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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 181.30GW，同比+27.17%   

——光伏行业周报（2024.11.18-11.22）  
 
 

 

 
 

◼ 行情回顾 

过去一周，电力设备行业下跌 1.66%，在所有一级行业中涨跌幅排名

第 17。从申万二级行业看，电机上涨 1.04%，其他电源设备上涨

0.38%，电网设备下跌 0.64%，电池下跌 0.71%，风电设备下跌

2.18%，光伏设备下跌 4.68%。从申万三级行业看，光伏电池组件下

跌 3.12%，光伏辅材下跌 4.57%，光伏加工设备下跌 6.71%。 

◼ 核心观点 

CPIA 发布 11 月上旬组件含税成本为 0.69 元/W，相比 10 月发布成

本数据提升 0.01 元/W。CPIA 发布 11 月上旬光伏主流产品（N 型

M10 及 G12R）各环节综合成本数据，最终组件含税成本为 0.690 元

/W，相比较 10 月发布数据提升 0.01 元/W。我们认为行业协会定期

发布成本数据，有助于组件价格企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 出口数据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10 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为 20.42GW，同比

+49.93%，环比-2.25%；1-10 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 181.30GW，同比

+27.17%。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1-10 月国内电池组件出口总金额为 268.42 亿美

元，同比-30.82%；其中 10 月电池组件出口总金额 21.63 亿美元，同

比-19.29%。10 月逆变器出口金额 6.59 亿美元，同比+19.03%；1-10

月逆变器累计出口 69.90 亿美元，同比-20.57%。 

◼ 价格观察 

根据硅业分会，本周 N 型棒状硅均价 4.05 万元/吨,环比-2.88%，N 型

颗粒硅均价 3.70 万元/吨，环比-0.80%，P 型致密料均价 3.43 万元/

吨，环比-0.58%。182P 型硅片均价分别为 1.15 元/片，环比持平；

210P 型硅片 1.70 元/片，环比持平。PERC 182 电池片均价 0.275 元

/W，环比持平，PERC 210 电池片均价 0.28 元/W，环比持平。PERC 

182 双玻组件 0.68 元/W，环比持平。PERC 210 双玻组件 0.69 元/W，

环比持平。TOPCon 182 电池片均价 0.275 元 /W，环比+1.9%。

TOPCon 182 双玻组件 0.71 元/W，环比持平。HJT 210 双玻组件 0.87

元/W，环比-0.6%。 

 

◼ 投资建议 

持续看好供给侧改革带来各环节盈利能力提升，建议关注受益技术迭

代、持续引领行业降本增效的龙头公司：协鑫科技、隆基绿能、晶科

能源、高测股份等。 

 

◼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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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观点 

CPIA 发布 11 月上旬组件含税成本为 0.69 元/W，相比 10 月发布成本

数据提升 0.01 元/W。根据 CPIA 数据，2024 年 11 月 1 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成本模型专家论证会，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等推荐专家，就协会提出成本模型测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精准性听取专

家意见。专家一致认为，成本模型对成本要素进行了综合考量，结构完整，

设计合理；数据的收集范围具有广泛代表性，体现了先进光伏产品的行业

平均成本水平；成本数据的收集及上报，将对主管部门了解行业情况、加

强行业管理提供重要工具；对于统一行业认知，抑制光伏产品低于成本价

竞争具有重要意义。CPIA 发布 11 月上旬光伏主流产品（N 型 M10 及

G12R）各环节综合成本数据，最终组件含税成本为 0.690 元/W，相比较

10 月发布数据提升 0.01 元/W。我们认为行业协会定期发布成本数据，有

助于组件价格企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2. 行情回顾 

过去一周，电力设备行业下跌 1.66%，在所有一级行业中涨跌幅排名

第 17。万得全 A 收于 5014 点，下跌 106 点，-2.08%，成交 85322 亿元；

沪深 300 收于 3866 点，下跌 103 点，-2.60%，成交 19444 亿元；创业板指

收于 2176 点，下跌 68 点，-3.03%，成交 22937 亿元；电力设备收于 7437

点，下跌 126 点，-1.66%，成交 6498 亿元。从涨跌幅排名来看，电力设备

板块在 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17。 

 

图1: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比较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申万二级行业涨跌幅：过去一周，电机涨幅最大，光伏设备跌幅最大。

