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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351
行业总市值(亿元) 53,126.90
行业流通市值(亿元) 45,485.03

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相关报告
1、《硅料价格小幅回调，阳江三山

岛五、六海风项目集中送出工程核准

批复》2024-09-22
2、《英国第六轮可再生能源拍卖结

果公布，5.4GW海风项目被授予 Cfd
合同》2024-09-08
3、《1.4GW海上风机采购开标，鹏

辉 将 发 布固 态 电 池 重 磅 新品 》
2024-08-25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EPS PE

评级
（元）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2A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科达利 91.90 3.84 4.45 5.41 6.66 8.11 23.90 20.64 16.99 13.80 11.33 买入 买入

宁德时代 241.79 12.58 10.03 11.97 14.75 17.59 19.22 24.11 20.20 16.39 13.75 买入 买入

上能电气 40.39 0.34 0.80 1.57 2.35 3.21
117.6

5
50.59 25.73 17.19 12.58 增持 买入

艾罗能源 63.75 9.45 6.65 2.97 5.00 6.84 6.75 9.58 21.46 12.75 9.32 买入 买入

德业股份 94.75 6.35 4.16 5.56 6.95 8.19 14.92 22.75 17.04 13.63 11.57 买入 买入

东方电缆 51.74 1.22 1.45 1.84 2.51 3.14 42.24 35.58 28.12 20.61 16.48 买入 买入
备注：股价数据取自 2024年 10月 11日收盘价

报告摘要
 锂电：特斯拉发布无人驾驶新车，预计将在 2027 年开始大规模量产。通用汽车调整

其电池战略，1）电池多样化，将根据不同车型需求，采用高镍、中镍和磷酸铁锂（LFP）
等多种电池化学成分，并搭配软包和棱柱形等不同电池形状；2）定制化电池；3）扩

大合作：除了与 LG新能源的合作，通用汽车正在与日本的 TDK公司谈判，在美国使

用从宁德时代授权的技术生产 LFP电池。百度萝卜快跑计划在香港推出无人驾驶出租

车服务，并计划在中国以外地区推出机器人出租车服务 Apollo Go。电池推荐【宁德

时代】【亿纬锂能】；材料建议关注【尚太科技】【科达利】【湖南裕能】【天赐材

料】；看好快充渗透率提升带来的迭代机会，推荐信德新材，建议关注【黑猫股份】

【天奈科技】；看好锂电新技术方向固态电池的主题行情，建议关注【瑞泰新材】等。

 储能：全球大储需求多点开花，H2有望戴维斯双击。展望 Q3，光储发货加速叠加海

外比例提升，龙头业绩继续加速释放，叠加在手订单支撑估值逐步切 25年，板块有

望迎来戴维斯双击，标的【上能电气】【阳光电源】【阿特斯】【科华数据】【盛弘

股份】【禾望电气】【通润装备】等；户储板块，Q3 发货有望再上台阶，叠加 Q4
欧洲德语区需求修复、东北欧放量，以及新兴市场进入发货小高峰，排产有望继续向

上并进一步强化市场对板块 25年信心，标的【德业股份】【艾罗能源】【锦浪科技】

【禾迈股份】【固德威】【昱能科技】等。

 光伏：光伏迎 4 季度传统旺季，10 月排产预计环比提升，玻璃库存自 4 月来首次出

现下降，板块积极信号明显，建议充分重视，建议重视已充分体现经营韧性和阿尔法

的光伏龙头：【福斯特】【福莱特】【聚和材料】【中信博】【钧达股份】等；同时

建议积极关注主材龙头：隆基绿能/晶科能源/晶澳科技/天合光能/通威股份/横店东磁

等。

 风电：H2迎量价修复，25年量利也值得期待。近期，英国授予 5.34GW海风 Cfd合

同，挪威提出一项 350亿挪威克朗（约 30亿欧元）的支持计划拟支持浮式海风项目，

海外海风景气向上；国内海风重点项目陆续开工，下半年交付值得期待。近期，帆石

一取得用海变更批复，并启动两回 500kV海缆招标；帆石二提出用海申请并且环评已

受理，同时开启 EPC招标；青洲五/七海缆集中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文件审查。江苏和

广东项目近期有望逐步开工，对应单桩企业已收到业主交付的备料款，交付量预计环

比上半年明显提升，建议重点关注：1、充分受益于国内外海风需求释放的海缆龙头：

【东方电缆】【中天科技】【起帆电缆】等；塔筒单桩龙头：【大金重工】【天顺风

能】【润邦股份】【泰胜风能】【海力风电】【天能重工】等 2、经营拐点向上叠加

出海打开成长空间的整机龙头：【金风科技】【运达股份】【明阳智能】【三一重能】

等 3、具备强阿尔法的细分零部件龙头，25年量价齐升弹性可期：【金雷股份】【日

月股份】等。

 风险提示事件：装机不及预期；原材料大幅上涨；竞争加剧研报使用的信息更新不及

时风险；第三方数据存在误差或滞后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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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斯拉发布无人驾驶新车，通用汽车调整其电池战略

1、本周电池行业指数及核心标的收益率跟踪

 本周申万电池指数（801737.SI）下跌 5.38%，跑输沪深 300（000300.SH）2.125pct。

图表 1：本周电池行业核心标的收益率（从高到低排序）

涨跌幅 涨跌幅 涨跌幅

贝特瑞 2% 中科电气 -6% 嘉元科技 -8%
长远锂科 0% 欣旺达 -6% 天奈科技 -9%
孚能科技 -2% 中伟股份 -6% 璞泰来 -9%
比亚迪 -2% 国轩高科 -6% 厦钨新能 -9%

恩捷股份 -3% 当升科技 -7% 信德新材 -10%
德方纳米 -3% 振华新材 -7% 新宙邦 -11%
宁德时代 -4% 诺德股份 -7% 天赐材料 -11%
蔚蓝锂芯 -5% 星源材质 -7% 尚太科技 -11%
华友钴业 -5% 鹏辉能源 -8% 湖南裕能 -11%
科达利 -5% 派能科技 -8% 杉杉股份 -14%

亿纬锂能 -5% 容百科技 -8%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2、行业及公司事件跟踪

 特斯拉发布无人驾驶新车

10 月 11 日特斯拉“We，Robot”发布会在洛杉矶举办，特斯拉 Robotaxi 正式亮相，命名

为 Cybercab。

CyberCab 采用两座和蝶翼式车门，完全依赖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FSD）软件，车里没

有方向盘也没有踏板。FSD 系统目前已经迭代到 V12.4.3 版本，正向北美部分客户推送。

FSD V12 是全新的“端到端自动驾驶”，完全采用神经网络进行车辆控制，FSD V12.4 的到

来标志着该系统或逐步取消“握住方向盘”提醒。

Cybercab 的预期成本将低于 3 万美元（约 21.2 万元人民币），并计划于 2026 年投入生

产，并将在 2027 年开始大规模量产。马斯克在发布会上表示，Cybercab 的运营成本将

降低到每英里约 0.2 美元（约 1.4 元人民币），远低于当前的交通成本。这一具有竞争

力的定价策略，无疑将使得无人驾驶出租车技术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和使用。

除了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新品外，特斯拉此次还展示 Optimus 人形机器人。记者注意到，

在发布会现场，多个特斯拉 Optimus 人形机器人跳起热舞。

马斯克表示，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人形机器人，未来成本也会降低，可能降到

2 万美元至 3 万美元一台，比一辆车还便宜。他表示，Optimus 人形机器人可以实现更

多可能性。比如，可以照顾孩子、遛狗、修剪草坪、去超市买东西，可以为大家端一杯

咖啡过来。只要是大家想到的日常事情都可以做。

 通用汽车调整其电池战略。

通用汽车周二宣布，尽管多年来在宣传“Ultium”品牌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金，公司

决定停止使用这一品牌名称，但电动汽车电池及相关技术依然会保留。这一举动标志着

通用汽车在电池战略上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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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略的亮点：1）电池多样化。通用汽车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电池类型，而是根据不

