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glzqdatemark1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研究|行业专题研究|电力设备（2163）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 2024Q2 持仓分析： 

电力运营商&电网设备&风电板块获增持  

2024年07月25日



 

|报告要点 

 

|分析师及联系人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1 / 15 

 

 

  

 

2024Q2 电新行业基金重仓比例为 8.53%，环比-0.3pct，2024Q2 电新行业超配比例为

2.65%，环比+0.09pct，接近历史中枢水平。各行业横向对比看，电新行业 2024Q2 基

金持仓占比位于第 4 名，超配比例排名第 5。总体看，电新行业基本面景气度仍较

高，目前行业整体估值已经进入相对合理区间。其中电力运营商&电网设备&风电板

块基金持仓环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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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新持仓比例 8.53%，环比-0.3pct 

2024Q2电新行业基金重仓比例为 8.53%，环比-0.3pct，2024Q2电新行业超配比例

为 2.65%，环比+0.09pct，接近历史中枢水平。各行业横向对比看，电新行业 2024Q2

基金持仓占比位于第 4 名，前三名依次是电子、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电新行业

2024Q2超配比例排名第 5。总体看，电新行业基本面景气度仍较高，目前行业整

体估值已经进入相对合理区间。 

电力运营商&电网设备&风电板块基金持仓环比上升 

2024Q2 电新行业各子板块基金持仓排序依次为锂电池（7.62%）、电力运营商

（2.95%）、光伏（2.19%）、电网设备（1.22%）、风电（0.41%）、核电（0.23%）、储

能（0.18%）、氢能（0.18%）。 从加减仓角度看，2024Q2电力运营商、电网设备及

风电板块分别实现了持仓环比+0.59pct/+0.17pct/+0.13pct，其余子板块出现环

比减仓，减仓幅度前二的依次为光伏（环比-0.96pct）、锂电池（环比-0.49pct）。 

长江电力&亿纬锂能&晶科能源获相对较大增持 

2024Q2电新行业基金重仓前十五大标的分别为：宁德时代、长江电力、阳光电源、

亿纬锂能、汇川技术、中国核电、晶科能源、思源电气、国投电力、科达利、三星

医疗、宝丰能源、东方电缆、德业股份、华能国际。其中长江电力、亿纬锂能、晶

科能源、国投电力、东方电缆、德业股份、中国核电、宝丰能源、科达利、三星医

疗、华能国际获增持。加仓幅度排名前三依次为长江电力、亿纬锂能、晶科能源。 

电力运营商板块龙头企业持仓环比上升 

从电新行业各子板块层面来看，电力运营商板块整体表现亮眼。板块龙头企业表

现出更强的 alpha 属性，2024Q2 均获电新行业基金不同程度加仓，其中长江电力

（QoQ+0.53pct，下同）、中国核电（+0.04pct）、国投电力（+0.06pct）、华能国际

（+0.01pct），长江电力加仓比例上升幅度最大。 

投资建议:关注格局占优及新技术创新龙头厂商 

2024Q2 电新行业公募持仓比例环比小幅下降，电新板块整体短期调整业绩承压，

现阶段电新行业超配比接近历史中枢水平，其中电力运营商、电网设备及风电板

块获基金持仓环比上升。展望 2024H2，电新行业正处于从 1到 N的规模化、产业

化阶段。建议关注宁德时代、亿纬锂能、晶科能源、中国核电、华能国际、宝新能

源、三峡能源、思源电气、东方电缆等。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新能源发电装机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波动；海外政

策变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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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新整体行业：持仓比例 8.53%，环比-0.3pct 

公募基金 2024年中报已全部披露，我们选取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基金持仓变化及基金超配

比例来分析电新行业公募投资者的配置变化情况。2024Q2 电新行业基金持仓比例为 8.53%，环比-

0.3pct，2024Q2电新行业超配比例为 2.65%，环比+0.09pct，接近历史中枢水平。 

图表1：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基金持仓变化 

 

图表2：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基金超配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申万行业分类下，电新行业 2024Q2基金持仓占比位于第 4名，行业基本面景气度仍较高，前

三名依次是电子、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电新行业 2024Q2超配比例排名第 5。 

图表3：2024Q2 各行业基金配置比例及超配比例一览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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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024Q1，2024Q2 各行业基金持仓比例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2. 子板块：电力运营商&电网设备&风电板块基金

