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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要点： 

 周度行情回顾 

2025 年 03 月 16 日至 03 月 21 日，上证综指下降 1.6%，深证成指下

降 2.65%，创业板指下降 3.34%。其中申万电力设备下降 0.13%，较

沪深 300 跑赢 2.16pcts。细分子行业来看，申万光伏设备/风电设备/

电池/电网设备分别涨 0.03%/3.43%/-0.42%/0.41%。 

 重点板块跟踪 

长缆科技：202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42 亿元，同比上升

19.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75 亿元，同比上升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0.69 亿元，同比

上升 3.86%。 

 投资建议 

光伏：24Q4 光伏企业充分计提资产减值轻装上阵，板块业绩底部夯

实。随着抢装潮来临 3 月排产提升，产业链各环节价格反弹、库存下

降趋势明确，行业积极信号持续酝酿，建议关注前期回调充分、α 明

确的玻璃、电池片，其次是新技术及主链头部厂商；建议关注爱旭股

份、福莱特、协鑫科技、钧达股份。 

风电：2025 年是海上风电大年，国内各地海风招标陆续落地、建设提

速，行业基本面持续向好。国内风电产业链受益于国内海风提速及海

外风电市场拓展，整机建议关注金风科技、明阳智能，海缆环节建议

关注东方电缆、中天科技，零部件细分建议关注盘古智能。 

新能源车：我国新能源汽车链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经过两年价格下行

低端产能快速出清，行业边际改善。建议优先关注成本端受益于上游

原材料价格低位，盈利稳定的电池及结构件环节，建议关注宁德时代、

亿纬锂能、豪鹏科技及科达利、震裕科技；其次，随着供给端结构改

善，行业过剩产能逐步去化， 建议关注优先受益于行业复苏的领军企

业如湖南裕能、龙蟠科技、万润新能、璞泰来、天赐材料、新宙邦、

星源材质等公司。 

 风险提示 

政策波动风险、行业增长不及预期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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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度行情回顾 

1.1 周度整体行情回顾（2025.03.16-03.21） 

2025 年 03 月 16 日至 03 月 21 日，上证综指下降 1.6%，深证成指下降 2.65%，

创业板指下降 3.34%。其中申万电力设备下降 0.13%，较沪深 300 跑赢 2.16pct。

细分子行业来看，申万光伏设备/风电设备/电池/电网设备分别涨 0.03%/3.43%/-

0.42%/0.41%。 

图 1：2025 年 3 月 16 日至 3 月 21 日 SW 电力设备行业涨跌幅为-0.13% 

 

资料来源：iF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图 2：SW 电力设备子板块周度涨跌幅 

 

资料来源：iF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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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周个股涨跌幅 

A 股电力设备（申万 1 级）相关个股中，新亚电缆涨幅最大（+304.19%），力佳科技

周跌幅最大（-18.76%)。 

表 1：A 股电力设备行业（申万 1 级）行业个股周涨跌幅 Top10 

排序 代码 名称 涨幅 top10（%） 排序 代码 名称 跌幅 top10（%） 

1 001382.SZ 新亚电缆 304.19% 1 835237.BJ 力佳科技 -18.76% 

2 300569.SZ 天能重工 33.33% 2 836414.BJ 欧普泰 -17.79% 

3 300842.SZ 帝科股份 15.28% 3 430556.BJ 雅达股份 -17.70% 

4 601218.SH 吉鑫科技 14.64% 4 831396.BJ 许昌智能 -17.28% 

5 300185.SZ 通裕重工 14.62% 5 873152.BJ 天宏锂电 -17.19% 

6 002300.SZ 太阳电缆 14.47% 6 002335.SZ 科华数据 -16.94% 

7 301155.SZ 海力风电 13.82% 7 831627.BJ 力王股份 -16.52% 

8 300444.SZ 双杰电气 13.62% 8 831175.BJ 派诺科技 -16.30% 

9 002168.SZ ST 惠程 13.51% 9 833914.BJ 远航精密 -15.88% 

10 300265.SZ 通光线缆 12.53% 10 835508.BJ 殷图网联 -15.48% 

资料来源：iF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1.3 行业重要周度新闻（2025.03.16-03.21） 

1、比亚迪：e 平台技术发布新技术可实现充电 1 秒续航 2 公里（2025.03.17） 

3 月 17 日晚间，比亚迪举办超级 e 平台技术发布会，宣布新技术最高峰值充电速度

可实现充电 1 秒续航 2 公里，充电 5 分钟续航约 407 公里。比亚迪超级 e 平台的首

搭车型预计于 4 月正式上市。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 

https://mp.weixin.qq.com/s/fPucLJ0jdRJcj2Vi2YR1cg 

 

