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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电网及电源设备：电网基本建设投资额增速持续回落，1-11 月金额

为 4209 亿元，同比增速为 2.61%；电源基本建设投资额持续维持高增

长，1-11 月金额达到 5525 亿元，同比增速为 28.3%，电源投资建设的

高增长主要集中在太阳能（289.9%）、火电（38.3%）；逆变器 11 月出

口个数环比提升 24.42%，出口金额环比增 10.71%，1-11 月的数据显

示，荷兰（157.88 亿元）、巴西（48.64 亿元）、德国（35.21 亿元）仍

然是我国逆变器出口额排前三的国家。 

新能源汽车及锂电：本月新能源汽车终端市场整体仍然维持较高景

气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67.98%和 74.79%，预计全年销量增速将

保持在 100%以上；当月销量端渗透率达到历史新高的 33.78%，年内

累计渗透率 24.94%，预计全年将达到 25%以上。 

材料方面，上游锂矿价格出现小幅回落，但正极材料价格目前维持

稳定；此外电解液价格由于上游材料降价随之下调，下调幅度超过

10%；其他材料价格则保持相对稳定。 

光伏行业：2022 年 11 月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达到 7.47GW，同比增

长 35.33%，环比增长 32.45%；1 到 11 月光伏累计新增装机达到

65.71GW，同比增长 88.66%；出口方面，根据海关总署统计，11 月份

出口金额为32.23亿美元，同比增长23.07%，1到11月累计出口432.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0.2%。根据 SMM 统计，11 月份国内多晶硅产量为

9.31 万吨，环比增长 9.66%。由于产量的增长，硅料的价格出现下跌，

未来随着产量的进一步增长，其价格仍有进一步下降空间。 

风电行业：装机数据方面，2022 年 1-11 月份，全国新增风电并网

装机容量 22.52GW；累计并网装机容量 350.96GW，占电源总装机比

例 14%。11 月新增装机 1.38GW，同比减少 74.95%，环比减少 27.37%。

1-11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 3375 小时，风电 2008 小时，

比上年同期减少 24 小时。参考 1-11 月招标数据，后期随着疫情影响消

退，23 年装机数据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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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基本信息 

1.1电源及电网信息 
1-11 月电网基本建设投资额为 4209 亿元，同比增速达到 2.61%，增速

持续放缓，从近几年电网建设的投资情况来看，是稳中略有下降的趋势，预

计今年年末会有微幅增长，建议电网板块还是持谨慎态度。   

1-11月电源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为552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8.3%，

年内增速持续攀高，各类电力装机中，仍然是太阳能、火电、核电电源建设

为正增，增速分别为 289.9%、38.3%、23.7%，风电、水电的投资同比分别

下降 23.8%、15.3%。从新增发电装机量来看，光伏年内新增 65.71GW，同

比增速达到 88.66%，而火电、核电同比都是负增，分别为-16.53%、-32.94%，

风电新增装机同比负增 8.83%，整体来看，仍然是光伏的景气度最高，但是

11 月其装机增速也在下滑，如果 12 月要达到装机目标，预计光伏建设会加

速。 

图 1. 电网基本建设投资额  图 2. 电源基本建设投资额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红塔证券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红塔证券 

2022年1-11月，逆变器出口金额为534.83亿元，同比增速达到82.73%，

11 月出口个数 542.48 万，环比上升 24.42%，出口金额 74.41 亿元，环比增

10.71%，单价环比下降 11.02%。 

今年 1-11 月我国逆变器对欧洲和南美洲出口的增速最高，分别达到

140%、61%，出口北美和亚洲的增速则较为平稳，分别为 31%、35%，具体

国家的出口金额和增速如下： 

1-11 月我国对荷兰出口逆变器金额达到 157.8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

达到 137.13%，出口巴西、德国金额为 48.64 亿元、35.21 亿元，同比增速

为 65.52%、98.32%,此外，1-11 月我国对意大利、南非、黎巴嫩的出口金额

增速都超过 100%，黎巴嫩高达 318.89%。由于今年欧洲居民用电成本上浮，

销售结构上户用和微型逆变器增量新高，而这两类产品通常售价较高，因此

反映在对欧洲国家的出口单价普遍较高，意大利为4766.73 元/个，荷兰为

3101.58 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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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逆变器出口金额  图 4. 2022 年 1-11 月逆变器出口国家（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红塔证券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红塔证券 

