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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观点：电池价格松动有望刺激 2023 年储能需求向上 

2023 年以来锂电上游原材料价格加速下跌。在高锂价的刺激下，海内外碳

酸锂产能在过去两年中快速扩张，目前锂电上游原材料供需状况已较此前

大为缓解。尤其是在国内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以及春节前置因素的影响下，

2022 年底以来上游碳酸锂价格呈加速下跌趋势，2023 年 2月底电池级碳酸

锂价格已降至 40万元/吨以下，较 2022年 11月的高点回落接近 30%。 

上游原材料价格回落带动电芯价格明显松动。一方面，原材料价格的回落

使得电芯厂商的成本压力明显缓解，另一方面，近两年新老锂电厂商的大

幅扩产使得行业竞争整体趋于激烈，根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

能应用分会的统计，2023年 2月底储能电芯的均价已降至 0.9-0.95元/Wh，

较月初 1.05 元/Wh的价格水平明显回落。考虑到近期部分头部电池厂商正

通过锂矿返利等形式向下游客户积极让利，我们认为后续储能/动力电池价

格仍有较大下探空间。 

成本下降有望刺激储能需求进一步爆发，产业链利润向中下游转移。受装

机成本上涨的影响，2021-2022年海内外大型储能项目延期现象较为普遍，

根据美国清洁能源协会 ACP 统计，截至 2022年底美国延期的大型风光储项

目达到 53GW，较 2021 年底新增超过 40GW，其中延期的储能项目累计规模

接近 8GW。随着近期锂电池价格的加速下行，储能项目的装机成本以及经

济性有望明显改善，从而充分刺激终端需求快速启动，2023 年全球储能市

场高增可期。与此同时，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下行亦将使产业链的利润整体

向中下游转移，前期盈利承压的集成环节有望迎来利润空间的修复。 

 本周行情回顾：2023年第 7 周电力设备板块略微反弹 

本周电力设备板块上涨 0.6%，跑输沪深 300指数 0.1%，其中表现较好的板

块为光伏设备（+3.9%）、风电设备（+3.5%），表现较差的板块为电池（-2.7%）。 

 产业链跟踪 

锂电：本周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 7.3%，电解镍价格环比下跌 3.4%，电解钴

价格环比上涨 4.5%，三元及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同步下跌，其他环节价格基

本保持稳定。 

光伏：本周硅料价格环比保持稳定，但现货高价订单水平继续下探，短期

内上下游博弈仍在持续。硅片价格亦基本持稳，整体供需情况仍相对紧张，

但供应能力正在逐步增加。电池片下游采购需求仍处于观望阶段，库存继

续小量积累，本周价格继续下降。组件整体执行价格小幅向上，但新订单

仍然相对有限，终端需求或将在 3-4 月明显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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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价格松动有望刺激 2023 年储能需求向上 

1.1.2023 年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回落带动锂电池价格明显松动 

2023 年以来锂电上游原材料价格加速下跌。在高锂价的刺激下，海内外碳酸锂产能在过去两

年中快速扩张，目前锂电上游原材料供需状况已较此前大为缓解。尤其是在国内新能源汽车

补贴退坡以及春节前置因素的影响下，2022 年底以来上游碳酸锂价格呈加速下跌趋势，截至

2023 年 2 月 24日电池级碳酸锂价格已降至 40 万元/吨以下，较 2022 年 11月的高点回落接

近 30%。 

 

图1.2022 年底以来碳酸锂价格明显回落（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上游原材料价格回落带动电芯价格明显松动。一方面，原材料价格的回落使得电芯厂商的成

本压力明显缓解，另一方面，近两年新老锂电厂商的大幅扩产使得行业竞争整体趋于激烈，

根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的统计，2023年 2月底储能电芯的均价已降

至 0.9-0.95 元/Wh，较月初 1.05元/Wh的价格水平明显回落。考虑到近期部分头部电池厂商

正通过锂矿返利等形式向下游客户积极让利，我们认为后续储能/动力电池价格仍有较大下

探空间。 

 

图2.2023 年 2 月储能电芯均价明显下降（元/Wh） 

 

资料来源：CESA，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1.2.成本下降有望刺激储能需求进一步爆发，产业链利润向中下游转移 

