，低中端负极材料人造石墨

价格同比下降1.5%、3.7%，高端产品价格略微增长，同比上升2.1%。预计负极相关企

业的产能在2023年还将进一步释放，这或将导致短期内负极材料市场的供大于需，从

而造成负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因此，2023年应密切关注正负极材料市场的产能供需

情况。 

 

图表20：2022年负极材料人造石墨价格走势（万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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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百川盈孚 万联证券研究所 

 

截至2022年12月30日，磷酸铁锂电解液报价5.25万元/吨，三元圆柱2.6Ah电解液报价

6.9万元/吨，2021年同期价格为11.9万元/吨与12.7万元/吨，同比下降55.88%和

45.67%。作为电解液主要添加剂的六氟磷酸锂，2022年以来价格同样大幅下降。目前

六氟磷酸锂报价为24.2万元/吨，2021年同期为55万元/吨，较2021年底下降56%。导

致六氟磷酸锂和电解液的价格自年初以来降幅较大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由于相关企业

前期扩张产能集中释放导致供给充足所导致的，2023年随着产能的进一步释放，电解

液价格大概率还将面临继续下行的压力。 

 

图表21：2022年电解液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表22：2022年六氟磷酸锂价格走势（万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 万联证券研究所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湿法隔膜均价为1.35元/平方米，2021年同期为1.23元/平方米，

同步上涨9.78%；干法隔膜均价为 0.95元/平方米，2021年同期为0.93元/平方米，较

年初上涨2.15%。2022全年隔膜生产企业开工率整体保持高位并持续小幅上升，自10

月以来开工率已超90%，接近满产状态，市场整体供需也相对平衡。当前隔膜企业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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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充足，预计2023年q1、q2季度隔膜企业开工率仍将维持高位，隔膜市场价格仍将保

持相对平稳状态。 

 

图表23：2022年隔膜价格走势（元/平方米） 图表24：2022年隔膜产销概况（万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 万联证券研究所 

 

3    公共充电设施建设发展助力新能源车市场增长 

3.1  高功率直流充电设施显著减少新能源车充电时间 

新能源车充电桩按照充电方式可以分为直流充电桩和交流充电桩。交流充电桩输出

单相/三相交流电通过车载充电机转换成直流电给车载电池充电，功率较小(常见功

率为7kW、22kW、40kW等)，充电速度较慢，故一般安装在消费者私家车位或居住小区

的停车场等地。直流充电桩功率较大，充电速度更快，多安装在高速公路旁的快充电

站，这种充电桩通常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和交流电网连接，自带 AC/DC 充电模

块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给车载电池供电。 

 

图表25：不同类型充电桩对比 

充电桩类型 常见功率 充电时间 充电桩价格 

直流充电桩 

 

 

30kW-180Kw 

180kW-360Kw 

20 分钟到 2个小

时左右 

3-17万左右 

交流充电桩 7kW、11Kw、

22Kw 

7到 8小时左右 0.3 万左右 

 

资料来源：星星充电，万联证券研究所 

 

3.2  各类充电桩数量快速增加，行业进入高速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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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充电联盟统计的数据，截至2022年12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521.0

万台，2021年同期为261.7万台，同比增加99.1%。其中公共充电桩179.7万台，较2021

年增加65.1万台，同比增长56.7%；随车私人配建充电桩341.2万台，较2021年增长

194.2万台，同比增长132.1%。目前我国私人充电桩仍占主导地位，目前我国私人随

车配建充电桩占比65.49%，公共充电桩占比34.51%。但我国公共充电桩也正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当前全国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为179.7万台，其中直流充电桩76.1万台、交

流充电桩103.6万台。2022年1月-12月，月均新增公共充电桩约5.4万台，我国目前的

充电桩建设已进入高速发展期。2022年1～12月，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259.3万台，根

据预测2022年全国新能源汽车总销量将突破680万辆，则充电基础设施与新能源汽车

桩车增量比将大致达到1：2.7，那么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基本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快

速发展。 

 

图表26：2022年全国各类充电桩占比情况（万台） 图表27：2022全国充电桩保有量（万台） 

  

资料来源：EVCIPA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VCIPA 万联证券研究所 

 

3.3  全国各地充电设施建设速度发展不一致 

从地域来看，东部、南部地区整体充电设施建设发展更快；从城市级别来看，一二线

城市充电设施建设发展速度更快。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湖北、山东、安

徽、河南、福建全国top 10地区建设的公共充电桩数量占比达到全国的71.3%,其中充

电基础设施保有量最高的省份为广东省。截至2022年12月，广东省共拥有公共充电桩

38.3万台，已建成充电站21705座。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分列第2至5，分别拥有

公共充电桩12.96、12.59、12.22、11.01万台，另建成充电站9172、8796、70366、

7296座。经分析2023年上述省份地区的充电设施仍将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同时对于西

部、北部等地区充换电设施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当地的充换电设施建设也会逐渐加速。 

 

图表28：2022年各省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万台） 图表29：2022年各省充电站保有量（座） 

179.7

341.2

公共充电桩 随车私人配建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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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VCIPA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VCIPA 万联证券研究所 

 