1.2 新能源汽车终端需求情况 

1.2.1产销量情况 

产量方面，根据中汽协数据，11 月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76.8 万辆，同

比增长 67.98%。其中，以动力类型分，纯电动汽车（EV）58.9万辆，同比增

长 58.20%；插电式混动（PHEV）17.9万辆，同比增长 110.92%。 

表 1. 11 月全国分类型新能源汽车产量（辆） 

 

 当月产量 当月同比 累计产量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768,040 67.98% 6,245,791 107.19% 

    EV 588,676 58.20% 4,856,436 94.40% 

    PHEV 179,042 110.92% 1,386,380 169.04% 

    FCV 322 51.89% 2,975 166.82% 

资料来源：Wind，红塔证券 

按车辆用途分，乘用车产量 72.3 万辆，同比增长 66.66%；客车 13,262

辆，同比增长 28.48%；货车 31,996辆，同比增长 142.34%。 

表 2. 11 月全国分用途新能源汽车产量（辆） 

 

 当月产量 当月同比 累计产量 累计同比 

乘用车 722,782 66.66% 5,949,267 107.92% 

客车 13,262 28.48% 84,896 26.60% 

货车 31,996 142.34% 211,628 145.31% 

资料来源：Wind，红塔证券 

销量方面，根据中汽协数据，11 月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78.6 万辆，同

比增长 74.79%。其中，以动力类型分，纯电动汽车（EV）61.5万辆，同比增

长 70.38%；插电式混动（PHEV）17.1万辆，同比增长 92.62%。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0.0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出口金额（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速

-50.00%

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22年1-11月出口金额（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速

 

 
 

 

 

  



[Table_PageHeader] 

 电力设备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重要说明 6 

 

 

 

表 3. 11 月全国分类型新能源汽车销量（辆） 

 

 当月销量 当月同比 累计销量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786,285 74.79% 6,058,440 103.56% 

    EV 615,414 70.38% 4,728,685 92.81% 

    PHEV 170,504 92.62% 1,326,994 153.91% 

    FCV 367 149.66% 2,761 158.04% 

资料来源：Wind，红塔证券 

按车辆用途分，乘用车销量 74.3万辆，同比增长 73.85%；客车销量 13075

辆，同比增长 30.87%；货车销量 30591辆，同比增长 140.84%。 

表 4. 11 月全国分用途新能源汽车销量（辆） 

 

 当月销量 当月同比 累计销量 累计同比 

乘用车 742,619 73.85% 5,778,946 104.59% 

客车 13,075 30.87% 81,200 21.50% 

货车 30,591 140.84% 198,294 133.98% 

资料来源：Wind，红塔证券 

从渗透率来看，11 月份新能源渗透率达到 33.78%。 

图 5. 全国新车销售新能源渗透率 

 

资料来源：Wind，红塔证券 

点评：11 月新能源汽车市场总体保持了高增长，而由于此前几个月产销

率偏高，11 月产量端有所收缩，同环比增速均有降低，但销量端同比增速表

现相对强劲。此外我们注意到，11 月新能源货车销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渗透率方面，由于 11 月传统燃油车表现明显低于新能源汽车，使得 11

月全国新车销售中新能源渗透率达到 33.78%的历史高点。 

1.2.2重点企业情况 

本月企业格局整体保持稳定，但其中特斯拉在华销量越过 10 万辆大关，

同环比均有较大涨幅，另外上汽通用五菱当月销量达到82,533 辆，也创造了

其单月销量纪录；新势力中理想和蔚来销量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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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车企当月市占率  图 7. 车企年内累计市占率 

 

 

 

资料来源：Marklines，红塔证券  资料来源：Marklines，红塔证券 

1.3.动力电池整体情况 

1.3.1 价格跟踪 

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企稳，本月动力电池电芯价格保持稳定。 

图 8. 动力电池电芯价格（元/Wh） 

 
资料来源：Wind，红塔证券 

1.3.2 装机量情况 

2022 年 11 月共装车动力电池 27.87GWh，同比增速 54%，其中三元

9.76GWh，同比增长 13%，磷酸铁锂 17.77GWh，同比增长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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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动力电池装车量（GWh） 

 

资料来源：GGII，红塔证券 

分技术路径来看，11月动力电池中磷酸铁锂占比继续提高，达到 63.75%。 

图 10. 动力电池分技术路径装车量（GWh）  图 11. 当月技术路径份额 

 

 

 