2022 年电池成本高企压制储能装机，2023 年终端需求有望加速启动。受装机成本上涨的影

响，2021-2022年海内外大型储能项目延期现象较为普遍，根据美国清洁能源协会 ACP统计，

截至 2022 年底美国延期的大型风光储项目达到 53GW，较 2021 年底新增超过 40GW，其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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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储能项目累计规模接近 8GW。随着近期锂电池价格的加速下行，储能项目的装机成本以

及经济性有望明显改善，从而充分刺激终端需求快速启动，2023 年全球储能市场高增可期。

与此同时，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下行亦将使产业链的利润整体向中下游转移，前期盈利承压的

集成环节有望迎来利润空间的修复。 

 

图3.2022 年美国延期风光储项目规模快速扩大（GW） 

 

资料来源：AC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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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2023/2/20-2023/2/24）沪深 300 指数整体上涨 0.7%，其中电力设备板块上涨 0.6%，

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1%，在 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靠后。 

 

图4.本周各行业板块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截至 2月 24 日，2023 年以来申万电力设备指数累计上涨 4.9%，与沪深 300指数基本一致。 

 

图5.申万电力设备板块 2023 年走势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就电力设备板块内部而言，本周表现相对较好的子板块为光伏设备（+3.9%）、风电设备

（+3.5%），表现相对较差的板块为电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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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本周电力设备子板块涨跌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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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科技（+49.1%）、金冠电气（+30.9%）、天际

股份（+16.9%）、华自科技（+14.1%）、钧达股份（+11.6%）；跌幅前五分别为通达动力（-9.0%）、

金龙羽（-9.0%）、科达利（-8.8%）、科恒股份（-8.8%）、亿纬锂能（-8.4%）。 

 

图7.本周电力设备板块涨幅前十个股  图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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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同/环比下滑：2023 年 1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40.8 万

辆，同比减少 5.3%，新能源汽车在当月汽车总销量中的占比达 24.7%；环比来看，1 月新能

源汽车销量受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较 2022年 12月降低 49.9%。 

 

图9.国内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情况（万辆）  图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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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上游碳酸锂价格加速回落：本周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 7.3%，电解镍价格环比下跌 3.4%，

电解钴价格环比上涨 4.5%，三元及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同步下跌，其他环节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表1：本周锂电产业链价格跟踪 

环节 规格 单位 
本周价格

(2023/2/24) 

上周价格

（2023/2/17） 
本周价格变动 

上游金属 

碳酸锂 万元/吨 39.98 43.10 -7.3% 

电解钴 万元/吨 30.50 29.20 +4.5% 

电解镍 万元/吨 20.58 21.30 -3.4% 

正极材料 

三元 5 系（动力） 万元/吨 27.10 27.60 -1.8% 

三元 811 万元/吨 36.50 36.75 -0.7% 

磷酸铁锂 万元/吨 13.55 14.45 -6.2% 

负极材料 
人造石墨国产/中端 万元/吨 4.40 4.40 - 

人造石墨国产/高端 万元/吨 6.10 6.10 - 

电解液 

三元圆柱 2.2Ah 万元/吨 5.45 5.45 - 

三元圆柱 2.6Ah 万元/吨 5.80 5.80 - 

磷酸铁锂 万元/吨 4.65 4.65 - 

隔膜 
湿法 7μm 元/平方米 1.90 1.90 - 

湿法 9μm 元/平方米 1.45 1.45 - 

资料来源：Wind，鑫椤锂电，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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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碳酸锂、氢氧化锂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12.电解钴、电解镍价格走势（万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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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正极材料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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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电解液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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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3.6%：2022年全社会用电量 8.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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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2%/4.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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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发电量增速小幅回升：2022 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为 8.4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2%，12 月单月发电量 757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0%。12 月国内水电/火电/核电/风电/

太阳能发电量分别同比变动+3.6%/+1.3%/+6.6%/+15.4%/+3.2%。 

 

图17.全社会用电量变化情况（亿千瓦时）  图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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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电源、电网投资增速有所下滑：2022 年全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 7208亿元，同

比增长 22.8%，增速较 1-11 月下降 5.5%；全年全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 5012 亿元，