3.4  充电设施运营商头部效应逐渐突出，占据市场份额 

公共充电设施运营商头部效应逐渐凸显，截至2022年12月，公共充电桩运营企业中，

top5的运营商企业的市场份额占比达到69.8%，top10的份额占比达到了86.3%。其中

排在前两位的运营商企业分别为特来电与星星充电，分别拥有公共充电桩36.28万座、

34.27万座，市场份额占比达到20.19%与19.07%。 

 

图表30：TOP5运营商市场份额占比 图表31：TOP10运营商市场份额占比 

  

资料来源：EVCIPA 万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VCIPA 万联证券研究所 

 

同时分析发现，头部充电运营企业在具体的公共充电基础细分设施中仍然具有较高

市场占比，top5运营企业在各细分领域的累计市场占比均超过65%。随着充电设施建

设的快速发展，预计2023年公共充电设施运营商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扩大，

建议密切关注相关企业市场份额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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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不同类型充电桩对比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E 2023 年 E 

公用充电桩 星星充电 云快充 特来电 国家电网 

小桔充电 

专用充电桩 特来电 国家电网 星星充电 深圳车电 

南方电网 

直流桩 特来电 星星充电 云快充 国家电网 

小桔充电 

交流桩 星星充电 云快充 特来电 国家电网 

深圳车电 

充电总功率 特来电 星星充电 云快充 小桔充电 

南方电网 

充电电量 特来电 小桔充电 星星充电 云快充 

南方电网 
 

资料来源：星星充电，万联证券研究所 

 

根据测算，若2023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能达到60%，那么预计2023年将新增340

万台随车配建私人充电桩，届时全国随车配建充电桩保有量将达到681.2万台；同时

随着各地对公共充电设施建设的大力支持，预计2023年将新增公共充电桩97.5万台，

公共充电桩保有总量将达到277.2台，那么截至2023年底，全国充电桩总保有量或将

突破1050万台，同比增长超过80%。另外预计新增充电站六万座，公共充电站保有量

将达17.1万座，同比增长超过54%。 

 

图表33：2023年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预测（万台） 

 
资料来源：EVCIPA 万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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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建议 

锂电主材：伴随着下游动力电池行业的快速集中，上游材料企业已经进入了低价拼市

场的阶段，行业的洗牌已经悄然开启。龙头专注于把握大客户，而中小企业意图抢占

市场份额，部分企业或将承受不住压力，面临淘汰退出的风险。此外，由于国家对新

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于2022年底正式结束，预计2023年上半年消费者以及下游厂家将

保持观望态度，这或对锂电行业的出货量带来一定的影响。 

 

⚫ 正极材料：上游原材料碳酸锂产能释放使得价格下降，下游动力电池市场被三元

材料侵蚀，同时磷酸铁锂材料自身产能也面临严重过剩，新兴储能市场尚待开发。

面对下游需求疲软、同行竞争惨烈的局面，2022年磷酸铁锂的竞争环境较为恶劣。 

⚫ 电解液：2022年上半年电解液领域的价格战较为激烈。主要原因一是来自动力电

池企业的压价，二是部分企业为扩大自身市场份额采取了主动降价的策略。 

⚫ 隔膜：2022年以来，隔膜行业一直处于较为激烈的价格竞争中。隔膜行业一直是

锂电各大材料中毛利最高的行业，正因如此，近两年过多资本投建新产能，使得

隔膜毛利尤其是湿法隔膜毛利显著下滑，这给很多竞争力不足、技术优势不明显

的企业带来较大经营压力。行业内目前还有几十条产线处于建设当中，预计价格

战还将持续一段较长时间，届时或许会有更多企业面临淘汰。 

⚫ 负极材料：负极材料是锂电四大关键材料中价格波动相对平稳的一款材料。2022

年上半年，由于环保压力及上游原材料涨价等原因，负极材料价格得以支撑。截

至目前，天然石墨价格微降，整体而言人造石墨与天然石墨价格差别波动不大。

2022年全年负极材料价格大致保持在2000-3000元/吨的区间内波动，整体变化幅

度不大。相较于磷酸铁锂、电解液、隔膜行业的激烈竞争局面，负极材料行业更

为平稳，企业间的竞争情况相对和缓，并无过度紧张，但后期随着在建产能的释

放负极材料领域或也将迎来激烈的价格竞争。 

 

目前动力电池企业正在跟车企商谈2023年的采购价格，鉴于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的退坡，车企或将要求三元电池销售价格进一步下降。而车企对电池企业的降价

要求大概率会进一步传导至上游材料企业，从而再度掀起材料行业的激烈竞争。持续

降价的后果必然击退一批综合实力弱小的企业，而在资金、技术、产能、品牌等方面

居领先地位的企业则更有机会熬过这场价格战。因此在锂电赛道，我们建议关注正极、

负极、隔膜、电解液中具有稳固市场领军地位的龙头企业。 

 

充电桩：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各地方政府对于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的大力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将进入快速增长期，预计2023年全国充电桩保有量将超

过1050万台，同比增长将超过80%。同时，公共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商的头部效应也将

愈发凸显，行业top5的运营商企业的市场份额或将继续提高。对于公共充电桩，建议

密切关注行业份额提高的相关运营商企业以及给头部充电设施运营商企业提供设备

零配件的核心供应商；对于随车配建的私人充电桩，建议密切关注2023年各新能源汽

车车企销量，与该些车企合作的充电桩零配件企业，有望在2023年迎来订单高增，具

备较好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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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各类充电设施建设进度不及预期；政策变动风险；疫情影响

下游生产进度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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