资料来源：GGII，红塔证券  资料来源：GGII，红塔证券 

11 月动力电池市场排名基本稳定，其中宁德时代份额重回 50%以上，达

到 54.91%，为今年以来最高水平；比亚迪份额则相应小幅下滑至平均水平的

24.56%。 

图 12. 头部动力电池厂商份额变化  图 13. 当月动力电池厂商份额 

 

 

 
资料来源：GGII，红塔证券  资料来源：GGII，红塔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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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锂电池主要材料价格跟踪 

1.4.1 锂产品相关价格跟踪 

本月锂源价格有所回落，但整体仍然处于历史高位。 

图 14. 电池级碳酸锂及氢氧化锂的市场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红塔证券 

1.4.2 正极材料相关价格跟踪 

由于上游锂价企稳回落，正极材料价格也有所回调，但同样处于历史相

对高位。 

图 15. 磷酸铁锂正极价格（元/吨）  图 16. 三元正极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红塔证券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红塔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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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负极材料相关价格跟踪 

本月负极材料价格保持平稳。 

图 17. 碳负极平均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红塔证券 

1.4.4 电解液相关价格跟踪 

本月电解液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目前已经低于 6万元/吨，为近两年

来低位。价格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电解液原材料价格的下滑，包括六氟磷酸

锂、添加剂等。 

目前来看，电解液价格在原料端的支撑力度减弱，并且这一趋势仍有持

续的可能，但电解液企业有所协商，预计后续价格有望企稳，但也仍有下行

空间。 

图 18. 电解液市场价格（元/吨）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红塔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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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隔膜相关价格跟踪 

本月隔膜价格保持稳定。 

图 19. 隔膜市场价格（元/平米） 

 

资料来源：百川盈孚，红塔证券 

 

1.5.光伏：硅料价格下跌，国内新增装机维持增长 
在需求端，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22 年 11 月我国光伏新增装

机到达 7.47GW，同比增长 35.33%，环比增长 32.45%；1 到 11 月累计新增

65.71GW，同比增长 88.66%。  

图 20. 2022 年 1 到 11 月我国光伏新增装机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红塔证券 

在出口方面，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2022 年 11 月，我国光伏出口金额

为 32.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1%，环比下降 7.52%，2022 年 1 到 11 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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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出口金额为 432.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0.2%。 

图 21. 2022 年 1 到 11 月中国光伏及电池出口金额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红塔证券 

在出口数量方面，根据盖锡数据的统计，11月中国组件出口量为 10.8GW，

同比上升 30.5%，环比下降 8.0%；2022 年 1 到 11 月，光伏组件累计出口

148.51GW，同比上升 62.93%，其中欧洲仍是主要出口地区，11 月份达到

6.02GW，但是环比下降 10.91%。 

我国光伏产业对于欧洲的出口表现出下滑，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方

面是在加息背景下，需求端的减弱；另外一方面是能源价格有所回调，新能

源的竞争力减弱。 

图 22. 天然气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wind，红塔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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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环节，根据 SMM 统计，11 月国内多晶硅产量约为 9.31 万吨，环

比 10 月份增长约 9.66%。随着新建产能的逐步投产，未来我国多晶硅的产

量有望进一步增加，多晶硅市场原有的供不应求的局面将逐步改善，不再成

为整个行业发展的束缚。硅片方面，11 月份我国硅片的产量大约为 36GW，

环比 10 月份增长 9.42%，硅片市场整体趋势是薄片化，大尺寸，并且扩产周

期相对较短，叠加硅料供给增加，但是下游需求没有完全释放，因此硅片环

节的竞争加剧；组件方面，11 月国内组件产量约为 33.4GW，环比 10 月份

增长约 10.5%，随着上游价格的回调，组件环节的盈利能力将有所恢复。 

价格方面，11 月份单晶致密料的均价约为 30.88 万元/吨，但是在 11 月

份末，进入 12 月份以来，硅料价格加速下跌。 

图 23. 多晶硅价格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红塔证券 

由于硅料价格的下跌，下游环节均有所反应，但是各环节的变动幅度有

所不同，其中硅片降价幅度最大。随着制造端价格的下降，光伏电站的投资

成本有望下降，投资收益有望提升，对于下游的需求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 

从招标量来看，根据盖锡数据的统计，2022年 11月EPC招标 5.16GW，

组件采购招标 6.06GW，合计 11 月含组件采购需求招标 11.21GW，环比上

升 258%。  

1.6.风电：11 月装机数据下降幅度较大 
装机数据方面，2022年 1-11月份，全国新增风电并网装机容量 22.52GW；

累计并网装机容量 350.96GW，占电源总装机比例 14%。11 月新增装机

1.38GW，同比减少 74.95%，环比减少 27.37%。1-11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