同车型需求，采用高镍、中镍和磷酸铁锂（LFP）等多种电池化学成分，并搭配软包和

棱柱形等不同电池形状。2）定制化电池：未来，通用汽车的电池将更加定制化，以满

足不同车型对续航里程、性能和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3）扩大合作：通用汽车将

与更多的电池供应商合作，以确保电池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多样性。除了与 LG 新能源的

合作，通用汽车正在与日本的 TDK 公司谈判，在美国使用从宁德时代授权的技术生产 LFP

电池。新的二代雪佛兰 Bolt 将在明年开始生产，并使用 LFP 电池。

 百度萝卜快跑计划在香港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10 月 9 日消息，百度旗下的自动驾驶服务品牌萝卜快跑计划将其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扩

展到香港，这将是其在内地市场以外的首个业务落地。

在 2024 年第二季度，萝卜快跑提供的自动驾驶订单约为 89.9 万单，同比增长 26%。截

至 2024 年 7 月 28 日，萝卜快跑已累计为公众提供超过 700 万单自动驾驶出行服务。6

月 19 日，萝卜快跑在武汉开始提供 100%全无人驾驶叫车服务，标志着项目的重要里程

碑。此外，萝卜快跑的第六代自动驾驶汽车 RT6 已开始进行规模化全无人道路测试。

日经新闻也报道了百度计划在中国以外地区推出机器人出租车服务 Apollo Go 的消息。

同时，其他中国企业如小马智行、文远知行也在关注海外市场，希望在自动驾驶汽车领

域取得领先地位。

3、国内外电动车销量及电池装机量

1）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

 据 SNE Research 数据：2024 年 7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 69.8 GWh，同比提升 23%。宁

德时代 25.6 GWh，同比提升 31%，市占率 36.7%，同比提升 2.4 pcts；比亚迪 12.4 GWh，

同比提升 29%，市占率 17.8%，同比提升 0.9 pcts；亿纬锂能 3.4 GWh，同比提升 162%，

市占率 4.9%，同比提升 2.6 pcts。2024 年 1-7 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 434.4 GWh，同

比提升 22%。其中，宁德时代 163.3 GWh，同比提升 30%，市占率 37.6%，同比提升 2.2

pcts；比亚迪 69.9 GWh，同比提升 23%，市占率 16.1%，同比提升 0.1 pcts；亿纬锂能

11.2 GWh，同比提升 44%，市占率 2.6%，同比提升 0.4 pcts。LG 装机 53.9 GWh，同比

提升 5.2%，市占率 12.4%，同比下降 2.0 pcts；松下装机 18.8 GWh，同比下降 25.4%，

市占率 4.3%，同比下降 2.8 pcts；SK On 装机 20.5 GWh，同比提升 4.5%，市占率 4.7%，

同比下降 0.8 pcts；三星 SDI 装机 18.8GWh，同比提升 13.2%，市占率 4.3%，同比下降

0.4 p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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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全球动力电池装机（GWh）
2024.05 2024.06 2024.07 同比变动 环比变动 24年 1-7月 1-7月同比

宁德时代 25.6 30.7 25.6 31.3% -16.6% 163.3 29.9%
LG 新能源 7.9 11.0 7.0 2.9% -36.4% 53.9 5.2%
比亚迪 11.7 12.6 12.4 29.2% -1.6% 69.9 23.4%
松下 3.2 2.8 2.6 -27.8% -7.1% 18.8 -25.4%
SK On 3.6 3.4 3.2 0.0% -5.9% 20.5 4.5%

中创新航 3.7 3.7 3.7 0.0% 0.0% 20.4 26.9%
三星 SDI 2.8 2.7 2.4 -7.7% -11.1% 18.8 13.2%
国轩高科 1.6 2.6 0.6 -62.5% -76.9% 9.6 17.6%
亿纬锂能 2.0 0.8 3.4 161.5% 325.0% 11.2 44.1%
全球合计 69.2 79.2 69.8 22.7% -11.9% 434.4 22.4%

来源：SNE Research，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3：全球动力电池市占率
2024.05 2024.06 2024.07 同比变动 环比变动 24年 1-7月 1-7月同比

宁德时代 37.0% 38.8% 36.7% 2.4% -2.1% 37.6% 2.2%
LG 新能源 11.4% 13.9% 10.0% -1.9% -3.9% 12.4% -2.0%
比亚迪 16.9% 15.9% 17.8% 0.9% 1.9% 16.1% 0.1%
松下 4.6% 3.5% 3.7% -2.6% 0.2% 4.3% -2.8%
SK On 5.2% 4.3% 4.6% -1.0% 0.3% 4.7% -0.8%

中创新航 5.3% 4.7% 5.3% -1.2% 0.6% 4.7% 0.2%
三星 SDI 4.0% 3.4% 3.4% -1.1% 0.0% 4.3% -0.4%
国轩高科 2.3% 3.3% 0.9% -2.0% -2.4% 2.2% -0.1%
亿纬锂能 2.9% 1.0% 4.9% 2.6% 3.9% 2.6% 0.4%

来源：SNE Research，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2）欧洲主要国家电动车销量

 欧洲主要国家发布 9 月电动车销量：9 月欧洲 8 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19.3 万辆，同环

比+13%/+82%。其中，纯电动车型销量 13.6 万辆，同环比+18%/+83%；插电式车型

销量 5.7 万辆，同环比+4%/+79%。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为 25.6%，同比+3.7pcts，环

比+2.6p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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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欧洲主要国家新能源车销量（辆）
欧洲 8国 2023年 9月 2024年 7月 2024年 8月 2024年 9月 同比 环比 24年合计 累计同比

纯电动 115,457 84,528 74,717 136,447 18% 83% 843,157 -9.4%
插电式 54,882 45,558 31,694 56,858 4% 79% 422,545 3.9%

新能源汽车合计 170,339 130,086 106,411 193,305 13% 82% 1,265,703 -5.4%
汽车销量 781,077 654,147 463,820 756,418 -3% 63% 6,232,796 1.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21.8% 19.9% 22.9% 25.6% 3.7% 2.6% 20.3% -1.4%

挪威 2023年 9月 2024年 7月 2024年 8月 2024年 9月 同比 环比 24年合计 累计同比

纯电动 9,000 5,934 10,480 12,495 39% 19% 80,935 1.6%
插电式 617 153 161 146 -76% -9% 2,564 -61.4%

新能源汽车合计 9,617 6,087 10,641 12,641 31% 19% 83,499 -3.3%
汽车销量 10,342 6,456 11,114 12,966 25% 17% 91,794 -3.9%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93.0% 94.3% 95.7% 97.5% 4.5% 1.7% 91.0% 0.6%

瑞典 2023年 9月 2024年 7月 2024年 8月 2024年 9月 同比 环比 24年合计 累计同比

纯电动 12,500 5,516 6,790 11,535 -8% 70% 65,878 -18.9%
插电式 5,337 4,228 3,863 5,193 -3% 34% 44,176 3.0%

新能源汽车合计 17,837 9,744 10,653 16,728 -6% 57% 110,054 -11.3%
汽车销量 28,135 16,337 19,036 25,725 -9% 35% 193,391 -7.9%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63.4% 59.6% 56.0% 65.0% 1.6% 9.1% 56.9% -2.2%

西班牙 2023年 9月 2024年 7月 2024年 8月 2024年 9月 同比 环比 24年合计 累计同比

纯电动 3,724 3,827 2,696 6,329 70% 135% 38,002 9.8%
插电式 4,927 4,415 3,010 4,063 -18% 35% 42,239 -6.4%

新能源汽车合计 8,651 8,242 5,706 10,392 20% 82% 80,241 0.6%
汽车销量 68,803 83,979 52,322 73,144 6% 40% 744,833 4.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12.6% 9.8% 10.9% 14.2% 1.6% 3.3% 10.8% -0.4%