电机上涨 1.04%，其他电源设备上涨 0.38%，电网设备下跌 0.64%，电池

下跌 0.71%，风电设备下跌 2.18%，光伏设备下跌 4.68%。 

申万三级行业涨跌幅：过去一周，光伏电池组件跌幅最小，光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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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跌幅最大。光伏电池组件下跌 3.12%，光伏辅材下跌 4.57%，光伏加

工设备下跌 6.71%。 

 

图2:申万二级行业涨跌幅比较  图3:申万三级行业涨跌幅比较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光伏设备行业个股涨跌幅：过去一周，涨幅前三的个股分别为欧晶科

技 +12.84%、欧普泰 +5.06%、双良节能 +4.36%、跌幅前三的个股分别为

沐邦高科 -16.82%、中信博 -11.36%、时创能源 -10.96%。 

 

图4:光伏设备行业个股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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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伏行业数据跟踪 

3.1. 装机：1-10 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 181.30GW，同比+27%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10 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为 20.42GW，同比

+49.93%，环比 -2.25%；1-10 月国内光伏新增装机 181.30GW，同比

+27.17%。 

2024Q3 集中式光伏电站新增装机 26.06GW，分布式光伏电站新增装

机 32.34GW。 

 

图5:月度装机对比  图6:集中式与分布式季度新增装机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甬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甬兴证券研究所 

 

3.2. 出口：10 月逆变器出口金额 6.59 亿美元，同比+19.03%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1-10 月国内电池组件出口总金额为 268.42 亿美元，

同比-30.82%；其中 10 月电池组件出口总金额 21.63 亿美元，同比-19.29%。

10 月逆变器出口金额 6.59 亿美元，同比+19.03%；1-10 月逆变器累计出口

69.90 亿美元，同比-20.57%。 

 

图7:电池组件出口金额  图8:逆变器出口金额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甬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甬兴证券研究所 

 

3.3. 排产：10 月国内多晶硅产量为 13.3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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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硅业分会数据，2024 年 10 月国内多晶硅产量为 13.36 万吨，环比

-3%。 

 

图9:国内多晶硅月度产量 

 
资料来源：硅业分会，甬兴证券研究所 

 

根据硅业分会数据，2024 年 10 月国内硅片产量 43.61GW，环比-

1.58%。 

 

图10:国内硅片月度产量 

 
资料来源：硅业分会，甬兴证券研究所 

 

3.4. 产业链价格 

硅料价格：根据硅业分会，本周 N 型棒状硅均价 4.05 万元/吨,环比-

2.88%，N 型颗粒硅均价 3.70 万元/吨，环比-0.80%，P 型致密料均价 3.43

万元/吨，环比-0.58%。 

 

根据 PV Infolink，182P 型硅片均价分别为 1.15 元/片，环比持平；

210P 型硅片 1.70 元/片，环比持平。 

  

电池片价格：根据 PV Infolink，PERC 182 电池片均价 0.275 元/W，环

比持平，PERC 210 电池片均价 0.28 元/W，环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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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根据 PV Infolink，PERC 182 双玻组件 0.68 元/W，环比持平。

PERC 210 双玻组件 0.69 元/W，环比持平。 

  

N 型电池片和组件：根据 PV Infolink 数据，TOPCon 182 电池片均价

0.275 元/W，环比+1.9%。TOPCon 182 双玻组件 0.71 元/W，环比持平。

HJT 210 双玻组件 0.87 元/W，环比-0.6%。 

 

图11:棒状硅价格（元/kg）  图12:颗粒硅与棒状硅价格比较（元/片） 

  
资料来源：硅业分会，甬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硅业分会，甬兴证券研究所 

 

图13:硅片价格（元/W）  图14:电池片价格（元/W） 

  
资料来源：PV Infolink，甬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 Infolink，甬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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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PERC 双玻组件价格（元/W）  图16:N 型双玻组件价格（元/W） 

  
资料来源：PV Infolink，甬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V Infolink，甬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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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业与公司动态 

4.1. 行业新闻 

表1:行业新闻 

序号 内容 

1 

曲靖市陆良县光伏发电项目投资人中标候选人公示，共有 3家企业入围。其中，第一中标候选人为龙

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候选人第 2名为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中标候选人第 3名为国

能盈江新能源有限公司。根据招标公告，此招标项目规模共 280MW，包括： 大莫古爱位光伏发电项

目（项目地点：曲靖市陆良县，总装机容量 5万千瓦，场址中心坐标 E103.6633、N24.9072）；竹子

山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地点：曲靖市陆良县，总装机容量 18万千瓦，场址中心坐标 E103.7716、

