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年度

策略报告：兼顾业绩与成长空

间 优选海风、储能与光伏新

型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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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风电：需求及竞争格局兼优，主打海风。供给端的技术进步趋势延续，

陆上的分散式风电、海上的深远海海风、海外市场有可能成为值得期待的

打开风电需求空间的三大关键细分领域，国内风电装机规模有望在

2022-2025 年持续增长。海上风电有望成为 2023 年风电板块投资主线，

国内方面，预期十四五期间国内海上风电新增装机约 64GW，2022-2025

年复合增速超过 40%；欧洲、亚太地区、北美等市场的海上风电均呈现明

显向上的发展势头，新增装机整体呈现增长趋势，按照全球风能协会的预

测，2022-2025 年海外市场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复合增速达到 44%。另外，

风电整机盈利水平有望触底回升，漂浮式海上风电提速发展，风电轴承加

快国产替代，都有望带来值得期待的投资机会。 

光伏：把握以新型电池为主的结构性机会。硅料供需形势有望发生重

大变化，到 2022 年底，国内硅料产能有望达到 120 万吨，到 2023 年底

达到 240 万吨，预计 2023 年硅料供给足以支撑 430GW 以上的光伏需求。

预计 2023 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有望实现 35%左右的增长，新增装机规模

达到 115GW，全球光伏新增装机有望实现 30%及以上的增长，达到

310GW；后续全球光伏需求受贸易保护等因素影响。新型电池有望成为光

伏行业技术迭代的主线：电池组件端，TOPCon 与 XBC 有望快速兑现迭代

红利，HJT 处于降本增效关键期，钙钛矿长期发展潜力巨大；设备与材料

端，伴随技术迭代与性价比提升，新型电池产能有望快速增长，推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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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市场规模的快速提升。 

储能：赛道成长确定性强，户储、大储皆可期。展望 2023 年，储能

赛道仍将维持较高的景气度，一方面，在经济性等因素的推动下，以欧洲

和美国为代表的海外户储市场仍将高速成长，另一方面，新能源强配储能

叠加市场逐步完善等因素驱动，大型储能装机有望加快发展。从竞争格局

来看，户储产品面向广阔且分散的海外终端市场，国内企业之间的正面竞

争尚不明显，需求端的高增有望为产业链相关企业带来明显的业绩弹性；

大储方面，国内企业在储能电池环节竞争力强，有望受益于国内和全球大

储市场加速发展，驱动动力电池之外的第二成长曲线，同时，大容量电池

优势明显，280Ah 或将成为主流。 

投资建议。维持行业“强于大市”评级。风电：以海上风电为主线，

看好管桩和海缆环节，重点推荐大金重工、东方电缆；整机盈利水平有望

触底回升，重点推荐明阳智能；漂浮式海上风电有望提速发展，建议关注

亚星锚链；国产替代方面，建议关注国内风电主轴轴承龙头新强联。光伏：

以新型电池技术为主线，电池组件方面，推荐主打 HPBC 的隆基绿能以及

布局多种新型电池的通威股份，关注钧达股份等；设备和材料方面，推荐

捷佳伟创、帝尔激光、迈为股份等。储能：户储方面，推荐鹏辉能源，关

注派能科技、禾迈股份等；大储方面，建议关注阳光电源、科华数据等。 

风险提示：1、电力需求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风电、光伏受宏观经济

和用电需求的影响较大，如果电力需求增速不及预期，可能影响新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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