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行
业
研
究 

行
业
定
期
研
究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周报 

电网投资持续高增，发改委再出重磅政策支持电

改和储能发展提速 

投资要点： 

 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板块核心观点： CIBF电池展技术百花齐放，碳酸

锂价格回归健康趋势。1） CIBF电池展技术百花齐放，关注技术驱动带来

的份额提升；2）碳酸锂期货价格冲高回落，成本曲线中长期回归健康下

降趋势。 

 光伏板块核心观点：1-4月国内新增光伏装机48.31GW超预期，同时1-

4月海外出口数据表现强劲，印证光伏需求持续旺盛。光伏国内装机及海

外出口数据表现强劲印证需求持续旺盛。1-4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量

48.31GW，同比约+186%，其中4月份装机量14.65GW，同比+299%，目前全

年1/3时间段内光伏装机量已接近50GW，而抢装旺季还未来临，我们预计

国内全年装机量大概率将超150GW，大超年初预期。 

 风电板块核心观点：国内需求高景气逐步验证，出海进程加速，重点

关注“两海”带来的投资机会。本周招投标数据更新：本周招标0.64GW，

5月以来累计招标1.04GW，其中陆风1.04GW，海风暂无；2023年1-4月合计

招标32.87GW（-20%），其中陆风30.12GW（-20%），海风2.75GW（-

15%）；2023年以来累计招标33.91GW，其中陆风31.16GW，海风2.75GW。 

 储能板块核心观点：华中、西北区域两个细则征求意见，CESA发布新

型储能产业发展白皮书。发改委发布《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电力负荷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重点推进新型储能应用。华中、西北两区域能源

监管局发布《两个细则》征求意见稿，加速推进储能参与辅助服务市场，

明确“谁受益、谁承担”的补偿费用分摊原则。 

 电力设备及工控板块核心观点：4月单月电网投资同比+16%，关注能

源互联网和特高压、电网消纳三条主线机会。1）电网投资保持高增速，

结构上将向特高压与能源互联倾斜。2）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化，能源互

联、电网智能化需求集中释放。3）“4个加快”，特高压迎核准、开工高

峰。4）发改委发布电力需求侧、负荷管理办法，关注需求侧响应机会。 

 氢能板块核心观点：电解槽订单持续落地，燃料电池新品竞相发布。

1）国富氢能签约南非1GW/年电解槽订单，全球首座SOEC工厂开工；2）贝

特瑞首次发布燃料电池材料，华丰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上市。 

 风险提示：电动车消费复苏不及预期、海外政策风险等；光伏下游需

求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风电装机不及预

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国际政治形势风险，市场规模不及预期；电网投

资进度不及预期；氢能技术路线、成本下降尚存不确定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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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板块观点 