同比增长 2.0%，增速较 1-11 月下降 0.6%。疫情拖累 2022 年国内电源、电网投资进度，在

能源转型与电力保供的双重背景下，2023 年国内电力投资节奏有望明显加快。 

 

图19.全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情况（亿元）  图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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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影响 12 月风光并网数据：2022年全国新增风电装机 37.63GW，同比下滑 21%，新增太阳

能发电装机 87.41GW，同比提升 60%；12 月单月全国新增风电装机 15.11GW，同比下滑 34%，

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 21.70GW，同比增长 8%。2022年底疫情及光伏产业链价格大幅下降影响

国内风光项目建设并网节奏，部分项目并网节点延至 2023年上半年，预计 2023年风光装机

数据均有望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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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全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万千瓦）  图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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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国内组件、逆变器出口额环比略有下滑：2022年 12月国内太阳能电池出口额为 188亿

元，同比下滑 3.3%，环比下滑 7.1%，2022 全年累计出口额为 2818 亿元，同比增长 53.3%；

12月国内逆变器出口额为 70亿元，同比增长 82.5%，环比下滑 5.7%，2022全年累计出口额

为 605亿元，同比增长 82.6%。2022Q4以来欧洲组件库存水位相对较高，叠加年底海外市场

假期以及光伏产业链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12月国内组件及逆变器出口额环比均出现一定回

落，预计 2023年 2月后海外需求将明显回暖。 

 

图23.国内太阳能电池出口额情况（亿元）  图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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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光伏产业链上游跌价预期显现，电池价格持续下行：根据 PVInfoLink 报价，本周多晶

硅致密料均价 230 元/kg，周环比保持稳定，但现货高价订单水平继续下探，短期内上下游

博弈仍在持续。硅片价格亦基本保持稳定，整体供需情况仍相对紧张，但供应能力正在逐步

增加。电池片下游采购需求仍处于观望阶段，库存继续小量积累，本周价格继续下降。组件

整体执行价格小幅向上，但新订单仍然相对有限，终端需求或将在 3-4月明显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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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本周光伏产业链价格跟踪 

环节 规格 单位 
本周价格

(2023/2/22) 

上周价格

（2023/2/15） 
本周价格变动 

硅料 多晶硅-致密料 元/千克 230 230 - 

硅片 
单晶-182mm 元/片 6.22 6.22 - 

单晶-210mm 元/片 8.20 8.20 - 

电池片 
单晶 PERC-182mm 元/瓦 1.10 1.13 -2.7% 

单晶 PERC-210mm 元/瓦 1.10 1.13 -2.7% 

组件 
单面单晶-182mm 元/瓦 1.77 1.77 - 

单面单晶-210mm 元/瓦 1.77 1.77 - 

玻璃 
镀膜-3.2mm 元/平方米 26.5 26.5 - 

镀膜-2.0mm 元/平方米 19.5 19.5 - 

资料来源：PVInfoLink，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25.多晶硅致密料价格变化趋势（元/kg）  图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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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电池片价格变化趋势（元/W）  图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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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能源局】召开 2月份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形势分析会，提出要充分认识我国新能

源发展进入风光年新增装机 1亿千瓦以上的新常态，加大力度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

设。 

 

【国家能源局】发布《新能源基地跨省区送电配置新型储能规划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要求新能源基地送电配置新型储能的容量应该以需求为导向，综合调峰能力分析确定。 

 

【国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积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

平台建设，着力推动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国家能源局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完善新型储能支

持政策，指导各地加强新型储能规划布局和调度运用。 

 

【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能源局下发《关于享受中央政府补贴的绿电项目参与绿电交易

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可再生能源项目（含有补贴项目、平价上网项目）将全部参与绿色

电力市场化交易，享受国家补贴的项目参与绿电交易可优先兑付补贴。 

 

【国家发改委】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务

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印发《关于统筹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加快重

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的指导意见》。到 2025年，通过统筹推进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

造和回收利用，进一步提升高效节能产品设备市场占有率。与 2021 年相比，工业锅炉、电

站锅炉平均运行热效率分别提高 5个百分点和 0.5个百分点，在运高效节能电机、在运高效

节能电力变压器占比分别提高超过 5 个百分点和 10 个百分点，在用主要家用电器中高效节

能产品占比提高 10 个百分点。在运工商业制冷设备、家用制冷设备、通用照明设备中高效

节能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40%、60%、50%。废旧产品设备回收利用更加规范畅通，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回收利用先进模式，推动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