德国 2023年 9月 2024年 7月 2024年 8月 2024年 9月 同比 环比 24年合计 累计同比

纯电动 31,714 30,762 27,024 34,479 9% 28% 276,403 -28.6%
插电式 15,383 14,811 13,565 14,936 -3% 10% 132,860 7.7%

新能源汽车合计 47,097 45,573 40,589 49,415 5% 22% 409,264 -19.9%
汽车销量 224,502 238,263 197,322 208,848 -7% 6% 2,115,894 -1.0%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21.0% 19.1% 20.6% 23.7% 2.7% 3.1% 19.3% -4.5%

瑞士 2023年 9月 2024年 7月 2024年 8月 2024年 9月 同比 环比 24年合计 累计同比

纯电动 5,133 3,434 3,421 4,560 -11% 33% 32,802 -9.5%
插电式 2,086 1,553 1,231 1,704 -18% 38% 14,715 -9.2%

新能源汽车合计 7,219 4,987 4,652 6,264 -13% 35% 47,517 -9.4%
汽车销量 21,578 18,430 15,927 20,155 -7% 27% 175,730 -3.9%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33.5% 27.1% 29.2% 31.1% -2.4% 1.9% 27.0% -1.6%

英国 2023年 9月 2024年 7月 2024年 8月 2024年 9月 同比 环比 24年合计 累计同比

纯电动 45,323 27,335 19,113 56,387 24% 195% 269,931 13.2%
插电式 18,535 13,149 5,786 24,486 32% 323% 124,943 26.2%

新能源汽车合计 63,858 40,484 24,899 80,873 27% 225% 394,874 17.0%
汽车销量 272,610 147,517 84,575 275,239 1% 225% 1,514,094 4.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23.4% 27.4% 29.4% 29.4% 6.0% -0.1% 26.1% 2.8%

葡萄牙 2023年 9月 2024年 7月 2024年 8月 2024年 9月 同比 环比 24年合计 累计同比

纯电动 3,071 3,428 2,588 4,225 38% 63% 30,774 12.2%
插电式 2,454 2,360 1,653 2,194 -11% 33% 20,425 5.9%

新能源汽车合计 5,525 5,788 4,241 6,419 16% 51% 51,199 9.6%
汽车销量 16,485 16,835 13,921 17,442 6% 25% 181,478 4.6%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33.5% 34.4% 30.5% 36.8% 3.3% 6.3% 28.2% 1.3%

意大利 2023年 9月 2024年 7月 2024年 8月 2024年 9月 同比 环比 24年合计 累计同比

纯电动 4,992 4,292 2,605 6,437 29% 147% 48,432 5.2%
插电式 5,543 4,889 2,425 4,136 -25% 71% 40,623 -24.8%

新能源汽车合计 10,535 9,181 5,030 10,573 0% 110% 89,055 -11.0%
汽车销量 138,622 126,330 69,603 122,899 -11% 77% 1,215,582 1.9%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7.6% 7.3% 7.2% 8.6% 1.0% 1.4% 7.3% -1.1%
来源：各国汽车工业协会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3）国内电动车销量

 蔚来：9月，交付量为 2.12 万辆，同比+35%，环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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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鹏：9月，交付量为 2.14 万辆，同比+39%，环比+52%。

 理想：9月，交付量为 5.37 万辆，同比+49%，环比+12%。

 零跑：9月，交付量为 3.38 万辆，同比+114%，环比+11%。

 哪吒：9月，交付量为 1.01 万辆，同比-23%，环比-18%。

 极氪：9月，交付量为 2.13 万辆，同比+77%，环比+18%。

 岚图：9月，交付量为 1.00 万辆，同比+100%，环比+62%。

 广汽埃安：98 月，交付量为 3.58 万辆，同比-31%，环比+1%。

 阿维塔：9月，交付量为 0.45 万辆，同比+47%，环比+22%。

 小米：9 月，未公布具体交付数字，仅透露 9 月交付量持续过万，10 月生产、交付目标

均超过 2 万台，预计 11 月提前完成全年十万台交付目标。

图表 5：国内车企新能源车销量（辆）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据中汽协数据，9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9.6 万辆和 280.9 万辆，产量环比增长 12.2%，

销量环比增长 14.5%，同比分别下降 1.9%和 1.7%。1-9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147 万

辆和 2157.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9%和 2.4%，产销增速较 1-8 月分别收窄 0.6 个和

0.7 个百分点。9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30.7 万辆和 128.7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48.8%和 42.3%，市场占有率达到 45.8%。1-9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31.6 万

辆和 83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1.7%和 32.5%，市场占有率达到 38.6%。

 出口：9 月，纯电动汽车出口 8.9 万辆，环比增长 1.1%，同比下降 3.6%；插混汽车出口

2.2 辆，环比下降 0.1%，同比增长 4.9 倍。1-9 月，纯电动汽车出口 73.1 万辆，同比

下降 3.8%；插混汽车出口 19.8 万辆，同比增长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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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新能源汽车总销量（万辆） 图表 7：汽车销量电动化率

来源：中汽协，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汽协，中泰证券研究所

4）动力储能电池产量和装机情况

 9 月，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带动下，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 111.3GWh，环比增长

9.9%，同比增长 43.3%。1-9 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累计产量为 734.4GWh，累计同比

增长 37.3%。

 9 月，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54.5GWh，环比增长 15.5%，同比增长 49.6%。其中三元电池

装车量 13.1GWh，占总装车量 24.1%，环比增长 8.2%，同比增长 7.4%；磷酸铁锂电池装

车量 41.3GWh，占总装车量 75.8%，环比增长 18.0%，同比增长 70.9%。1-9 月，我国动

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346.6GWh, 累计同比增长 35.6%。其中三元电池累计装车量 98.9GWh,

占总装车量 28.5%，累计同比增长 21.2%；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247.5GWh,占总装

车量 71.4%，累计同比增长 42.4%。

 9 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出口 20.2GWh，环比增长 20.7%，同比增长 37.8%，合计

出口占当月销量 19.4%。1-9 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累计出口达 126.1GWh，累计同比

增长 37.8%。动力和其他电池占比分别为 73.3%和 26.7%，和上月累计量相比，动力电

池占比下降 2.9 个百分点。

图表 8：国内动力储能电池产量及占比（GWh） 图表 9：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GWh）及占比

注：2023年 7月前为动力电池产量，之后为动力+储能电池产量数据

来源：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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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国内动力电池企业装机量市占率 图表 11：国内动力电池出口及占比

来源：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泰证券研究所

4、储能招标中标量及政策更新

1）国内储能招标及中标数据

 根据寻熵研究院和储能与电力市场的追踪统计，2024 年 9 月国内招标项目储能规模合

7.43GW/16.35GWh。

 中标价格方面：9 月中标均价（以 2 小时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不含用户侧应用为例）持

续下行，储能系统中标均价 578 元/kWh，同比-45.00%，环比-16.11%，储能 EPC 中标均价 1057

元/kWh，同比-26.65%，环比-6.54%。

图表 12：国内储能月度招标功率及招标容量
图表 13：2023 年 1 月-2024 年 9 月中标项目储能

系统和 EPC中标均价趋势（单位：元/kWh）

来源：CNESA，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CNESA，中泰证券研究所

2）本周储能政策及事件跟踪

 广东汕头：新能源 10%/1h 配储，一定条件下用户侧储能电价参照全省蓄冷电价政

策执行



行业定期报告

- 12 -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重要声明部分

广东省汕头市发改局发布《汕头市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

年）》：

方案表示，推进新能源发电项目按配置容量要求配建新型储能，提升汕头市新能源消纳

能力，满足项目并网要求。在具体实施中，方案强调要推动电源侧“新能源+储能”应

用、支持电网侧新型储能（独立储能）的合理布局以及用户侧储能的多场景融合发展等。

1）支持电源侧“新能源+储能”储能应用。实施“新能源+储能”开发模式，2022 年以

后新增规划的海上风电项目以及 2023 年 7 月 1 日以后新增并网的集中式光伏电站和陆

上集中式风电项目，按照不低于发电装机容量 10%，时长 1 小时配置新型储能，后续根

据电力系统相关安全稳定标准要求、新能源实际并网规模等情况，调整新型储能配置容

量。鼓励存量新能源发电项目按照上述原则配置新型储能。

2）支持用户侧储能多场景融合发展。鼓励工商业企业建设新型储能电站。引导用户侧

储能电站项目选择先进优质可靠产品，对使用产品经认定符合先进优质产品标准规范的，

其储能设施用电量单独计量，电价参照全省蓄冷电价政策执行。

3）加强深圳汕头两市储能产业合作，引导深圳新型储能企业在汕头投资布局、增资扩

产，打造“深圳+汕头”储能全产业链。鼓励对新引进符合条件的重点新型储能产业项

目给予支持。

4）对列入年度计划、独立占地的新型储能电站项目，按公用设施优先安排项目用地；

新型储能重大项目优先列入市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广东省拟对独立储能电站试行电费补偿每年 100 元/kW