电车电池周观点：CIBF 电池展技术百花齐放，碳酸锂价格回归健康趋势 

CIBF 电池展技术百花齐放，关注技术驱动带来的份额提升 

本次电池展新技术展示，包括电芯结构创新：大圆柱电池（30、46 等系列）、大

容量方形电池（280Ah、560Ah 等）、极耳创新（问顶、全极耳）、刀片（短刀片）；材

料配方创新：磷酸锰铁锂、钠电材料、燃料电池碳材料、单臂碳纳米管、聚合物材料

等。再次反映锂电技术进步迭代的特征：丰富的路线尝试匹配多样化场景需求，多种

技术持续迭代，共享市场份额而不是绝对的此消彼长，供需短期过剩，使市场关注点

转移到盈利下限的极限测算，而忽视技术路线选择带来的中长期竞争力。动力电池下

游是大 B（车企），有差异化需求，产品定型后 1-2 年内不会替换。 

碳酸锂期货价格冲高回落，成本曲线中长期回归健康下降趋势 

本周碳酸锂电池级现货价格一路冲高，均价从上周五的 24.2 万元/吨，上涨到

29.2 万元/吨，平均每天上涨 1 万元/吨。无锡盘 6 月碳酸锂期货价格一度冲高到 32

万元/吨，周四、周五回落到 28.2 万元/吨，是从 5 月 5 日单边快速上涨后的首次大

幅度回落，我们认为本轮行情主要是贸易商交易电池厂补库需求，交易量相对于全市

场需求量来说规模较小，下游排产仍在观望期。磷酸铁锂报价滞后，从上周五的 8.55

万元/吨，上涨到本周五的 9 万元/吨（按系数 0.25 算，理论上应该上涨 1万元/吨），

材料厂和电池厂结算采取成本加成+加工费模式，针对战略大客户，在成本加成基础

上给予一定折扣，并向锂盐厂传导，真实成交价格比市场报价更为健康，我们认为中

长期成本将恢复下降趋势，通过经济性扩宽市场需求。 

投资建议： 

锂电主板块建议首先关注具备阿尔法的龙头：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尚太科技、

璞泰来、恩捷股份、天赐材料、新宙邦、科达利、当升科技、湖南裕能、德方纳米、

中伟股份等。 

充电桩方向建议关注：盛弘股份、星云股份、道通科技、绿能慧充等。 

新技术方向建议关注：半固态电池（当升科技、容百科技、恩捷股份等）；大圆

柱电池（宁德时代、亿纬锂能、斯莱克、科达利、东山精密、当升科技、容百科技、

贝特瑞等）；锰铁锂（德方纳米等）；钠电（元力股份、圣泉集团、维科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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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能源发电板块观点 

2.1     光伏板块观点 

光伏周观点：1-4 月国内新增光伏装机 48.31GW 超预期，同时 1-4 月海外出口数

据表现强劲，印证光伏需求持续旺盛 

核心观点： 

光伏国内装机及海外出口数据表现强劲印证需求持续旺盛。1-4 月国内光伏新增

装机量 48.31GW，同比约+186%，其中 4 月份装机量 14.65GW，同比+299%，目前全年

1/3 时间段内光伏装机量已接近 50GW，而抢装旺季还未来临，我们预计国内全年装机

量大概率将超 150GW，大超年初预期。根据海关出口数据，1-4 月太阳能电池组件国

内出口金额同比+17.6%。其中，4 月同比+26.6%，环比-16.4%。4 月份的环比下滑是

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但去年 1-3 月份由于印度抢装影响、4 月份由于俄乌冲突等地

缘政治因素影响，海外光伏需求大增，而今年 1-4 月、单独 4 月份同比依然有 17.6%、

26.6%的增幅，印证海外光伏需求强劲。光伏产业链方面，从供给看，硅料行业库存

逼近 1 个月，价格继续下行，龙头企业挺价后价格短期趋于缓和，硅片行业整体开工

率相对较高排库压力上行，叠加硅料让出利润预期后续价格走跌。需求方面看，210

相比 182、topcon 相比 Perc 价格更加坚挺；下游整体观望情绪有所加强，临近 6 月

底部分集中式项目到了并网收工的尾期，预计 6 月份需求将有所提升。 

1-4 月光伏国内新增装机量超预期、出口需求旺盛点评 

1、事件简介：1）5 月 19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4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1-4 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量 48.31GW，同比约+186%，其中 4 月份装机量 14.65GW，同