2、华友钴业：子公司天津巴莫与卫蓝新能源将在固态电池领域展开合作（2025.03.18） 

3 月 18 日晚间，华友钴业控股子公司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卫蓝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在固态电池领域展开为期 5 年的合作。根

据合作协议，天津巴莫将依据卫蓝新能源的实际产品需求，开展正极材料的合作开发。

在满足卫蓝新能源的性能要求并完成材料产品定型后，卫蓝新能源将优先选择天津

巴莫进行量产，并享受相应的价格优惠。双方合作开发的正极材料体系涵盖混合固液

与全固态锂电池用富锂锰基及其他正极材料。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 

https://mp.weixin.qq.com/s/IAPSHSde_ZVk2u0xEtAN6A 

 

3、智光电气：子公司智光储能与海辰储能签署 15GWh 大单（2025.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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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厦门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智光综合

能源产业园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建立 2025-2026 年度电芯产品战略采

购合作关系，预计采购总量为 15GWh，形成深度战略合作及同盟伙伴关系，共同推

动全球低碳能源转型与发展。 

资料来源：鑫椤锂电 

https://mp.weixin.qq.com/s/L5ggll3K3hIMbJRF5vXHbA 

 

4、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 2024 年全球风电整机制造商新增装机容量排名（2025.03.17） 

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2024 年全球风机市场份额》报告显示，全球风电开发商去年

新增风电装机容量 121.6GW，规模是 2019 年水平的两倍。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

机容量为 109.9GW（占比 90%），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 11.7GW。全球前十大

风机制造商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前四名为中国企业包揽。2024 年，前五大制造

商新增装机容量均超过 10GW。金风科技高居榜首，2024 年新增装机容量 19.3GW。

远景能源以 14.5GW 位居第二， 运达股份以 12.5GW 排名第三，明阳智能以 12.2GW

名列第四。丹麦制造商维斯塔斯排名第五。在海上风电领域，西门子歌美飒重返风机

供应商榜首，自 2020 年以来首次超过维斯塔斯和中国同行。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

这家欧洲制造商去年在海上风电场的风机供应中占近四分之三。西门子歌美飒去年

新增 4GW 风电装机容量，较 2023 年增长逾一倍。2024 年，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

增至 11.7GW，同比增长 6%。中国大陆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6.1GW。 

资料来源：彭博新能源财经、北极星风力发电网 

https://news.bjx.com.cn/html/20250317/1432303.shtml 

 

1.4 周度重要公司公告（2025.03.16-03.21） 

1、钧达股份：2024 年年度报告 

202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9.52 亿元，同比下降 46.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5.91 亿元；同比下降 172.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11.18 亿元，同比下降 299.96%。受行业处于去产能周期，产业链价

格下行的影响，公司营业业绩下降。 

 

2、长缆科技：2024 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42 亿元，同比上升 19.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0.75 亿元，同比上升 3.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0.69 亿元，同比上升 3.86%。公司以 184,997,23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 

 

3、珠海冠宇：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L5ggll3K3hIMbJRF5vXHbA
https://news.bjx.com.cn/topics/fengdianzhuangji/
https://news.bjx.com.cn/topics/haishangfeng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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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收到员工持股主体出具的《关于股

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现员工持股主体拟自 3 月 18 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 22,551,363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00%。截至 3 月 18 日，公司

员工持股主体（不含控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38,869,3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32%）。 

 

4、中材科技：2024 年度报告 

3 月 20 日，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4 年年度报告》。报告披露，2024 年，

中材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239.84 亿元，同比下降 7.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92 亿元，同比下降 59.8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84 亿元，同比下降 80.48%。报告期内，中材科技主营业务包括玻璃

纤维、风电叶片、锂电池隔膜等。其中，全年销售风电叶片 24GW，同比增长 10.9%，

市占率居全球第一；实现风电叶片产品销售收入 85.7 亿元，受产品价格下降影响，

收入同比有所下滑。 

 