10 月 10 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我省独立储

能电站试行电费补偿机制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

独立储能电站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可获得电费补偿：1）获得国家或省级能源主管

部门认定的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2）纳入 2023 年至 2025 年的年度计划且在 2025 年

底前进入商业运营的独立储能项目，独立储能项目实行年度建设计划管理。

关于电费补偿金额，通告表示，独立储能电站可获得的电费补偿金额根据补偿标准和月

度可用最大容量确定，其中年度补偿标准统一为 100 元/千瓦（含税），月度补偿标准

按年度补偿标准除以 12 确定，每月补偿电费以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若当月最大出力测试结果未达到申报标准的则扣减当月补偿电费的 10%；若连续两个月

及以上未达到申报标准，则加重扣减补偿电费，扣减金额为当月补偿电费的 10%与连续

未达标月份数的乘积。独立储能电站应接受电网调度，对于不服从电网调度安排的，其

当月最大出力值认定为 0。后续视实际运行情况完善考核机制。

电网企业按月向独立储能电站支付电费补偿金额，支付资金由广东省尖峰加价电费承担。

 国家能源局：分布式光伏可通过源网荷储一体化/虚拟电厂等参与电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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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管理办法将

分布式光伏发电分为自然人户用、非自然人户用、一般工商业和大型工商业四种类型。

将上网模式分成了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三种。其中：

1）自然人户用、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可选择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或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模式；

2）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可选择全部自发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3）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必须选择全部自发自用模式，项目投资主体应通过配置防逆

流装置实现发电量全部自发自用。

另外，在分布式光伏参与电力市场方面，管理办法指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参与电力市场。国家建立健全支持新能源持续发展的制度机制，各地结合分布

式光伏发电发展情况、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可以独立或通过微电网、源网荷储一体化、虚拟电厂聚合等方式公平参与电能量、辅助

服务等各类电力市场交易。

5、国内外充电桩数据跟踪

 国内充电桩：2024 年 8 月比 2024 年 7 月公共充电桩增加 5.4 万台，7月同比增长 43.6%。截

至 2024 年 8 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公共充电桩 326.3 万台，其中直流充电桩 146.1 万

台、交流充电桩 180.1 万台。从 2023 年 9 月到 2024 年 8 月，月均新增公共充电桩约 8.3 万

台。

图表 14：国内公共充电桩新增量（万台）
图表 15：国内公共充电桩充电电量及利用率情况
（%）

来源：CNESA，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CNESA，中泰证券研究所

 欧盟 27 国充电桩：截止 2024 年 9 月末，欧盟 27 国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为 78.2 万台，较上季

度增加 4.9 万台；其中直流桩保有量为 11.8 万台，较上季度增加 1.5 万台，占比为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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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欧盟 27国公共直流桩保有量（万台）及
直流桩占比（%）

图表 17：美国充电桩保有量（万台）及直流桩占比
（%)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美国：截止 2024 年 9 月末，美国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为 18.7 万台，较上月增加 0.42 万台；其

中直流桩保有量为 5.9 万台，较上月末增加 1.37 万台，占比为 25.5%，较上月增加 0.35 个

百分点。

6、本周锂电池产业链价格跟踪

 据第三方统计数据，本周六氟磷酸锂、金属钴价格有小幅上升，碳酸锂、金属镍价

格有小幅波动，VC、电解液价格保持稳定。

 六氟：24 年 10 月 11 日报价 5.5 万元/吨，较 22 年 3 月高点累计降价 49.5 万元/

吨；

 VC：24 年 10 月 11 日报价 5.1 万元/吨，较 22 年 3月高点累计降价 22.7 万元/吨；

 电解液：24 年 10 月 11 日三元电解液报价 2.5 万元/吨，较 22 年 3 月高点累计降价

11.5 万元。10 月 11 日铁锂电解液报价 2.0 万元/吨，较 22 年 3 月高点累计降价 10.6 万元

/吨；

 碳酸锂：24 年 10 月 11 日报价 7.7 万元/吨，比 22 年 3月高点下降 42.5 万元/吨；

 金属镍：24 年 10 月 11 日报价 13.5 万元/吨，比 22 年 3月高点下降 8.8 万元/吨；

 金属钴：24 年 10 月 11 日报价 18.1 万元/吨，较 22 年 3 月高点降价 38.6 万元/吨；

 电池成本：按照中镍三元电池单耗测算，11.1 万元的电解液降幅节约成本 103.9

元/kwh，34.7 万元金属钴降幅节约成本 85.0 元/kwh，9.4 万元金属镍降幅节约成本 48.1

元/kwh，40.6 万元碳酸锂降幅节约成本 170.0 元/kwh，合计在 407.0 元/kwh。

 按照铁锂电池单耗测算，10.4 万元的电解液降幅节约成本 127.0 元/kwh，加上碳酸

锂价格下降影响，成本下降 382.0 元/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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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中镍三元电池成本变动情况

来源：SMM电解液，wind，同花顺，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19：磷酸铁锂电池成本变动情况

来源：SMM电解液，wind，同花顺，中泰证券研究所

二、光伏：组件价格再降，10月排产预期提升

1、光伏产业链跟踪

 本周硅料价格不变。据 Infolink Consulting，多晶硅致密料本周均价为 40.0元/公斤，

周环比持平。多晶硅颗粒料本周均价为 36.5元/公斤，周环比持平。据索比咨询，近期硅料

成交量较少，硅业分会数据显示，9月硅料供应小幅上涨约 4%，同时对硅料需求下降约13%，

目前市场趋势供过于求，短期内价格上涨势头不足，预计持稳运行。

 本周硅片价格不变。据 Infolink Consulting，P 型 182/210 硅片本周均价分别为

1.25/1.70（元/片），均与上周持平；N型 182/210硅片本周均价分别为 1.08/1.50（元/片），

均与上周持平。据索比咨询，近期头部硅片企业大幅减产，硅业分会数据显示，9月硅片产

量 44.31GW，环比下降 15.76%。但目前硅片环节库存仍偏高，短期内预计价格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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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硅料价格走势 图表 21：单晶 P型硅片价格走势（150μm厚度）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本周电池片价格不变。据 Infolink Consulting，P 型 182/210 电池片本周均价为

0.280/0.285（元/W），周环比持平；TOPCon182 电池片本周均价为 0.270（元/W），周

环比持平。据索比咨询，十一假期部分电池企业停工放假，10月电池排产继续下调。目前

电池端库存仍处于高位，电池片价格持续承压。

 本周组件价格下降。据 Infolink Consulting，P 型双玻 182/210组件本周均价分别

为 0.70/0.71（元/W），周环比-4.1%/-4.1%；TOPCon 双玻 182组件本周均价为 0.73（元

/W），周环比-1.4%；HJT双玻 210组件本周均价为 0.88（元/W），周环比持平。据索比

咨询，节前随着终端电站项目陆续启动，10月组件厂家排产有提升预期，而目前终端装机

推进尚未见明显好转，需求持续性仍需观察。节后交投氛围较为平淡，市场供需拐点未现，

组件价格或进一步下跌。

图表 22：光伏电池片价格走势 图表 23：光伏组件价格走势

来源：Infolink Consulting，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本周光伏玻璃价格不变。据 Infolink Consulting，3.2/2.0mm镀膜玻璃本周均价分