持仓环比上升 

我们选取电新行业具备代表性公司作为统计样本，将其划分为 8个子板块。2024Q2电新行业

各子板块基金持仓排序依次为锂电池（7.62%）、电力运营商（2.95%）、光伏（2.19%）、电网设备

（1.22%）、风电（0.41%）、核电（0.23%）、储能（0.18%）、氢能（0.18%）。  

图表5：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各子板块基金持仓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从基金持仓比例环比变动来看，2024Q2电力运营商板块、电网设备板块及风电板块分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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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持仓环比+0.59pct/+0.17pct/+0.13pct，其余子板块出现环比减仓，减仓幅度前二的依次为光伏

（环比-0.96pct）、锂电池（环比-0.49pct）。 

图表6：2024Q2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各子板块基金持仓比例环比变动情况 

 
 

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3. 重点企业：长江电力&亿纬锂能&晶科能源基金

持仓环比上升 

2024Q2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重仓市值前 5 名标的分别为宁德时代、长江电力、阳光电源、

亿纬锂能、汇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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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024Q2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基金重仓市值前 15名标的持仓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我们选取风电板块重点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分析，2024Q2风电板块基金持仓比例环比+0.13pct

至 0.41%，其中 2024Q2重点企业基金持仓比例变化如下：明阳智能 0.038%（QoQ+0.022pct，下同）、

振江股份 0.006%（+0.004pct）、天顺风能 0.020%（-0.001pct）、金雷股份 0.000%（-0.001pct）、

泰胜风能 0.000%（-0.001pct）、日月股份 0.002%（-0.002pct）、金风科技 0.005%（-0.005pct）。 

图表8：风电板块重要企业基金持仓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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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24Q2 风电板块重要企业基金持仓比例环比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我们选取光伏板块重点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分析，2024Q2光伏板块基金持仓比例环比-0.96pct

至 2.19%，其中 2024Q2 重点企业基金持仓环比变化增加情况如下：中信博 0.05%（QoQ+0.02pct，

下同）、正泰电器 0.04%（+0.01pct）、隆基绿能 0.13%（-0.04pct）、晶澳科技 0.10%（-0.13pct）、

阳光电源 0.95%（-0.17pct）、天合光能 0.10%（-0.21pct）。 

图表10：光伏板块重要企业基金持仓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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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2024Q2 光伏板块重要企业基金持仓比例环比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我们选取锂电板块重点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分析，2024Q2锂电板块基金持仓比例环比-0.49pct

至 7.62%，其中 2024Q2重点企业基金持仓环比变化增加情况如下：亿纬锂能 0.62%（QoQ+0.14pct，

下同）、格林美 0.09%（+0.04pct）、欣旺达 0.06%（+0.02pct）、科达利 0.19%（+0.01pct）、天赐

材料 0.10%（-0.03pct）、璞泰来 0.10%（-0.03pct）、宁德时代 4.20%（-0.04pct）、汇川技术 0.53%

（-0.14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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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锂电板块重要企业基金持仓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13：2024Q2 锂电板块重要企业基金持仓比例环比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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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取核电板块重点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分析，2024Q2核电板块基金持仓比例环比-0.02pct

至 0.23%，其中 2024Q2重点企业基金持仓比例变化如下：东方电气 0.017%（QoQ+0.012pct，下同）、

中国核建 0.002%（+0.002pct）、久立特材 0.098%（环比不变）、上海电气 0.008%（环比不变）、江

苏神通 0.001%（环比不变）、中核科技 0.001%（-0.007pct）、纽威股份 0.035%（-0.010pct）、应流

股份 0.023%（-0.010pct）。 

图表14：核电板块基金持仓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我们选取电力运营商&电网设备&储能板块重点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分析，2024Q2电力运营商板

块基金持仓比例环比+0.59pct至 2.95%，其中 2024Q2重点企业基金持仓比例变化如下：长江电力

1.56%（QoQ+0.53pct，下同）、国投电力 0.20%（+0.06pct）、中国核电 0.32%（+0.04pct）、福能股

份 0.06%（+0.03pct）、华能国际 0.15%（+0.01pct）；电网设备板块基金持仓比例环比+0.17pct至

1.22%，其中 2024Q2重点企业基金持仓比例变化如下：平高电气 0.07%（+0.04pct）、宏发股份 0.06%

（+0.03pct）、三星医疗 0.19%（+0.01pct）；储能板块基金持仓比例环比-0.01pct至 0.18%，其中

2024Q2重点企业基金持仓比例变化如下：德业股份 0.16%（+0.05pct）、南都电源0.00%（-0.03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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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电力运营商&电网设备&储能板块基金持仓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16：2024Q2 储能充电桩板块重要企业基金持仓比例环比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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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建议：关注格局占优及新技术创新龙头厂