比+299%，需求超预期；2）根据海关出口数据，1-4 月太阳能电池组件国内出口金额

约 175.95 亿美元，同比+17.6%。其中，4 月出口金额约 44.62 亿美元，同比+26.6%，

环比-16.4%。 

2、我们认为： 

1）国内 Q1 光伏传统装机淡季已过，4 月国内地面电站及分布式需求明显启动，

4 月单月装机量超 14GW。伴随下半年硅料供应放量，硅料价格预计延续跌势，带动中

游电池、组件价格回落，光伏产业链价格继续下行，驱动下游需求持续释放，目前全

年 1/3 时间段内光伏装机量已接近 50GW，而抢装旺季还未来临，我们预计国内全年

装机量大概率将超 150GW，大超年初预期； 

2）海外需求从出口数据看，由于 1-2 月春节因素影响，3 月份发货量大增，因此

4 月环比有所下降；但去年 1-3 月份由于印度抢装影响、4 月份由于俄乌冲突等地缘

政治因素影响，海外光伏需求大增，而今年 1-4 月、单独 4 月份同比依然有 17.6%、



                                                               丨公司名称 

 
诚信专业  发现价值                                     5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行业定期研究|电力设备及新能源 

26.6%的增幅，印证海外光伏需求强劲。 

光伏产业链边际变化： 

1、硅料：价格跌至 130 元/kg 左右，行业库存逼近 1 个月，但多家龙头企业挺

价，价格短期相对企稳； 

2、硅片：库存走高价格走跌，叠加硅料降价让出的利润，行业整体开工率仍然

相对较高，排库压力大，预计价格仍可能下行；  

3、电池片：上游降价带动电池片价格向下，210 相比 182、topcon 相比 Perc 价

格更加坚挺； 

4、组件：价格相对稳定，电池-组件环节的盈利反弹，下游整体观望情绪有所加

强，临近 6 月底部分集中式项目到了并网收工的尾期，预计 6 月份需求将有所提升； 

5、石英砂：本周价格高位企稳，但龙头企业 6月或有继续上调价格的计划； 

6、胶膜：上游粒子价格继续向下，成本下降后胶膜价格走跌； 

7、玻璃：5 月份整体成交少于 4 月份，企业库存压力增加，预期 6 月价格大概

率下降。 

投资建议：  

1）量利齐升的一体化组件：关注隆基绿能、晶澳科技、晶科能源、东方日升；

2）竞争优势显著、具备高纯石英砂保供的硅片龙头：关注 TCL 中环；3）电站开发运

营环节：关注晶科科技、能辉科技、林洋能源等；4）盈利稳定、有望享受新技术溢

价的电池环节：关注爱旭股份、钧达股份、正业科技等；5）受益于需求爆发、量增

利稳的逆变器及辅材环节：关注阳光电源、上能电气、锦浪科技、固德威、德业股份、

禾迈股份、昱能科技、福斯特、海优新材、赛伍技术、福莱特、中信博、意华股份、

石英股份、通灵股份、宇邦新材等；6）具备成本优势的硅料龙头企业：关注通威股

份、协鑫科技、大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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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风电板块观点 

风电周观点：国内需求高景气逐步验证，出海进程加速，重点关注“两海”带来

的投资机会 

本周招投标数据更新 

一、本周招标 0.64GW 

1）陆风：总计 0.64GW；其中河南邓州夏集 100MW 风电场（0.10GW），河南鹤壁浚

县 100MW 风电场（0.10GW），中广核河南延津 100MW 风电项目（0.10GW），山西石楼

40MW 陆上风电项目三期风电场（0.04GW），中煤哈尔滨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3 年依兰