别为 21.25/12.5（元/平方米），周环比持平。

 本周光伏胶膜价格下降，粒子价格不变。据索比咨询，透明 EVA胶膜/白色 EVA胶

膜本周均价分别为 5.87/6.49（元/平方米），周环比分别为-3.8%/-3.6%；POE胶膜本周均

价为 8.51（元/平方米），周环比-20.5%。本周 EVA粒子均价为 10300（元/吨），周环比

持平，石化库存压力不高，对市场存在支撑。然需求端来说，“金九银十”下游企业需求

增长不明显，刚需依旧偏弱。市场业者对后市出现分歧，多谨慎观望为主。预计近期 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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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或大稳小动。

图表 24：光伏玻璃价格走势 图表 25：光伏胶膜价格走势

来源：Infolink Consulting，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索比咨询，中泰证券研究所

三、风电：粤东场址三海风集中送出工程陆上核准批复

1、本周海风进展梳理

本周，国内各区域项目审批进展：

 广东：近日，广东省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汕头海上风电潮阳登陆点

集中送出项目（陆上部分）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建设该项目。该项目为粤东场址三

海上风电集中送出工程陆上部分，规划在登陆点建设 1座陆上柔性直流换流站，换流站

总规模±500kV/6000MW，按 3个±500kV/2000MW 柔性直流单元合建的方案建设。

 福建：10月 8日，漳州六鳌 I-1区海上风电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该项目容量 200MW，拟布置 11台容量为 16.7MW 和 1台 25MW风电机组。

本周，国内各区域项目招投标进展：

 广东：10月 9日，广东电网、振华重工联合体预中标南方电网阳江三山岛海

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海上工程)施工。

 海南：10月 8日，中电建中南院预中标琼海市 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前期

工作。

 福建：10月 9日，中国石油海工工程中标华润连江外海海风项目 220kV海上

升压站建造及运输工程。

 山东：10月 12日，上海基础工程集团联合体预中标华能山东半岛北 L场址项

目 220kV海缆敷设施工。

近期，全球其他区域情况：

 德国：近日，莱茵集团（RWE）与德国 Steelwind Nordenham签署一项产能

预留协议，为其在欧洲的未来海风项目生产达 300根单桩基础，这些项目将于 2029年

底开始投运；近日，TotalEnergies 与 RWE 正式签署协议，宣布将收购德国 N-9.1 和

N-9.2 海风项目 50%的股权，这两个项目于 2024 年 8 月授权，预计 N-9.1 将于 2027
年、N-9.2将于 2028年做出投资决策。

 英国：近日，据 SSE透露，英国 Dogger Bank项目第一阶段—Dogger Bank A
风电场预计将推迟至 2025年下半年完工，晚于之前预计的 2025年上半年。第一次延

期系恶劣的天气条件、船舶可用性以及供应链延误，第二次延期系 5月和 8月发生的两

起叶片受损事故。

 意大利：近日，10月 8日，意大利开发商 Renexia与明阳智能签署 Med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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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GW浮式海上风电项目前端工程设计（FEED）合同。

 挪威：近日，挪威政府提出一项 350亿挪威克朗（约 30亿欧元）的支持计划，

旨在推动 Vestavind F和 Vestavind B区域内的首个商业浮式海上风电招标项目。

 韩国：近日，韩国五个漂浮式项目（1.5GW Gray Whale、1.5GW Haewoori、
0.8GW Bandibuli、1.13GW MunmuBaram 以及 1.13GW KF Wind 项目）与韩国电力

公司（KEPCO）签订了输电服务协议（TSA），以确保总计 6GW的清洁电力接入电网。

 全球：近日，据 RenewableUK最新报告，全球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的储备量

在过去 1年中从 244GW增加至 266GW，数量从 285个增至 316个。

海风需求催化，24-25年放量节奏提速。#广东区域：帆石一取得用海变更批复并开启

海缆招标、帆石二启动用海申请并且环评已受理、同时开启 EPC 招标，省管 7GW 竞

配项目已全部完成核准且有 0.9GW 项目完成风机采购+1.9GW 项目开启风机采购。#
广西区域：防城港 A场址标段一近期全容量并网；钦州项目已核准并完成 EPC招标。#
海南区域：CZ1-3项目已开工，万宁漂浮式项目完成风机以及风机基础招标，预计今年

CZ7、CZ8、CZ9等 3个海风示范项目也有望开工；#福建区域：连江外海、马祖岛、

福建平潭 A区、平潭长江澳项目已在今年陆续完成风机招标，此外莆田 DE区开启风机

招标、连江外海进一步启动海缆招投标工作。此外，近期 6-8月长乐外海 I区（北）、J
区、K区完成核准。#浙江区域：23年至今有 8GW+项目核准，有望陆续开工。其中瑞

安 1号、玉环 2号、嵊泗 3#/4#项目进展较快，已陆续完成风机或海缆采购。#江苏区

域：2.65GW 竞配项目均已核准并完成主要设备招标，有望年内开工。#上海区域：

800MW 竞配陆续启动招标。#山东区域：渤中 G、半岛南 U1/U2、半岛北 N2、半岛北

BW项目列为 24年省重点项目，其中半岛南 U1/U2已开工建设，渤中 G、半岛北 BW
项目已核准并完成风机海缆招标。此外，半岛北 K/L场址也在今年陆续开展风机、海缆

招投标工作。其他区域：河北海风逐步破冰，唐山 300MW、山海关 500MW、秦皇岛

JD1-2 500MW 项目均在 23-24年核准，唐山项目完成风机招标，山海关、祥云岛项目

开启 EPC 招标；大连庄河场址Ⅴ进入施工阶段，国电投大连花园口项目核准、有望逐

步启动。

2、海陆风招标数据追踪

据不完全统计，对于陆上风电机组，陆上项目累计启动招标 80.3GW（不含金开

2024年度 1GW 框架招标、国电投 4GW 框架招标、新华水电 2024年度 1GW集采、

中国能建 2024年 10GW 集采，中广核 2024-2025集采 2.35GW、大唐 2024-2025框

架招标 6GW、中石油 2024 年集采 10.1GW），9月招标 6.6GW，10月至今招标 0.11
GW。对于海上风电机组，2024年至今海上风电机组新增招标量 9181MW。

装机量上看，2024年 1-8月累计新增装机 33.61GW，同比+16.22%；其中 8月

新增装机 3.70GW，同比+41.76%，环比-9.09%。

陆风招标分析：本周，0.1GW项目启动风机采购招标。从区域看，从地区看，2
024年至今，我国华北地区陆风累计新增招标容量占比最高，占比达到 36.2%，新增招

标容量为 28490MW；其次为西北和东北地区，占比为 33.1%/8.1%，招标量为 26065
MW/6345MW。从业主看，2024年至今，华电集团新增招标规模最大，共招标 10281
MW，占比为 12.8%；国能集团新增招标 8915MW，占比为 11.1%，位列第二；华能集

团新增招标 7892MW，占比为 9.8%，位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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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陆风月度新增招标量（MW） 图表 27：海风月度新增招标量（GW）

来源：风芒能源等公众号，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风芒能源等公众号，中泰证券研究所统计

注：海风招标指海上风机招标项目（含 EPC）

图表 28：2024年海风招标业主分布 图表 29：2024年海风招标地区分布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3、海陆风中标数据追踪