N25.1881）；马塘光伏发电项目（二期）（项目地点：曲靖市陆良县，总装机容量 5万千瓦，场址中

心坐标 E103.8355、N24.9872），计划投资约 10亿元 。 

2 

新疆电力巴州发电公司国能巴州抽水蓄能项目配套 40万千瓦光伏项目光伏组件采购公开招标中标结

果公告。项目共分为两个标段，中标人均为通威股份，按照直流侧装机数据，标段一、二每瓦折合单

价分别是 0.7228元、0.7229 元。 

3 
中广核新能源 2025年度光伏逆变器设备框架集采发布，分为 3个包件，共计分为 5个标段，合计容

量 1050万千瓦。 

4 

灵绍直流配套灵武 200万千瓦复合光伏基地项目 EPC 工程招标中标候选人公布，中标候选人第一名分

别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信息产

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单价区间在 1.56-1.644元/W。 

5 
湖南能源集团红寺堡区新能源基地 300万千瓦光伏复合发电(一期 100万千瓦)项目光伏场区第一至七

区工程 EPC总承包中标结果公示。 

6 

湖南发展公告，全资子公司湖南发展新能源拟利用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果子熟了生产车间厂房屋顶，

投资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规划直流侧装机容量约 7.28MWp，交流侧装机容量约 6MW，静态总投

资约 2475.2万元。 

资料来源：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甬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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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公告 

表2:公司公告 

公告发布时间 公司名称 公告内容 

2024.11.20 双良节能 
公司中标中煤伊犁 2×66 万千瓦热电联产工程间冷设备采购项目，中标金额为

1.1398 亿元，占 202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0.49%。 

2024.11.20 聚和材料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陈耀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1,805,701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9.01%。公司近日收到股东陈耀民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陈耀民先生计划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 7,261,008 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3%。其

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2,420,33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4,840,67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2%。

上述股份减持价格按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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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宏观经济、政策等均可能对光伏行业下游需求产

生较大影响，光伏下游需求面临不及预期风险。 

市场竞争加剧：随着各环节产能快速扩张，行业面临竞争加剧、盈利

能力下降风险。 

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国际贸易政策影响国内产品出口，一旦政策发

生较大波动带来的贸易壁垒可能会造成国内企业出货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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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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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勤勉尽责的职业态度，

专业审慎的研究方法，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保证报告采用的信息均来自合规渠道，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

责。负责准备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人员在此保证，本报告所发表的任何观点均清晰、准确、如实地反映了研究

人员的观点和结论，并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此外，所有研究人员薪酬的任何部分不曾、不与、也将不会与

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公司业务资格说明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投资评级体系与评级定义 

股票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公司基本面及（或）估值预期以报告日起 6 个月

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表现的看法。 

 买入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持 股价表现将强于基准指数 5-20% 

 中性 股价表现将介于基准指数±5%之间 

 减持 股价表现将弱于基准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分析师给出下列评级中的其中一项代表其根据行业历史基本面及（或）估值对所研究行业以报

告日起 12 个月内的基本面和行业指数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表现的看法。 

 增持 行业基本面看好，相对表现优于同期基准指数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相对表现与同期基准指数持平 

 减持 行业基本面看淡，相对表现弱于同期基准指数 

相关证券市场基准指数说明：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港股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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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准指数。 

投资评级说明： 

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投资者应区分不同机构在相同评级名称下的定义差异。本评级体

系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投资者买卖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完整

的观点与信息，投资者不应以分析师的投资评级取代个人的分析与判断。 

 

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

证券或期权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以及金融产品等各种服务。因此，投

资者应当考虑到本公司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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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应当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判断。 

 

版权声明 

本报告版权归属于本公司所有，属于非公开资料。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

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转载、刊登和引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

责任由私自翻版、复制、转载、刊登和引用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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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由本公司发布，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且对于接收人而言具有保密义务。本公司并不因相关人员通过其他途

径收到或阅读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客户。客户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及其他交流方式等只

是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需以本公司发布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接受客户的后续问询。本报告首页列示的联系人，

除非另有说明，仅作为本公司就本报告与客户的联络人，承担联络工作，不从事任何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业务。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本报告中的信息、意见等均仅供客户参考，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

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客户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

思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家的意见。客户应自

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公司特别提示，本公司不会与任何客户以任何形式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分担

证券投资损失，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市场有风险，投资

须谨慎。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和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意见、评估及预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

改。过往的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预示和担保。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

致的研究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本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

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或交易

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