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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不断产业化，行业高景气迎发展大时代

—2023.01.02-2023.01.08 电力新能源行业周报

核心观点和投资建议

◎行情回顾（2023.1.2-2023.1.8）

2023 年第一周，31 个申万一级行业有 28 个行业上涨。涨幅最大的行业是计算机

行业（5.2%），建筑材料和通信行业涨幅也超过 5%。跌的最多的是农林牧渔行业

（-1.2%），其次是社会服务（-1%）和交通运输（-0.1%）。涨幅超过 5%的有 3

个行业，超过 4%有 5 个行业，超过 3%有 11 个行业，超过 2%的有 23 个行业。其

中电力设备板块半周涨幅为 4.9%，排名第四。

◎新能源车板块

据中汽协预计，2023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 900 万辆级别，同比+35%，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有望充分受益于电动车渗透率不断提升的大趋势。重点关

注：锂电池产业链中，锂资源板块建议关注自供率较高的龙头公司：赣锋锂业、

江特电机、永兴材料、中矿资源；景气度维持高位的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

国轩高科、孚能科技、欣旺达、鹏辉能源。锂电材料产业链建议关注龙头议价能

力强、一体化布局及海外拓展发展国际战略化企业，重点关注：正极材料板块建

议关注磷酸铁锂及高镍三元龙头包括：德方纳米、当升科技、容百科技；负极材

料板块：璞泰来、贝特瑞、杉杉股份；电解液板块：天赐材料、新宙邦、石大胜

华；隔膜板块：恩捷股份、星源材质。锂电池回收领域在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即将

迎来退役潮的背景下，建议关注在动力电池回收及制造、备电和充放电领域具备

先发及一体化优势的企业，包括：格林美、天奇股份、宁德时代、华友钴业、光

华科技。新能源整车板块包括：传统车企比亚迪、广汽集团，新势力车企蔚来汽

车、小鹏汽车等。

◎光伏、风电板块

光伏板块：重点关注昱能科技、禾迈股份、德业股份；建议关注光伏电站运营商，

新投电站成本下降，年投建规模提升芯能科技、太阳能等；风电板块，重点关注：

海风成长性相关度高与抗通缩表现较强的海缆与塔筒管桩环节东方电缆、大金重

工)、海力风电、天顺风能。具备成本优势与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包括：天能重工、

日月股份、明阳智能、金风科技、中材科技、金雷股份等。

◎投资风险提示

新能源装机需求不及预期，新能源发电政策不及预期政策、行业竞争加剧致价格

超预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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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行业动态

1.国家能源局：交通领域大力推动新能源、氢燃料电池汽车全面替代传统能源汽车

国家能源局就《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

推动多领域清洁能源电能替代，充分挖掘用户侧消纳新能源潜力。推动各领域先进电气化技

术及装备发展进步并向各行业高比例渗透，交通领域大力推动新能源、氢燃料电池汽车全面

替代传统能源汽车，建筑领域积极推广建筑光伏一体化清洁替代。工业领域加快电炉钢、电

锅炉、电窑炉、电加热等技术应用，扩大电气化终端用能设备使用比例。积极培育电力源网

荷储一体化、负荷聚合服务、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等贴近终端用户的新业态新模式，整

合分散需求响应资源，打造具备实时可观、可测、可控能力的需求响应系统平台与控制终端

参与电网调度运行，提升用户侧灵活调节能力。

2.英国2022年风力发电量创新高 在发电总量占比升至26.8%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英国国家电网电力系统运营商(ESO)1月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英国2022年的风力发电量创下新高，在英国电力来源构成中占比26.8%，仅次于天然气的

38.5%。此外，核能的占比为15.5%，进口占比5.5%，生物燃料占比5.2%，太阳能占比4.4%，

氢气占比1.8%，煤炭占比1.5%。而2012年时煤炭占比达到43%。

3.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推动新能源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中央企业新能源智慧运维服务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京举行。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

任翁杰明表示，有关中央企业要重点布局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大力发展大功率海上风电、

高效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装备和新能源汽车等应用终端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成为我国经济

增长的新引擎。

4.电力吃紧 贵州电网对电解铝企业实施第三轮压减负荷

贵州电网1月5日发布通知，对该省电解铝企业实施第三轮停槽减负荷。通知称，当前贵

州省气温大幅降低，取暖负荷激增，全省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在已对非电解铝“两高”

等企业采取负荷控制措施，且已对电解铝企业实施两轮负荷管理106.6万千瓦的基础上，仍

无法覆盖电力缺口，水电蓄能仍然呈现快速下滑趋势，已降至近十年最低的32.36亿千瓦时。

经省能源局同意，决定对省内电解铝企业实施第三轮停槽减负荷。通知要求，对贵州华仁新

材料有限公司、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五户电解铝企业实施第三轮停槽减负荷50万千瓦，

1月5日启动停槽减负荷，5日执行到位。这已是贵州电网自2022年12月中旬以来发布的第三

轮电解铝压减负荷通知。

5. 国常会定调进一步抓好能源保供 专家建议煤电产业资源向头部集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就抓好能源保供指出，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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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落实帮扶煤电企业纾困政策，支持能源企业节日安全正常生产，强化能