陆上：2024 年 10月至今，陆风风电机组含塔筒的加权中标均价为 1622元/kW；

2024年 9月，陆风风电机组不含塔筒的加权中标均价为 1170元/kW。

海上：2024 年 2月海上风机中标候选人均价 3188元/kW（都不含塔筒）；3月

无开标项目；4月中标候选人均价 3508元/kW（含塔筒），5月无开标项目；6月中标

候选人均价 3025元/kW（其中 1GW不含塔筒）；7月中标候选人均价 3671元/kW（含

塔筒）；8月中标候选人均价 3134元/kW（含塔筒）；9月中标候选人均价 3082元/k
W（含塔筒）。

中标主机商分析（陆风）：据不完全统计，2024 年至今，远景能源、明阳智能、

金风科技等厂商已累计中标 76.7GW陆上项目（含国外中标项目）。其中，2024年至

今，金风科技中标 13591.8MW，占比 17.7%；远景能源中标 11539.9MW，占比 15.0%；

明阳智能中标 11480.5MW，占比 15.0%。

中标主机商分析（海风）：据不完全统计，2024初至今，海风累计中标 5.64G
W（不含已开标未公布中标结果的项目），其中金风科技、东方电气、明阳智能中标 2.
4/0.9/0.9GW，占比 43%/16%/16%。从各主机厂平均中标价格来看，我们统计平均价

格最低的是明阳智能 2941元/kW（不含塔筒），最高的是华锐电气 3912元/kW（主要

系项目容量小，仅为 5台风机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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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中标情况：本周，暂无海上风机采购中标。

海缆招中标详情：本周，暂无海缆招投标。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起，国内共

有 5.1GW/9个海上风电项目进行海底电缆公开招标；8个项目中标。亨通光电、中天

科技、宝胜股份、起帆电缆分别中标 14.53/17.82/3.24/3.03 亿元（东缆也有中标，部

分项目金额未公开）。

图表 30：陆风月度招标价格（元/KW） 图表 31：海风月度招标价格（元/KW）

来源：风芒能源等公众号，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32：陆风中标规模分布（按主机商，2024年） 图表 33：陆风中标价格分布（2024 年）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34：海风中标规模分布（按主机商，2024 年
起至今）

图表 35：海风中标价格分布（2024 年起至今）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4、“双碳”背景下，风电长期发展政策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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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大基地方面：政策加持，风光大基地建设持温。此前，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发

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成效明显——“碳达峰十大行动”进展（一）》，制定实施以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规划总规模约 450G
W，其中第一批风光大基地建设规模达 97.05GW，截至 2024 年新春茶话会，并网完

工 73GW，在建 24GW；第二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清单约 42GW，涉及内蒙古、宁夏、

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预计 2024年建成，截止年初已有并网 2.6GW。第三批基地

项目清单已正式印发实施，总规模约 47.78GW，其中青海 5.53GW，甘肃 14.2GW，

内蒙古 22.8GW，山东、江苏、山西均有入选，截止 24年初已有并网 128MW。

2024年 10月 9日，国家能源局召开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建设调度视频会，会议指出加

大开发建设力度，进一步落实好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等硬任务建设。

分散式风电方面：“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叠加备案制即将到来，助推分散式风电发

展提速。

在审批制度层面，2022 年 5月 30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新时

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首次提出风电项目由核准制调整为备案制。此外，

国家能源局于 2023年 10月 24日发布的通知指出，在现有许可豁免政策基础上将分散

式风电项目纳入许可豁免范围，不要求其取得业务许可证。该系列政策降低了风电建设

门槛，有助于促进分散式风电发展。2024 年 4 月，《关于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

行动 ”的通知》的落地再次促进风电的备案制变革，《通知》明确指出，要优化

审批程序，鼓励各地对“千乡万村驭风行动”风电项目探索试行备案制。在已下发

省级“驭风行动总体方案”的地区中，甘肃、山西、云南等均明确提出“探索试行备

案制 ”。截至目前，北京、重庆、青海、宁夏、黑龙江、吉林、辽宁、福建、云

南、湖南、贵州等 11 省（市）的风电项目核准权限留在省一级，甘肃、内蒙古、

河北、山东、浙江、广东、天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地方

核准权限下放至市（区）。此外，部分省市或自治区按风电站的不同类型划分核

准权限。

 2024年 3月，国家发改委、国能局、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千乡万村

驭风行动”的通知》，每个行政村不超过 20MW。据相关测算，目前全国约有 59万个行

政村，假如选其中具备条件的 10万个村庄，在零散土地上安装 4台 5兆瓦机组，就可

实现 20亿千瓦的风电装机，发展潜力巨大。同时，该通知还对项目审批程序、并网消

纳、并网消纳、市场机制和创新商业模式给予很大支持。2024 年 8 月 28 日，国家能

源局发布关于印发《省（自治区、直辖市）“千乡万村驭风行动”总体方案编制大

纲》的通知。

自 3月份国家层面《关于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的通知》发布后，安徽、

甘肃、山西、内蒙古、宁夏、云南、陕西、河北、江西、山东 10 省已发布工作

通知或实施方案，湖北、广东就驭风行动工作方案征求意见。

 老旧风场改造方面：2022 年 6月 1日，“以大代小”退役改造行动在国家九部委

联合发布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重点提出。2023 年 6月 5日，国家能源局

发布《风电场改造升级和退役管理办法》的通知，鼓励并网运行超过 15年或单台机组容

量小于 1.5兆瓦的风电场开展改造升级。在风电领域，截至目前，北京市、山西省等 28
个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下发相关文件。其中，浙江、宁夏等地提出具体实施机组

规模。2024 年 8 月 21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重点领域大规

模设备更新实施方案》的通知，鼓励并网运行超过 15 年或单台机组容量小于 1.5
兆瓦的风电场开展改造升级，并鼓励单机容量大、技术先进的行业主流机型替代原

有小容量风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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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方面：据我们统计，全国各省已发布的“十四五”海上风电规划总装机量

近 60GW。此外，目前有 4个省、市具备海上地方补贴政策，其中广东、山东补贴对象

主要是在 24年底前并网项目。

欧洲未来海风增量方面：据WindEurope，2023年欧洲海风装机 3.8GW，此外

预测欧洲 2024~2030年新增共计 94GW海上风电装机量，2023-2030年新增装机 CA
GR达 35.2%。欧洲化石能源供给受限及能源转型目标造就了欧洲未来可预期的广阔海

上风电市场，随着供应链、利率等问题逐步好转，预计 2025年及以后欧洲迎来海上风

电新增装机高峰，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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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6：分散式风电相关政策梳理

相关政策 关键内容

《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方案》
首次提出风电项目由核准制调整为备案制。

《关于进一步规范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电力业务许可管理的通知》

在现有许可豁免政策基础上将分散式风电项目纳入许可豁免范围，不要求其取得业

务许可证。

《关于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的
通知》

每个行政村不超过 20MW。据相关测算，目前全国约有 59万个行政村，假如选其

中具备条件的 10万个村庄，在零散土地上安装 4台 5兆瓦机组，就可实现 20亿千

瓦的风电装机，发展潜力巨大。同时，该通知还对项目审批程序、并网消纳、并网

消纳、市场机制和创新商业模式给予很大支持。

《关于印发安徽省风电乡村振兴工程总

体方案的通知》

全省 2022年集体经济经营收益 20万元以下村集体经济组，按照每个村 500千瓦标

准配置乡村振兴风电项目建设规模，以县为单位统一组织实施。全省规划实施乡村

振兴风电项目装机规模 200万千瓦左右，建成后每个低收入村每年增收 5万元及以

上。

《关于开展甘肃省“千家万户沐光行

动”“千乡

万村驭风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

试点项目每个市选择 1个县，每个县选 1-2个行政村，结合当地电网可承载能力，

每个行政村规模不超过 20兆瓦。

《甘肃省“千家万户沐光行动’千乡万村

驭风行动”试点实施方案》

在每个市选择一个县，每个县选择 1-2个行政村，涉及除武威、张掖以外 12个市州

和兰州新区的榆中县、金川区、瓜州县、白银区、清水县、崆峒区、宁县、通渭县、

宕昌县、夏河县、永靖县等 11个县（区）25个行政村。试点项目应于 2024年底

完成审批，2025年 6月底前全部完成投产。

《山西省驭风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工程总

体方案》

主要目标为，以市为单位，各市选取 2-5个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的县，建

成一批就地就近开发利用的乡村振兴风电项目，每个市不超过 20万千瓦，每个县

不超过 5万千瓦，每个行政村不超过 2万千瓦，全省规划下达乡村振兴风电项目规

模 200万千瓦左右，力争 2026年底建成。

《云南省“千乡万村驭风行动”总体方案》
以行政村为单位，分阶段建成一批就地就近开发利用的风电项目，原则上每个行政

村不超过 20兆瓦。从示范试点起步，稳步推广，全面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千乡(苏木)万村 (嘎查)
驭风行动”实施方案》