用量达到 4.5 亿吨。 

 

4.2.上市公司重点公告 

【伟创电气】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6 亿元，同比+10.64%，归母净利 1.40 亿元，同

比+10.39%，扣非归母 1.1亿元，同比+0.3%。 

【华明装备】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15 亿元，同比+11.9%，归母净利 3.76 亿元，同

比-9.73%，扣非归母 3.6亿元，同比+100.25%。 

【万里股份】公司中止收购重庆特瑞电池 48.15%股权的资产重组方案。 

【棒杰股份】拟向捷佳伟创采购高效光伏电池片相关生产设备，全部用于公司扬州市 10GW 

高效光伏电池片项目，交易价格合计 9.12 亿元。 

【科达利】拟定增募资不超过 36 亿元，用于江西科达利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项

目、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精密结构件项目（三期）、科达利

年产 7500万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英威腾】拟约 10.5亿元投建英威腾苏州产业园三期项目。 

【*ST 必康】拟投资年产 3.5万吨六氟磷酸锂和 1万吨六氟磷酸钠等产品扩建项目。 

【思源电气】拟以不超过 2.88亿元收购烯晶碳能 19.22%股权。 

【胜华新材】子公司 30万吨/年电解液项目进入正常生产阶段。 

【微光股份】2022年实现净利润 3.08亿元，同比增长 20.96%。 

【长虹能源】2022 年公司拟实现营业收入 32.06 亿元，同比+4.37%，归母净利 1.32 亿元，

同比-47.62%，扣非归母 1.18亿元，同比-51.97%。 

【汉缆股份】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8.42 亿元，同比+9.58%，归母净利 8.35 亿元，同

比+7.49%，扣非归母 7.77亿元，同比+5.30%。 

【科润智控】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9 亿元，同比+33.5%，归母净利 5.7 亿元，同比

+31.96%，扣非归母 4.8亿元，同比+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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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源股份】拟投资建设年报废 30 万吨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年产 8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项目，投资金额不超过 20亿元。 

【嘉泽新能】公司拟出资 9.98亿元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设立新能源资产并购基金。 

【三一重能】拟出售太行山新能源 100%股权，预计增加利润总额约 2.86 亿元。 

【普利特】控股子公司海四达与大秦新能源签订《2023 年度购销框架合同》，海四达将为大

秦新能源及其子公司提供总计销售金额不低于 6亿元人民币的锂离子电池模组、电芯等产品。 

【天合光能】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2.48 亿元，同比+91.65%，归母净利 37.11 亿元，

同比+105.68%，扣非归母 34.95亿元，同比+125.80%。 

【新风光】2022年公司拟实现营业收入 12.97亿元，同比+37.61%，归母净利 1.25亿元，同

比+7.29%，扣非归母 1.08亿元，同比+16.16%。 

【特变电工】公司拟投资 40亿元用于一矿、南露天矿、二矿技改和输煤廊道等煤矿项目。 

【晶澳科技】拟发行可转债募资不超过 89.6 亿元，用于包头晶澳（三期）20GW 拉晶切片项

目、年产 10GW高效电池和 5GW高效组件项目、年产 10GW高效率太阳能电池片项目及补充流

动资金。 

【上机数控】拟定增募资不超过 58.19亿元，用于年产 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

金；与捷泰签订单晶硅片销售合同，对方自 2023年 3月至 2025年 2月总计向公司采购单晶

硅片 9.5亿片。 

【龙蟠科技】拟通过其下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投资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开发建设新能源汽车

动力与储能电池正极材料规模化生产项目，总投资约 2.9亿美元。 

【南网科技】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17.9 亿元，同比增加 2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 2.06亿元，同比增加 43.82%。 

【天奈科技】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4 亿元，同比增加 3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11亿元，同比增加 38.9%。 

【容百科技】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1.46 亿元，同比增长 193.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61亿元，同比增长 49.36%。 

【科威尔】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3.75亿元，同比增长 51.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0.62亿元，同比增长 8.74%。 

【威腾电气】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6.33 亿元，同比增长 30.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0.71 亿元，同比增长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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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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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个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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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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