30 万 kW 万发风力发电项目（0.30GW） 

2）海风：暂无 

3）5 月以来累计招标 1.04GW，其中陆风 1.04GW，海风暂无；2023 年 1-4 月合计

招标 32.87GW（-20%），其中陆风 30.12GW（-20%），海风 2.75GW（-15%）；2023 年以

来累计招标 33.91GW，其中陆风 31.16GW，海风 2.75GW 

二、本周（预）中标 0.40GW 

1）陆风：总计 0.40GW，其中金风科技（0.40GW）；均价（含塔筒）2078 元/KW，

均价（不含塔筒）1955 元/KW 

2）海风：暂无 

事件：国家能源局公布风电装机数据，2023 年 1-4 月风电新增装机 14.20GW，同

比+48%，其中 4 月新增装机 3.80GW，同比+126%。1-4 月风电利用 866 小时，同比+87

小时，其中 4 月利用 251 小时，同比+28 小时 

点评：国内需求高景气逐步验证，出海进程加速，重点关注“两海”带来的投资

机会 

1、需求：3月和 4 月需求接连高增，装机大年的逻辑正逐步验证。1-4 月份国内

风电新增装机量 14.20GW，同比+48%，其中 3 月/4 月分别新增装机 4.56/3.80GW，同

比+110%/+126%。基于前期巨量的招标需求，我们预计全年新增装机 70-80GW，同比增

长 40%+；其中海风新增装机 8-10GW，同比增长 55%+ 

2、盈利：需求上行+成本下行，盈利有望展现出较大弹性。23Q1 塔筒、铸锻件等

零部件环节的业绩率先反转，产业链交付高景气的逻辑得以验证。从 Q2 起，陆风与

海风均开始大规模施工，产业链进入到交付旺季，部分供需偏紧的环节有望实现涨价。

此外，4 月份原材料价格均有较大幅度的下跌，中厚板/普通圆钢/铁矿石/螺纹钢/废

钢分别同比-3.96%/-4.27%/-8.64%/-10.94%/-7.50%/-9.65%，将进一步增厚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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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风：需求高增较为明确，下半年海风项目有望加速启动。22 年海风招标

14.70GW，仅装机 5.16GW，剪刀差明显。自然资源部的数据显示 23Q1 海风新增并网

容量和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40.7%/32.4%，在建和新开工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总规模约

18GW，同比翻番，海洋工程装备交付订单金额同增 4.2 倍，海风高景气度较为明确。

同时随着疫情、JS 等问题的解决，广东、江苏、广西等省份即将开启新一轮海风项目

的竞配，预计下半年将有大量海风项目加速启动，全年海风招标有望达到 18-20GW 

4、出海：5月以来，国内厂商接连斩获海外大单，出海进程加速。1）风机：明

阳进入菲律宾市场，新签 306MW 陆风项目，远景斩获 210MW 风机订单（摩洛哥 60MW

和印度 150MW）；2）海缆：东方电缆和中天科技分别斩获 3.5 亿/12.09 亿欧洲海风订

单；3）桩基：大金重工斩获 7.43 亿欧元（人民币 56.25 亿元）的欧洲海风订单。 

投资建议 

建议重点关注：1）最先受益于国内需求高景气+出海加速的塔筒与管桩环节（泰

胜风能、海力风电、大金重工、天顺风能）；2）壁垒高，竞争格局好的海缆环节（东

方电缆、中天科技、亨通光电、起帆电缆）；3）海上风机龙头（明阳智能、电气风电）；

4）订单获取能力强+两海战略布局取得进展的陆风厂商（三一重能、运达股份）；5）

盈利修复的零部件环节（日月股份、金雷股份、广大特材、恒润股份、振江股份等）；

6）受益于深远海发展的漂浮式系泊系统（亚星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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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储能板块观点 

储能周观点：华中、西北区域两个细则征求意见，CESA 发布新型储能产业发展

白皮书 

周核心观点： 

发改委发布《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电力负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重点推

