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周报：

新能源景气有望持续 特高压

或迎新一轮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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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伏方面，行业装机有望随着产业链成本重回下降通道而加速增长，

2022 年全球装机有望超预期，重点推荐光伏硅料、胶膜、组件、逆变器和

设备等环节的优质公司。风电方面，2021 年海风装机超预期，2022 年陆

风有望实现大幅回升，看好风电景气度修复和风机海外市场出口机会。2）

“双碳目标”下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全面推进，“源网荷储”中源与荷环

节关注“双高”比例提升，储能发展前景广阔，电网升级建设与电源基荷

维持需求不断扩大，建议持续关注行业业态升级与国产化替代进程中优质

国产龙头的成长机遇。 

新能源：光伏有望淡季不淡，看好陆风复苏和风机出口市场。光伏：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1 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 54.88GW，为历年来最

高，其中户用分布式装机规模为 21.6GW，工商业等分布式为 7.68GW，

光伏电站为 25.6GW，分布式市场成为 2021 年装机增长最大亮点。2022

年光伏供应链压力有望稳步缓解，预计行业将回归降本增效主干道，同时

在“双碳”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光伏项目经济性提升的驱动下，行业需求

有望迎来加速增长，2022Q1 有望迎来边际持续改善，淡季不淡，且全年

装机有望增至 75-80GW，重点推荐光伏硅料、胶膜、组件、逆变器和设

备等环节的优质公司。风电：据国家能源局统计，2021 年国内风电装机容

量达 47.57GW，其中陆风装机 30.67GW，海风装机 16.9GW，海风装机

超市场预期。考虑到国内海风实际吊装能力和供应链匹配能力，不排除其

中有部分项目未完成全容量并网而被计入，或需在 2022H1 进行补装机，

带动 2022H1 海风产业链仍维持相对较高交付规模。我们预计 2022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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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大兆瓦加速升级、大基地项目建设加快和风机整体降价的情况下，陆

上风电有望迎来快速回升，收益率有望明显修复，预计全年整体装机量有

望达 50GW 以上。同时，在国内风机厂商技术升级、性价比优势大幅提升

的情况下，2022 年风机出口市场有望加速增长。 

电气设备：发改委表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特高压等大型项

目论证 1 月已开启。2 月 5 日，发改委负责人接受新华社采访表示：坚定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投资合理增长，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扎

实推动“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其中，重点提及了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优化升级的支

持力度等。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作为以上两点要求的承上启下领域，项目储

备与建设需求均有望超预期。1 月国家能源局已下发特高压等大型项目的

论证通知，预计项目落地加速在即。在此基础上，建议进一步关注电网细

分领域的建设力度提升，结合国网“两会”表述，建议中短期关注以特高

压为代表的大型工程，长期持续跟踪电网数字化升级发展。综合来看，预

计 2022 年电网侧投资将伴随建设方向逐步落地而回归“结构重于总量”，

建议关注特高压建设落地、电网数字化升级和南网系标的三条主线。 

风险因素：新能源装机增长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产业链配套能

力受限；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利好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等；电网投资不及预

期；特高压核准节奏不及预期；宏观经济景气度不及预期；工业景气度不

及预期；用电增速放缓；国产替代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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