商 

风电板块：展望 2024H2，国内重点海风项目稳步推进是基础，核心催化因素是国内海风需求

兑现、出海进程加速；在江苏、广东重点海上风电项目审批进度顺利推进，国内海风招标持续回暖

的背景下，2024-2025年国内海风装机需求确定性或增强，有望带动板块估值提升。出海方面，随

着国内供应体系日益成熟，产品质量持续提升，在海外需求起量且本地供给相对不足的背景下，国

内零部件龙头企业有望核心受益。 

我们推荐：1）海缆环节，随着国内海风离岸距离增长以及项目容量提升，技术壁垒有望进一

步提升，推荐东方电缆、中天科技。2）海塔/桩环节，有望率先受益于国内海上风电需求起量，推

荐大金重工、海力风电、泰胜风能。3）出海环节，建议关注管桩出海领军企业大金重工、全球铸

件龙头金雷股份。4）整机环节，近期中标价回暖，建议管桩盈利能力领先的优质整机企业三一重

能。 

光伏板块：展望 2024H2，当前光伏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有望在经历盈利底部后实现估值

的拐点反转。行业发展特点正在由主要靠需求增量拉动的“自由生长”阶段，向主要靠品质竞争的“有

序规整”阶段转变，政策端引导有望加速调整到位，建议关注技术方向、产能布局以及品牌渠道具

备先发优势的优质晶硅企业，以及运营稳健、格局有望优化的头部辅材企业。 

我们推荐：一体化布局逐渐完善的头部晶硅企业隆基绿能、晶科能源、晶澳科技、爱旭股份、

阿特斯、东方日升，光伏玻璃龙头福莱特，深耕光伏银浆的帝科股份、聚和材料，光伏和储能双赛

道发展的逆变器头部企业阳光电源、锦浪科技、固德威，光伏靶材龙头隆华科技，TCO玻璃优质企

业金晶科技。 

锂电板块：展望 2024H2，随着海外政策的放宽调整和国内外需求端共振，锂电环节有望迎来

盈利水平和估值水平修复，具备新技术和产能布局能力的头部企业有望迎来新一轮机遇。我们建议

关注具备优质产能布局的各环节龙头企业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容百科技、科达利；盈利水平有望

持续修复的负极材料企业璞泰来、尚太科技、中科电气；消费电池景气提升有望受益的电池企业欣

旺达，以及新技术推动下布局固态电池的企业当升科技。 

电网设备板块：展望 2024H2，当前国内电力设备企业对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开拓

较好，小部分公司在美国市场实现产品批量交付。我们预计未来随着新能源并网、老旧电网改造、

电动车保有量提升、制造业回流、数据中心放量等因素共振，欧美电力设备市场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叠加老牌海外电力设备巨头对扩产的保守态度，国内公司在欧美市场有望迎来渗透率快速提升期。 

我们推荐：深耕欧美变压器市场多年，具备墨西哥产能的金盘科技；绑定国内龙头，新能源

升压变快速放量，筹建墨西哥产能的伊戈尔；间接出海+全球化布局双轮驱动，海外业务成长可期

的明阳电气；海外市场渗透率提高，有望受益于欧美变压器紧缺的思源电气；海外营收占比高，渠

道优势显著，有望受益于海外电表更迭周期的海兴电力；中电装下属电力设备龙头，海外业务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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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拓展的中国西电、许继电气、平高电气。 

电力运营商板块：展望 2024H2，各省电力现货市场步入快车道，大部分省份有望进行结算试

运行，电力价格将体现供需情况，疏导发电成本。碳市场和绿证市场融合加速将打开绿电第二增长

曲线。煤电成本稳定，风电、光伏建设成本也处于下降通道，运营商成本端改善明显。建议关注华

能国际、皖能电力、宝新能源、三峡能源、中国核电等。 

火电、核电设备板块：火电厂开工提速，2024年有望迎来设备收入兑现期，建议关注火电产

业链设备商，如东方电气等。核电设备交付期一般为 FCD两年后，2022年核准 10台机组有望迎来

设备订单兑现期，建议关注核电产业链设备商，如东方电气、江苏神通等。 

5. 风险提示 

1）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新能源车销量对锂电板块需求具备较强影响。 

2）新能源发电装机不及预期：新能源发电装机增速对风电、光伏、储能等设备厂商的出货情

况具备较强影响。 

3）原材料价格波动：中游厂商通过价格变化对成本的传导普遍具备滞后性，原材料价格的大

幅波动或将明显影响厂商的盈利能力。 

4）海外政策变化风险：海外市场的政策变动或将明显影响新能源厂商对相应市场的开拓进度

和出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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