进新型储能应用。华中、西北两区域能源监管局发布《两个细则》征求意见稿，加速

推进储能参与辅助服务市场，明确“谁受益、谁承担”的补偿费用分摊原则。 

本周行业重点事件： 

CESA 发布《2023 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白皮书》 

①2022 年全球储能装机功率情况： 

2022 年全球储能新增装机量约 40.2GW，其中新型储能新增装机量约 21.8GW，占

比54.3%；抽水蓄能新增装机量约17.9GW，占比44.5%；蓄热蓄冷新增装机量约0.5GW，

占比 1.2%。 

②2022 年中国储能装机功率情况： 

2022 年中国储能新增装机量约 14.7GW，其中新型储能新增装机量约 5.9GW，占

比40.1%；抽水蓄能新增装机量约8.8GW，占比59.8%；蓄热蓄冷新增装机量约69.5MW。 

③锂电仍为储能主流，新技术逐步应用： 

2022 年全球新型储能新增装机中，各技术路径情况为：锂电池 92.6%，压缩空气

3.3%，飞轮储能 1.4%，液流电池 0.8%，钠离子电池 0.5%，铅蓄电池 0.2%。中国各技

术路径情况为：锂电池 89.6%，压缩空气 1.6%，飞轮储能 0.2%，铅蓄电池 2.6%，液

流电池 2.5%。 

④预期 2025 年底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容量将达 70GW： 

有成本疏导机制建立和推动下，考虑“十四五”末现有规划、在建、招标新型储

能项目容量全部建成，则 2025 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容量或将达 70GW。预计

2023 年我国新型储能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5GW-20GW。 

发改委发布《两个办法》征求意见稿 

①5 月 19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电力负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②电力需求侧管理办

法提出：鼓励推广新型储能、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空调负荷等主体参与需求响应。

鼓励需求响应主体参与相应电能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容量市场等，按市场规则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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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经济收益等。重点推进新型储能、虚拟电厂、车网互动、微电网等技术的创新和应

用。③电力负荷管理办法提出：拥有储能设备的用户应优化充放电策略，提高顶峰放

电能力。有序用电方案涉及的用户应按照调控指标，规范刚性执行。 

华中、西北能监局发布《两个细则》征求意见稿 

①5 月 16 日，西北能源监管局就《西北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西北

区域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18 日，华中能源

监管局发布征求《华中区域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华中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

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通知。②继此前南方、华东、华北、东北等区域能监局两个

细则相关政策发布后，目前国家能源局下属六大能监局均已对两个细则相关政策进行

更新，储能参与辅助服务市场进程加速。 

投资建议： 

国内大储装机规模放量，盈利模式逐步落实推动国内大储长期发展，欧洲户储市

场需求旺盛，美国大储及户储装机规模保持快速增长，便携式储能市场方兴未艾，持

续看好国内大储与海外户储市场需求共振。建议重点关注：1）优质储能集成标的：

科华数据、南都电源、南网科技、鹏辉能源、科士达、林洋能源、金盘科技、上能电

气、盛弘股份、新风光、科信技术、科陆电子、智光电气、四方股份；2）价高利优

的户储企业：派能科技、华宝新能、科士达、阳光电源、德业股份；3）优质储能运

营商：南网储能、林洋能源、华自科技；4）受益光储放量的逆变器环节：阳光电源、

昱能科技、禾迈股份、锦浪科技、固德威、德业股份；5）盈利回升的储能电芯环节：

鹏辉能源、南都电源、林洋能源、宁德时代、亿纬锂能、比亚迪、国轩高科；6）其

他：结构件：祥鑫科技、铭利达；BMS：华塑科技；温控：英维克、同飞股份、高澜

股份、申菱环境；消防：青鸟消防、国安达；7）低基数高增速的工商业储能：全球

化布局工商业储能龙头盛弘股份、沃太能源（上市中）；切入工商业储能的电网设备

公司杭州柯林、西力科技；全球分布式储能龙头固德威、锦浪科技、德业股份等；光

储充领军企业星云股份、特锐德等；此外关注麦格米特、津荣天宇、合康新能等；8）

关注新兴增长的南非储能标的：德业股份，海兴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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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力设备与工控板块观点 

电力设备与工控周观点：4 月单月电网投资同比+16%，关注能源互联网和特高压、

电网消纳三条主线机会 

电网投资保持高增速，结构上将向特高压与能源互联倾斜。 

根据能源局数据， 4 月，电网工程累计投资完成额达到 984 亿元，同比+10.2%，

单 4 月电网投资 316 亿，单月同比+16.2%，电网投资从 3 月起有加速之势，2 月/3 月

/4 月，累计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 1.9%/7.6%/10.2%，3 月/4 月单月同比分别

