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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2024年前三季度电气设备制造行业研究 

文/程春晓、赵亚琪 

摘要 

2024年 1～7月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收入和利润同比小幅下降，随着节能降碳、促进新

能源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等政策效应的释放，电气设备制造行业景气度有望进一步

提高，内需拉动和外需扩展下，行业营收和盈利能力或将有所改善。 

正文 

一、行业政策 

2024 年以来，行业政策围绕节能降碳、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等展

开，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电气设备制造行业景气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电气设备制造行业受电源、输电网络建设投资以及环保新能源等政策的影响较大，与国家

政策有紧密的相关性，国家统一政策规划和导向能够很大程度引导电气设备制造行业的建设投

资等发展趋势。2024 年 3 月 18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持续

增强供应保障能力，发电装机达到 31.7 亿千瓦左右，发电量达到 9.96 万亿千瓦时左右，“西

电东送”输电能力持续提升；持续优化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到 55%左右。

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重达到 17%以上，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

到 18.9%左右。2024年 5月 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 保障新能源高

质量发展的通知》，组织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内项目调整，为国家布局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流

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等重点项目开辟纳规“绿色通道”，加快推动一批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纳

规，并重点推动一批新能源配套电网项目建设，提升电力系统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有望进一

步推动特高压工程投资及输变电设备需求增长。2024年 5月 29日，国务院发布《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要求加快配电网改造，提升分布式新能源承载力，大力发展微电网、

虚拟电厂等新技术新模式。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预计未来虚拟电厂的加快发展将为下游电

气设备制造行业提供更多市场机会。 

2024年 7 月 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联合制定《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聚焦电力系统稳定保障、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外送攻坚、配电网高质量发

展、智慧化调度体系建设、新能源系统友好性能提升、新一代煤电升级、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优

化、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拓展等关键领域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2024 年 8 月 3 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重点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7年，能

源重点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重点推动实施煤电机组节能改造、供热改

造和灵活性改造“三改联动”，输配电、风电、光伏、水电等领域实现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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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拉动相关电气设备需求。 

2024 年以来，行业政策围绕节能降碳、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等展

开，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电气设备制造行业景气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二、产业格局 

2024 年以来电源电网投资保持增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再创新高，电网投资力度

加大，特高压建设加快，利于拉动电气设备制造行业发展；供给短缺背景下预期原材料成本将

进一步上涨，压缩行业利润空间。 

电气设备分为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一次设备是直接参与电力传输和分配的设备，包括发

电机、变压器、绝缘子、电线电缆等，二次设备是对一次设备进行监控、保护和调节的设备，

包括测量仪表、自动控制系统、通信设备等。电气设备制造行业上游原材料类型较多，包括铜、

铝、银等金属、绝缘材料和磁性材料等，企业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较弱，原材料成本占比较高，

易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2024 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变动有所分化，有色金属普遍上

涨，铜、铝、银等行业主要原材料价格均同比增长。供给短缺背景下预期原材料成本将进一步

上涨，压缩行业利润空间。 

 
图 1  铜铝银结算价（单位：美元/吨、元/千克）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影响电气设备制造行业市场需求的因素包括社会用电量增速以及电网投资规划。工业、生

活等直接电力消费需求的提升引起社会对电源、电网设备的建设需求，这种需求通过国家统一

的规划和投资满足，投资量的大小最终决定了各下游企业对电气设备产品的订单数量。 

2024 年 1～8 月，全社会累计用电量 65,619 亿千瓦时，累计同比增长 7.90%，第一、二、

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均实现同比增长。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拉动电力消费增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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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提高。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预测，2024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预

计同比增长 6.5%，达到 9.82万亿千瓦时，在第二产业产能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第三产业的迅

速发展及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未来全社会用电量保持稳定形成一定保障。 

电气设备制造行业的景气度受国家和地方政策影响大，电力项目投资是需求端的主要驱

动因素。近年来我国电源投资主要依靠以扶持清洁能源发展为目标的电能替代政策拉动。截

至 2024年 6月底，我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 11.8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规

模，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为 38.4%，比上年同期提高 6.5个百分点。2024年 1～7月，国内光伏

发电装机容量 7.36亿千瓦，同比增长 49.8%；风电装机容量 4.71亿千瓦，同比增长 19.8%。

截至 2024年 7 月末，我国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 31.03 亿千瓦，火电装机量占比自 2015年的

65.64%下降至 45.46%，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再创新高，我国发电结构进一步改善。预计

未来能源供给结构将进一步向非化石能源转变，装机量将持续增长。中电联预计，2024年底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 33亿千瓦，同比增长约 13%；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合计

约 19亿千瓦，占总装机比重上升至 57.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并网装机容量约达 13.5

亿千瓦，占总装机比重将首次超过 40%。 

 
图 2  发电设备容量累计值（单位：亿千瓦）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近年来在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背景下，我国电源电网基本建设投资保持增长。2024 年

1～8 月我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 4,976 亿元，同比增长 5.1%；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

3,330亿元，同比增长 23.1%，预计 2024年我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将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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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源及电网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2023 年国家电网完成电网投资 5,381 亿元。2024 年 7 月，国家电网公布全年电网投资额

将首次超过 6,000亿元，同比新增 711亿元，聚焦于特高压交直流工程建设、县域电网与大电

网联系和电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有利于带动电气设备制造等相关产业链发展。2024 年新能

源并网消纳能力提升背景下，特高压交直流工程核准建设进度进一步加快，陕北—安徽 800千

伏、甘肃—浙江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以及阿坝—成都东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已开

工建设，川渝 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甘孜—成都东、天府南—铜梁）已投产。 

   
图 4  2018年以来国家电网投资中电网投资额变动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综合来看，2024年以来电源电网投资保持增长，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再创新高，电网

投资力度加大，特高压建设加快，利于拉动电气设备制造行业发展；供给短缺背景下预期原材

料成本将进一步上涨，压缩行业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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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盈利能力 

2024年 1～7 月，受光伏设备、风电设备、电池等细分板块影响，我国电气机械及器材1制

造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同比小幅下降，行业业绩表现承压。随着内需拉动和外需扩展，行

业营收和盈利能力或将有所改善。 

2024年 1～7月，我国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5.83万亿元，同比下降 1.80%；

同期，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3,074 亿元，同比下降 8.10%；2024年 7月末，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资产负债率 60.76%，较 2023 年末 60.14%和 2023年同期 60.34%均有所增

长。 

根据申万行业分类，从电力设备行业各细分板块上市公司 2024 年中报披露数据来看，行

业业绩表现承压主要受光伏设备、风电设备、电池等细分板块业绩同比下降影响。其中，光伏

行业产能过剩，产业链各环节产品量增价减，竞争进一步加剧，光伏设备企业整体营业和收入

和利润明显下滑；风电装机规模增长叠加风电平价上网压力下，整机企业营收增长的同时利润

大幅下降，风电零部件企业收入同比下降；受下游新能源汽车需求减弱和产业内价格竞争影响，

电池板块去库存压力较大，营收和盈利均有所下滑。随着新能源、特高压等政策引领内需、行

业技术迭代以及海外市场订单的扩展，电气设备制造行业整体营收和盈利能力或将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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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 Wind，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包含电机制造、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电池制造、家用电力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照明器具

制造、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