1.5 产业链价格数据 

硅料价格：本周硅料市场延续平稳态势，主流 N 型复投料成交均价稳定在 4.17 万元

/吨，价格波动幅度收窄至± 0.5%以内。当前市场呈现"量缩价平"特征，硅片企业以消

化前期库存为主，新增订单仅覆盖刚性需求，国产块料现货执行价格呈现梯队分化：

头部企业交付价锚定 40-42 元/公斤，二三线厂商受制于技术迭代压力，成交中枢下

移至 39-40 元/公斤，价差空间扩大至 3-5%。颗粒硅市场延续主流厂商主导格局，交

付价稳定在 37-39 元/公斤，与块料维持 2-3 元/公斤的合理价差，部分厂商通过掺杂

工艺优化提升产品竞争力。尽管下游电池片价格周涨幅达 1.7%-3.1%，硅片环节开工

率提升至 85%以上，但产业链价格传导仍存阻滞。买卖双方库存周转天数分别维持

在 15-20 天和 18-25 天，库存缓冲效应显著削弱硅料企业议价能力。当前行业自律

减产持续，3 月硅料产量预计 9.7 万吨，环比增幅 7.1%，但 TOP5 企业稼动率仍控制

在 55%-60%区间，供给端克制性放量策略延续。展望后市，三月价格中枢预计维持

39-42 元/公斤，但结构性分化加剧：N 型料因 TOPCon 电池市占率突破 74%获得更

强支撑，P 型料或下探至 38 元/公斤以下。二季度价格路径将取决于两大关键变量：

一是四至五月颗粒硅新投产能释放节奏（当前渗透率 25%），若突破 30%将重塑成本

曲线；二是“430 抢装”结束后海外需求（印度、中东）对库存的承接能力，若欧洲

补库增量超预期，价格有望在 40-43 元/公斤企稳。值得注意的是，4 月多晶硅期货

仓单注册启动后，期现联动或加剧价格波动，建议重点关注头部企业检修控产策略及

N 型料技术升级进度。 

硅片价格：本周硅片市场延续强势上涨态势，主要受国内“430”及“531”政策抢

装节点临近的驱动，叠加下游电池环节排产激增引发的供需错配影响，产业链价格联

动效应显著增强。截至 3 月 20 日，N 型 G12R 硅片成交均价达 1.40 元/片，周环比

上涨 1.45%，连续三周累计涨幅超 7%；N 型 M10 及 G12 硅片价格分别稳定于 1.19

https://news.bjx.com.cn/topics/zhongcaikeji/
https://news.bjx.com.cn/topics/fengdianye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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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片和 1.55 元/片，但头部企业已释放进一步提价信号，计划将 183N 硅片报价推高

至 1.23 元/片、210RN 硅片至 1.45 元/片。当前市场呈现显著分化：P 型硅片因国内

需求萎缩（海外订单占比超 80%），M10 及 G12 规格成交价分别降至 1.1-1.15 元/片

和 1.7 元/片，逐步退化为定制化产品；而 N 型硅片则主导主流需求，M10 硅片成交

价站稳 1.2 元/片，G12R 硅片因适配大功率组件需求（如 730W 异质结产品）成为

涨价主力，本周成交价突破 1.4 元/片，较上月同期上涨 10.6%。此轮价格上涨的核

心驱动力源于供需两端共振：需求侧，电池环节 3-4 月排产计划突破 60GW（同比

+35%），但硅片有效产能仅能覆盖需求的 72%，且新产能释放需 20 天以上生产周

期；供给侧，行业开工率提升至 55%-58%，但头部企业仍通过自律控产维持紧平衡，

其中两家一线企业开工率增至 56%和 60%，一体化企业则维持在 60%-80%高位运

行。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电池库存已降至 5 天以下，而硅片环节库存周转天数压缩至

7 天，产业链库存压力向硅料端传导的阻滞效应正在减弱。展望后市，4 月上旬前硅

片价格仍存上行空间：一方面，政策窗口期刺激的抢装需求将持续至 4 月中下旬，分

布式组件报价已突破 0.8 元/W，推动电池片加工利润扩张至 0.05-0.08 元/W，为硅

片涨价提供传导空间；另一方面，G12R 硅片因适配 210R 电池技术路线（当前渗透

率突破 42%），供需缺口扩大至 18%，其价格涨幅或领先其他规格。不过需警惕 4 月

下旬抢装退坡后，若海外订单（印度、中东）未能有效承接库存压力，价格存在 5%-

8%回调风险，届时硅片企业或将通过检修控产（稼动率或回落至 50%以下）稳定价

格中枢 

图 3：硅料价格走势（元/kg，取均值）  图 4：硅片价格走势（元/片，取均值） 

 

 

 