以农村牧区风能资源和零散空闲土地资源为基础，综合考虑农村牧区分散式风电项

目建设条件、配电网承载力、用地政策、支持生态环保和生产运行安全等，统筹布

局、科学确定“千乡(苏木)万村(查)驭风行动，项日规模和场址，确保项目建成后安

全运行。原则上每个旗县(市、区)试点项目总规模不超过 50兆瓦，单个试点查村项

日规模不超过 20兆瓦(开发区、移民示范区项日纳入所在旗县(市、区)统筹实施)。

《宁夏回族自治区“千乡万村驭风行动”
总体方案》

在全区选取风能资源好、具备电网接入和消纳条件、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较低的地

区组织开展 35万千瓦试点项目，其中：银川市 5万千瓦、石嘴山市 4万千瓦、吴

忠市 18万千瓦、固原市 4万千瓦、中卫市 4万千瓦。通过试点项目建设运营，探

索形成“村企合作”的风电投资建设新模式和“共建共享”的收益分配新机制，助力乡村

振兴重点县区村集体经济经营收益有效提高，力争每万千瓦试点项目提高对应村集

体年收入不低于 10万元。结合试点经验，适时开展后续项目布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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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陕西省千乡万村驭风行动方

案的通知》

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以县为单位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的行政

村，在市级初审、省级审核推进的基础上建成一批就地就近开发利用的御风行动风

电项目。每个村项目容量不超过 20兆瓦。御风行动项目原则上应于 2025年 12月

底前核准开工，2026年 12月底前建成投产。

《河北省“千乡万村驭风行动”试点工作

方案》

原则上每个社区的市组织申报不超过一个试点县（市、区）、5个试点乡镇、5个

试点村，雄安新区、辛集市、定州市不超过一个试点乡镇、一个试点村，三类试点

不交叉重叠，原则上每个试点村规模不超过 2万千瓦。更加侧重绿色低碳转型，结

合农村能源革命，重点在工商业园区、重点工业乡镇周边发展试点风电项目，实现

就地就地消纳，确保 2026年底前建成投运。

《广东省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试点，

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
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综合本地风资源条件、电网接入、土地条件和地方积极性等因素，每个地市最多选

择 6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每个行政村试点规模不超过 20兆瓦，重点支持在省直机

关及有关单位组团纵向帮扶支持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县以及省直和中职驻粤单位定点

帮扶的镇开展试点，力争在 2025年底前建成一批就地就近开发利用的风电项目。

《关于印发江西省“千乡万村驭风行动”
总体方案的通知》

在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域农村地区，以就地就近开发利用的分散式风电项目为

主，以县为单位统一组织，分年分批次有序实施。先期重点在电网有消纳空间或具

备调节性能力电源的县（市、区）域开展试点，每个设区市统筹申报 1~2个县，所

在县不超过 4万千瓦风电建设容量，后续结合试点实际逐步扩大范围，力争用 3~5
年时间完成。

《关于征求湖北省“千乡万村驭风行动”
工作方案意见的函》

每个地市（含恩施自治州）可申报一个试点县（市、区），每个试点县市区原则上

建设规模不超过 7万千瓦，布点 7~10个行政村，单个村不超过 2万千瓦。潜江、

仙桃市原则上建设规模不超过 3万千瓦，布点 3~5个行政村。天门市的乡村风电项

目纳入国家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实施方案，不再重复申报，后续年度根据 2024
年度试点项目建设情况，对工作方案进行优化后持续推进实施。

《关于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试
点申报工作的通知》

国家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试点单位直接纳入试点。每个试

点县（市、区）申报不超过 5个村，每个村装机容量不超过 2万千瓦（20MW）。优

先采用 5MW及以上大容量、高效率、低噪声、环境友好型风电机组，最大程度降

低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鼓励采用租赁等形式配置一定比例储能设施。原则

上，一个县（市、区）投资主体不少于 2家。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地方政府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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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7：老旧风场改造相关政策梳理

省市 日期 相关政策 关键内容

宁夏
2021/8
/30

《关于开展宁夏老旧风电场“以
大代小”更新试点的通知》

更新试点主要针对全区并网运行时间较长、单机容量在 1.5兆瓦及以

下、连续多年利用小时数低下、存在安全隐患的项目。到 2025年，

力争实现老旧风电场更新规模 200万千瓦以上、增容规模 200万千

瓦以上，充分释放存量项目资源潜力，基本解决老旧风电场存在的突

出问题，提升风电并网安全性、可靠性。

全国
2022/6
/1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积极推进资源优质地区老旧风电机组升级改造，提升风能利用效率。

全国
2023/6
/16

《风电场改造升级和退役管理办

法》

"鼓励并网运行超过 15年或单台机组容量小于 1.5兆瓦的风电场开展

改造升级，并网运行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风电场应当退役，经安全运

行评估，符合安全运行条件可以继续运营。

全国
2024/3
/7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探索在风电等新兴领域开展高端装备再制造业务。加快风电产品设备

残余寿命评估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

山西
2024/4
/3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

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探索发展风电光伏等装备再制造业务。强化风电等产品设备残余寿命

评估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探索在大同、

忻州、朔州、运城等风电、光伏装机规模较大的市率先布局退役风电、

光伏设备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浙江
2024/4
/9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

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若干举措的通知》

到 2027年，完成风电装机升级改造 7万千瓦以上。探索开展风电设

备残余寿命评估，推进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

山东
2024/4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

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探索在风电等新兴领域开展高端装备再制造业务。加快风电产品设备

残余寿命评估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

广东
2024/4
/13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

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推进已达或临近寿命期的风电和光伏发电设备退役改造，提升装机容

量和发电效率。推动风电等新兴领域再制造产业发展，有序推进产品

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制修订退役光伏风电等回收利用标准。

河南
2024/4
/16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

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探索在风电等新兴领域开展高端装备再制造业务。再制造产品设备质

量特性和安全环保性能应不低于原型新品。加快风电等产品设备残余

寿命评估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

湖南
2024/4
/11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

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探索风电等新兴领域开展高端装备再制造业务。强化风电等产品设备

残余寿命评估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统

筹探索布局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天津
2024/4
/16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

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对具备条件的风电光伏等废旧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开展梯次利用。

福建
2024/4
/17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褔建

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探索在风电光伏等新兴领域开展高端装备再制造业务。积极参与国家

风力发电机及产品升级与退役等标准制定。围绕风电装备等重点领

域，加强新技术新产品创新迭代，增强高端供给能力。

宁夏
2024/4
/22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

方案》

对单机 1.5兆瓦以下风电机组实施“以大代小”更新改造。开展老旧光

伏电站升级试点，提升发电效率。到 2027年，“三改联动”累计完成

改造 560万千瓦，老旧风电场更新改造 200万千瓦以上。探索在风

电光伏等新兴领域开展高端装备再制造业务。加快风电光伏等产品设

备残余寿命评估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

黑龙

江
2024/4
/19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

龙江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支持单机容量小于 15兆瓦的风机以旧换新、以大换小。加快风电光