源调度，做好电力、天然气顶峰保供预案，确保民生用能，加强重点地区、行业和企业用能

保障。此外，国资委于2022年12月30日召开在京部分中央企业座谈会，会上提出全力做好迎

峰度冬能源电力保供稳价工作。国资委强调，加大对优质煤炭资源储备和开发力度，加强重

要能源、油气资源开发增储上产，进一步增强能源电力供应支撑托底能力。国资委数据显示，

2022年以来，中央企业煤炭日均产量296万吨，同比增长7.6%，再创历史新高。

为了加强能源保供，据证券日报报道，国资委对中央企业所属多个煤矿、煤电厂、水电

站、燃气电厂实施动态监测，建立日调度机制，此外，国资委创新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

发电企业发行2000亿元能源保供特别债进行注资，资金到位后第一时间拨付基层电厂，有力

保障岁末年初购煤资金需求。

二、本周公司重点事件

1. 龙元建设：与天合光能进一步深化合作

1月7日，龙元建设公告称，公司与天合光能签署投资协议，龙元建设、天合光能及龙元

明筑管理层持股平台拟分三期对龙元明筑进行增资扩股，总增资金额约14.5亿元。其中首期

增资5亿元，龙元建设、天合光能/管理层持股平台分别增资1.40亿元、3.37亿元、0.23亿元，

增资扩股完成后，三方持股比例分别为52.02%、44.98%、3.00%。后两轮增资将于2024年、

2025年完成实缴，分别增资2.5亿元、7亿元。早在2021年，龙元建设即与天合光能展开合作，

联合投资开发分布式光伏能源项目。此次投资为双方合作的进一步延续。

此次合作可谓为强强联手，双方以龙元明筑作为在光伏建筑一体化业务领域的核心合作

平台，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建筑光伏一体化技术与装配式建筑领域的技术进行融合升级，共

同推进绿色建筑产业全业务体系建设。

2. 海波重科拟收购博冠科技51%股权 打造新能源基建业务第二增长曲线

海波重科1月6日晚间公告，公司与王孝磊于2023年1月5日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双方就公司拟通过现金方式收购秦皇岛博冠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博冠科技”)51%股权的事

项达成初步意向。

事实上，海波重科在2022年初已经着手布局新能源基建领域。海波重科此前在调研中透

露，在做强做大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尝试拓展风电塔筒、光伏支架等钢结构产品，相关板

块的业务团队已在对接推进，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将按信息披露规则及时、充分地进行信息

披露。而一年以来，海波重科新能源领域的规划实施不断取得进展。除了刚刚发布的收购公

告外，去年9月20日，海波重科与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为

促进双方在低碳园区建设、光伏建设一体化、储能等新能源领域、绿色建筑、分布式光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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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等方面业务的发展，双方决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 比亚迪动力电池徐州生产基地开工

1月4日，徐州发布官微宣布，比亚迪动力电池徐州生产基地项目正式开工奠基。项目位

于江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100亿元建设刀片电池生产线，计划今年12月部分产线

投产运营。

4.钠离子电池产业化在即，美联新材与七彩化学再联手

1月6日，美联新材(300586)公告称，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美彩新材与立方新能源、七彩

化学(300758)就共同推进钠离子电池产业化进程事项达成了战略合作共识，于当日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按照合作协议，各方技术团队共同就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普鲁士蓝(白)

的相关性能、规格参数及生产工艺等内容展开合作研发、实验，形成沟通反馈机制，共同提

升技术指标以推进鲁士蓝(白)材料钠离子电池的产业化进程，首期合作期限为10年。

值得关注的是，在与美联新材“牵手”的同时，七彩化学于1月6日发布公告称，公司终

止了与苏州悦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原因在于创始团队核心技术成员之一竞业禁止

情况不能满足投资合同约定条款。但此举并不会影响影响公司未来的整体发展以及钠离子电

池材料产业规划，公司仍然会围绕普鲁士蓝(白)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相关产业链进行投资布

局。

4. 星云股份：拟投资3.5亿-8.5亿元投建检测、生产基地

星云股份1月6日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德星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以总额不超过5000

万元的自筹资金参与竞拍，位于宁德市蕉城区地块编号为J2022-08G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公告编号为宁区自然资告字〔2022〕6号。在上述土地竞得使用权后，公司拟使用自筹

资金在该地块上投资建设检测、生产基地，公司拟投资不低于3.5亿元且不超过8.5亿元用于

投资建设项目，具体投资金额以正式项目投资方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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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华通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香港制作及发布。华通证券

国际有限公司系33年的老牌券商，拥有香港证监会颁发的1/4/5/9号牌照。

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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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

当然客户。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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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

本公司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除了一些定期出版的报告

之外，绝大多数研究报告是在分析师认为适当的时候不定期地发布。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

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

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

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过去的表现并不

代表未来的表现，未来的回报也无法保证，投资者可能会损失本金。外汇汇率波动有可能对

某些投资的价值或价格或来自这一投资的收入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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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

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

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如需引用、刊发或转载本报告，

需注明出处为华通证券研究部，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行业周报|2023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