资料来源：PV InfoLink，国元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 InfoLink，国元证券研究所 

电池片价格：本周光伏电池片市场呈现显著分化态势：P 型产品受印度财年末装机潮

退坡影响，价格中枢开始松动，而 N 型产品在供需错配和政策驱动下延续涨势。具

体来看，P 型 M10 电池片均价维持 0.31 元/W，价格区间仍锚定 0.295-0.32 元/W，

但随着印度市场进口需求衰减（3 月底前需完成清关运输），部分厂商已释放 0.29 元

/W 以下报价，预计 4 月上旬 P 型电池片价格或下探至 0.28-0.30 元/W 区间。N 型电

池片则延续强势，其中 M10 TOPCon 电池均价上涨至 0.30 元/W（周环比+1.7%），

G12R TOPCon 电池均价攀升至 0.33 元/W（周环比+3.1%），而 G12 规格因产能集

中释放暂时企稳于 0.30 元/W。当前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G12R 电池片因适配大功

率组件需求（如 210R-580W 型号），供应缺口扩大至 18%，头部企业交付价已突破

0.34 元/W，部分紧急订单溢价达 0.35 元/W，成为本轮涨价主力。该规格供需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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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技术迭代加速——210R 电池生产线改造需 45-60 天周期，而“430”抢装节点

仅剩 35 天，产能爬坡滞后导致阶段性短缺。值得注意的是，电池片环节库存周转天

数已压缩至 5 天以下，较上月同期下降 60%，产业链库存压力正向上游硅片传导。

展望后市，价格走势将呈现“先扬后抑”特征：4 月中旬前，受国内分布式抢装（日

均需求超 2.5GW）和欧洲补库（3 月组件出口环比+22%）支撑，N 型电池片价格仍

存 3%-5%上涨空间，特别是 G12R 规格或挑战 0.35 元/W 关口。但 4 月下旬“531”

政策节点结束后，若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未能有效承接需求（当前海外订单能见度

仅 6-8 周），叠加硅料新产能释放（4 月颗粒硅渗透率或突破 30%），电池片价格中枢

可能回落至 0.28-0.32 元/W 区间。需重点关注头部企业产能调度策略——当前 TOP4

厂商控制着 76%的 G12R 产能，其检修计划或将加剧价格波动。 

图 5：电池片价格走势（元/W，取均值）  图 6：组件价格走势（元/W，取均值） 

 

 

 

资料来源：PV InfoLink，国元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 InfoLink，国元证券研究所 

组件价格：本周光伏组件市场价格呈现结构性分化，分布式项目延续涨势而集中式项

目陷入僵持。随着国内“430”抢装节点临近，分布式组件现货价格从上周的 0.74-

0.75 元/W 小幅回调至 0.73-0.75 元/W 区间，但实际成交仍以该区间中上沿为主。受

电池片供应短缺影响（部分厂商电池片采购缺口达 30%），叠加厂商实施高质量发展

策略主动控产，组件端出现供需错配，推动高价订单零星突破 0.78-0.8 元/W，不过

大宗交易仍集中于 0.75-0.77 元/W 水平。集中式项目则因买方价格审批流程冗长（通

常需 45-60 天）陷入滞涨，整体价格横盘于 0.635-0.69 元/W，厂商对 0.6-0.63 元/W

的亏损性订单仅维持最低限度交付以维系客户关系，导致低价成交占比已收缩至 12%

以下。行业预计抢装结束后，下半年新签集中式项目价格或将回落至 0.65-0.68 元/W

区间，较当前中枢下移约 6%。技术路线价差持续扩大，N 型 TOPCon 组件凭借 24.8%

的平均转换效率溢价显著，执行价格已攀升至 0.68-0.8 元/W，加权均价达 0.73 元

/W，较 PERC 产品溢价空间扩大至 22%。传统 PERC 双玻组件价格中枢稳定在 0.6-

0.68 元/W，但受硅料成本波动影响，实际成交多集中于 0.63-0.65 元/W 低位区间。

异质结（HJT）组件因适配高端分布式场景，价格维持在 0.76-0.85 元/W，其中适用

于大型工商业屋顶的 210R-HJT 组件成交价突破 0.8 元/W。背接触（BC）技术路线

中，N-TBC组件价格区间上移至0.73-0.82元/W，但集中式项目受成本制约仍以0.73-

0.76 元/W 为主流成交带，反映出技术升级与成本管控的博弈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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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提示 

政策波动风险、行业增长不及预期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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