+13.3%/+16.2%。根据以往电网的投资节奏，前 4 月投资占全年投资比例在 17-18%之

间（除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外），我们预计 2023 年全年电网投资总额有望超 5400 亿，

同比+8%，预计国网在年中有望上调全年电网投资额，结构上将向能源互联网和特高

压倾斜。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深化，能源互联、电网智能化需求集中释放。 

随着新电系统建设深化，源侧风光装机快速增长，网侧智能变、配电建设加速，

荷侧电力需求结构逐渐多样化、分布式发电接入，串连各环节不再是简单的电力单向

传输。能源互联、电网智能化将大、小电网和微电网在电力流和信息流上实现耦合。

体现在各个环节的具象表现为，发电侧风光等波动电源的出力预测，输配电侧的调度

系统、智能配电网以及增量配网建设，用电侧虚拟电厂需求负荷管理等。整体投资额

上，根据此前《国家电网智能化规划总报告》，我国 16-20 年智能化投资占电网投资

比例要到 12.5%左右，随着前述电网各环节对智能化需求的加速，简单线性外推，十

四五期间智能配电网投资占比在 15%左右，对应国、南网 3万亿的总盘子，电网智能

化投资将达到 4500 亿元左右。 

“4 个加快”，特高压迎核准、开工高峰。 

特高压 22 年不管核准和开工都严重滞后，23 年国网辛保安董事长提出“4 个加

快”加快核准一批，加快建设一批，加快开工一批，加快完工投运一批，特高压建设

加速。今年以来特高压核准和开工明显有提速的迹象。原本，陕北-安徽线路预计今

年内完成前期准备工作，但从环评公示的时间点来看，核准工作有望加速。“十四五”

规划的 9 条直流项目非常大的概率会在 23、24 年集中核准，根据特高压的建设节奏，

相关公司预计将在 23、24 集中确认收入。 

发改委发布电力需求侧、负荷管理办法，关注需求侧响应机会 

5 月 19 日发改委发布了《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电力负荷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到 2025 年，各省需求响应能力要达到最大用电负荷的 3-5%，

其中年度最大用电负荷峰谷差率超过 40%的省份达到 5%或以上。到 2030 年，形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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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的实时需求响应能力，结合辅助服务市场、电能量市场交易可实现电网区域内调

节资源共享互济。根据中电联相关预测，2023 年全国尖峰负荷将达到 13.7 亿 kW，今

夏电力供需仍将偏紧，用户侧需求侧响应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用电偏紧情况，实时调

节用电供需。虚拟电厂与工商业储能将为需求侧响应、柔性负荷提供软硬件载体，建

议关注相关投资机会。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1）电网智能化与信息化：能源互联网及信息科技的【国电南瑞】；变

电智能在线监控高成长细分龙头【杭州柯林】、配电一二次深度融合龙头【宏力达】、

输电智能监测龙头【智洋创新】、智能巡检机器人及带电作业机器人领军企业【亿嘉

和】、【申昊科技】，其他自动&智能化终端：【炬华科技】、【金智科技】、【东方电子】

等。2）电力电子器件、新能源消纳相关标的：【四方股份】，【新风光】、【智光电气】、

【思源电气】；3）新能源消纳特高压：【国电南瑞】、【许继电气】、【平高电气】、【中

国西电】；配网一次设备公司【金盘科技】、【伊戈尔】、【北京科锐等】。4）微电网建

设：【安科瑞】、【国电南自】。5）工控：短期：传统工业景气度正逐步筑底，风光锂

储新一轮资本开支有望驱动工控 OEM 需求反弹；中长期：制造业整体资本开支进入繁

荣期，人力替代驱动自动化技改升级需求持续提升。建议关注【汇川技术】、【雷赛智

能】、【鸣志电器】、【信捷电气】【伟创电气】、【禾川科技】等。6）充电桩：建议关注

运营标的【特锐德】、【万马股份】。以及有海外渠道的充电桩模块及充电桩整桩公司：

【盛弘股份】、【科士达】、【炬华科技】、【通合科技】、【欧陆通】、【道通科技】。零部

件【沃尔核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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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氢能板块观点 