伏、动力电池等产品设备残余寿命评估技术研发，构建设备寿命评估

方法和技术体系，有序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延续利用和梯次利

用，率先发展风电设备中发电机、齿轮箱、主轴承等高值部件以及光

伏逆变器等关键等部件再制造。落实风力发电机及产品升级与退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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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内蒙

古
2024/4
/22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任务落实方案

的通知

支持自治区风电光伏等优势装备制造业在设备更新改造中加快发展，

研究制定关于促进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的指导意见。推动相

关盟市风电光伏等退役新能源设备回收循环利用产业基地建设。结合

自治区实际开展风电光伏设备管理、回收利用等标准研制，为国家相

关标准体系提供有益补充。

河北
2024/4
/22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推动风电场上大压小改造升级。围绕研发设计、中试验证、检验检测

等薄弱环节，更新升级一批实验检测设备。

重庆
2024/4
/26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

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早期投运且存在设计缺陷的风电机组原则上应改尽改。探索开展风电

等新兴领域的废弃产品残余使用年限评估，推进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

利用。积极开展风电设备循环利用等重大技术装备科技攻关。

贵州
2024/5
/6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推进风电光伏等领域设备再制造，加快风电光伏等产品设备残余寿命

评估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

北京
2024/4
/27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

市积极推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

有序实施老旧风电设备更新，提高发电效率和年发电小时数，增加本

地绿电供应。

广西
2024/4
/28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广西积极推动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

探索在风电光伏等新兴领域开展高端装备再制造业务。

青海
2024/4
/28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海省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重点谋划推进风机叶片回收利用，探索在海南、海西等风电装机规模

较大的地区率先布局退役风电设备循环利用产业基地。加快制定修订

风电设备及产品升级和退役标准。

陕西
2024/4
/29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动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若干措施的通知

加强再制造产品评定，开展风电等产品设备残余寿命评估技术研发。

加强风电光伏等回收利用。

江西
2024/4
/29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

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结合实际推进风电机组设备更新升级。探索发展风电光伏等装备再制

造业务。

吉林
2024/4
/30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布局风电退役设备循环利用产业链全程再生示范项目，建设东北地区

风电设备再生利用区域中心。

安徽
2024/5
/20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探索在风电等新兴领域开展高端装备再制造业务。探索开展风电设备

残余寿命评估，推进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探索开展风力发电机

及产品升级与退役标准研制。

四川
2024/5
/16

关于印发四川省以大规模技术改

造带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行动方

案的通知

开应退役风电等高端装备再制造，支持建设国家再制造产业集聚区。

湖北
2024/4
/19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湖北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

知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依托龙头企业，打造区域性

风力发电设备机组等再生

资源深加工产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循环经济集聚区。

海南
2024/5
/24

海南省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

施方案

聚焦海上风电装备等重点领域，加快推动典型应用场景创新应用，在

关键技术装备领域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

新疆
2024/5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的通知

探索在哈密、昌吉、乌鲁木齐、喀什等风电装机规模较大的地(州、

市)率先布局退役风

电循环利用产业基地。探索发展风电光伏等装备再制造业务。强化风

电等产品设备残余寿命评估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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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利用。

上海
2024/5
/31

关于印发《上海市推动工业领域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创新产品扩大

应用的专项行动》的通知

探索在风电等新兴领域开展高端再制造业务加快风电等产品设备残

余寿命

评估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

辽宁
2024/6
/9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

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逐步开展风电场改造升级，参与风电设备及产品升级与退役标准研

制。

四川
2024/5
/11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

省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开展退役风电设备等高端装备再制造，加快风电等产品设备残余寿命

评估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

西藏
2024/6
/18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

藏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探索在风电领域开展高端装备再制造业务，有序推进风电等产品设备

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

四川
2024/6
/12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我省陆

上风电发展的通知》

按照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决策部署，鼓励并网

运行超过 15年或单台机组容量小于 1.5兆瓦的风电场开展改造升级，

实现土地资源风能资源、电网资源提质增效，提升风电场资源利用效

率和发电水平。

来源：地方政府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38：海上国补退出，地补接力

来源：地方政府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39：欧洲主要国家 2030年海上风电累计装机
目标（单位：GW）

图表 40：2024-2030 欧洲海上风电新增装机预测
（单位：GW；%）

来源：各国政府网站，GWEC，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法国是 2035年目标，波兰是 2027年目标

来源：WindEurope，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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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端变化情况：风电零部件环节原材料成本占比普遍较高，对企业单位盈利水

平具体一定影响。截至 10月 12日，中厚板均价 3867元/吨，环比上周+3.5%，铸造生

铁均价 3500元/吨，环比上周+6.1%，环氧树脂均价 13100元/吨，环比上周持平。

图表 41：中厚板价格走势（元/吨） 图表 42：生铁价格走势（元/吨）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43：环氧树脂价格（元/吨）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四、投资建议

锂电：1）看好后续价格相对稳定，成本有下降空间的环节，电池推荐【宁德时代】

【亿纬锂能】；材料建议关注【尚太科技】【科达利】【湖南裕能】【天赐材料】；2）看好

快充渗透率提升带来的迭代机会，推荐信德新材，建议关注【黑猫股份】【天奈科技】；

3）看好锂电新技术方向固态电池的主题行情，建议关注【瑞泰新材】等

储能：全球大储需求多点开花，H2有望戴维斯双击。展望 Q3，光储发货加速叠加

海外比例提升，龙头业绩继续加速释放，叠加在手订单支撑估值逐步切 25年，板块有望

迎来戴维斯双击，标的【上能电气】【阳光电源】【阿特斯】【科华数据】【盛弘股份】

【禾望电气】【通润装备】等；户储板块，Q3发货有望再上台阶，叠加 Q4欧洲德语区

需求修复、东北欧放量，以及新兴市场进入发货小高峰，排产有望继续向上并进一步强化

市场对板块 25年信心，标的【德业股份】【艾罗能源】【锦浪科技】【禾迈股份】【固

德威】【昱能科技】等

 光伏：光伏迎 4季度传统旺季，10月排产预计环比提升，玻璃库存自 4月来首次

出现下降，板块积极信号明显，建议充分重视，建议重视已充分体现经营韧性和阿尔法的

光伏龙头：【福斯特】【福莱特】【聚和材料】【中信博】【钧达股份】等；同时建议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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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关注主材龙头：隆基绿能/晶科能源/晶澳科技/天合光能/通威股份/横店东磁等

 风电：H2迎量价修复，25年量利也值得期待。近期，英国授予 5.34GW海风 Cfd
合同，挪威提出一项 350亿挪威克朗（约 30亿欧元）的支持计划拟支持浮式海风项目，海

外海风景气向上；国内海风重点项目陆续开工，下半年交付值得期待。近期，帆石一取得

用海变更批复，并启动两回 500kV海缆招标；帆石二提出用海申请并且环评已受理，同时

开启 EPC招标；青洲五/七海缆集中送出工程环境影响文件审查。江苏和广东项目近期有望

逐步开工，对应单桩企业已收到业主交付的备料款，交付量预计环比上半年明显提升，建

议重点关注：1、充分受益于国内外海风需求释放的海缆龙头：【东方电缆】【中天科技】

【起帆电缆】等；塔筒单桩龙头：【大金重工】【天顺风能】【润邦股份】【泰胜风能】

【海力风电】【天能重工】等 2、经营拐点向上叠加出海打开成长空间的整机龙头：【金风

科技】【运达股份】【明阳智能】【三一重能】等 3、具备强阿尔法的细分零部件龙头，25
年量价齐升弹性可期：【金雷股份】【日月股份】等

风险提示

 装机不及预期。

 原材料大幅上涨。

 竞争加剧风险。

 研报使用的信息更新不及时风险。

 第三方数据存在误差或滞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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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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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

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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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PositionMessageStart$$$$LargePositionMessageEnd$$
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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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

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本报告中

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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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

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

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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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并进行交易，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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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布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

本报告版权归“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事先未经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对本报告进

行任何形式的翻版、发布、复制、转载、刊登、篡改，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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