氢能周观点：电解槽订单持续落地，燃料电池新品竞相发布 

国富氢能签约南非 1GW/年电解槽订单，全球首座 SOEC 工厂开工： 

5 月 16 日，国富氢能和南非一线太阳能发展公司签约，双方将在未来五年内实

现不少于 1GW/年的电解槽订单，并共同投资组建液氢业务公司。5 月 17 日，隆基氢

能与大安吉电签署 15 套电解水制氢设备采购合同，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

范项目将新建 46,000Nm/h 混合制氢，碱性电解槽（1,000Nm³/h）招标需求 39 套，其

中隆基氢能中标 15 套，阳光电源中标 12 套，三一氢能中标 8 套，中船派瑞中标 4

套。近日，托普索建立的全球首座工业化规模的 SOEC 电解槽生产工厂开工，该项目

初始制造产能 500MW，可实现 125,000 吨氢产量，预计 2025 年投产，SOEC 产业化快

速推进。 

贝特瑞首次发布燃料电池材料，华丰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上市： 

5 月 16 日，贝特瑞在深圳 2023 CIBF 首次发布燃料电池自主研制材料——催化

层碳材料“探氢 BMC”和扩散层碳材料“探氢 BGD”，填补了国内氢燃料电池产业链在

电极碳材料的空白，铂载量最低可至 0.1gPt/kW，实现大电流、长寿命、强适配性。

5 月 16 日，亿华通与丰田的合资公司华丰发布了全新一代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

—TL Power 150，额定功率 150kW，质量功率密度 900W/kg，最高效率可达 64.9%，

使用寿命 30,000h，最低启动温度-30℃，大功率产品设计可满足城际客车、重卡等多

种应用场景。 

投资建议： 

重点关注设备性能优秀、生产线率先投产的电解槽供应商：【华光环能】【昇辉科

技】【华电重工】【双良节能】【亿利洁能】等。 

关注 C 端应用有实际落地的：【永安行】等。 

关注具有燃料电池系统及核心零部件、加氢装备领域业务布局的：【亿华通】【美

锦能源】【冰轮环境】【雪人股份】【厚普股份】【兰石重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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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提示 

1） 电动车消费复苏不及预期、海外政策风险等 

2） 光伏下游需求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3） 风电装机不及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4） 国际政治形势风险，市场规模不及预期； 

5） 电网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等； 

6） 氢能技术路线、成本下降尚存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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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定期研究|电力设备及新能源 

分析师声明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

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

形式的补偿。 

 

一般声明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

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

何责任。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该等公开资料的准确性及完整性由其发布者负责，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该等

信息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及预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之后可能会随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在不

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对本

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或所做出的任何建议、意见及推测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也不构成对所述金融产

品、产品发行或管理人作出任何形式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仅承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以供投资

者参考，但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诺或担保。投资者应自行决策，自担投资风险。 

本报告版权归“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

版权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再

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未经授权的转载，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转载责任。 

 

特别声明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

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

唯一参考依据。 

 

投资评级声明 

类别 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买入 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持有 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 10%与 20%之间 

中性 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10%与 10%之间 

回避 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介于-20%与-10%之间 

卖出 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市场基准指数涨幅在-20%以下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基准指数 5%以上 

跟随大市 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基准指数-5%与 5%之间 

弱于大市 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基准指数-5%以下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中，A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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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 1436 号陆家嘴滨江中心 MT 座 20 层 

邮编：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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