累计平均利用 3375 小时，风电 2008 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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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风电近三年单月装机情况（单位：GW）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注：2020 年数据统计口径为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装机容量），红塔证券 

招标数据方面，2022 年 1-11 月，根据中国风电新闻网统计，国内新增

风机招标规模在 79.559GW（不含框架招标 10.5GW）。 

2. 行业事件点评 

2.1 电力电网：白鹤滩水电站机组全部投产，金沙
江下游水电基地全面建成 

12 月 20 日，金沙江下游白鹤滩水电站 9 号机组投产发电，标志着在建

规模全球最大、单机容量世界第一、装机规模全球第二大的白鹤滩水电站机

组全部投产，也标志着金沙江下游水电基地全面建成。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干流，水能资源丰富，可开发装机容量超过 8000 万

千瓦，尤以雅砻江口至宜宾 700 余公里的下游河段落差最为集中、水能资源

最为富集，可开发装机容量达 5000 万千瓦，是我国规划建设的重要水电基

地，自上而下规划有乌东德（1020 万千瓦，装机规模全球第七、国内第四）、

白鹤滩（1600 万千瓦）、溪洛渡（1260 万千瓦，装机规模全球第四、国内第

三）和向家坝（600 万千瓦，装机规模全球前十五、国内第五）四座世界级

巨型水电站，由三峡集团公司负责开发建设。四电站从规划选址到全面建成

投产历经几代人的砥砺奋斗，河段规划论证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由于技术、

市场等原因，直至本世纪初才开始启动建设。自 2005 年 12 月溪洛渡水电站

首先开工、拉开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的序幕，到 2012 年 11 月向家坝首台机

组投产，到白鹤滩最后一台机组投产，前后历时 17 载，顺利完成四电站建设

任务和川滇两省近 34 万移民的搬迁安置，几代人的梦想和努力，使蓝图变为

现实。 

白鹤滩水电站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共安装 16 台自

主研发的全球唯一的百万千瓦机组，总装机容量达 1600 万千瓦，是水电领

域具有代表性的“大国重器”，其所在的金沙江下游水电基地，总装机容量达

4480 万千瓦（相当于两座三峡电站），设计年发电量约 2000 亿千瓦时（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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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亿吨标准煤），2021 年外送华东、华中、南方地区电量超过 1200 亿千瓦

时，占当年总发电量的 90%，是我国西电东送的重要电源基地和特高压网架

的重要支撑。建成后，四电站水库调节库容达 208 亿立方米，总防洪库容达

155 亿立方米，是长江防洪体系建设的骨干工程，将在防洪减灾、保障水安

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电站建设不仅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有利于保障能源安全，而且通过

资源优势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化，有力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全部建成投产，对我国水电开发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国

家能源局将以此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督促指导三峡集团

公司等有关各方，落实好长江流域大保护要求，进一步做好流域梯级电站的

运行管理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站功能与效益充分发挥。同时，拟依托流域梯

级水电调节能力，通过多能互补、一体化开发等方式，带动周边 6000 万千瓦

以上的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开发，进一步打造金沙江下游清洁能源走廊，

为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来源：国家能源局） 

点评：白鹤滩水电站作为我国西电东送的重要电源地，对资源互补、提

振西部经济有着重大的推动，除带动周边风光的开发外，已投运的白鹤滩-江

苏以及在建中的白鹤滩-浙江两条特高压直流工程作为重要的输电通道，合计

超过五百亿元的投资，为市场带来机遇。 

2.2 风电：各地出台风、光配储和火电出力调节等
内容 
福建：将配储纳入海上风电竞配，鼓励各类已建、在建风电项目参照

新建项目配储 

12 月 15 日，福建省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快推动锂电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推进新能源项目落实储能配套。适应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发展需求，全面推广“新能源+储能”一体化开发模式，充分发挥新

型储能对新能源消纳的支持能力，实现储能与新能源深度融合、联合运行。

将配置储能要求纳入海上风电竞争性配置和集中式光伏试点申报内容，探索

推动新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与储能设施同步建成、同步并网；鼓励各类

已建、在建的风电和集中式光伏项目参照新建项目配建储能设施，对配建情

况较好的企业，电网企业优先保障所属项目送出工程建设和并网接入。 

云南：鼓励未自建储能或未购买储能达到装机规模 10%的风、光企业

向省内燃煤企业购买系统调节服务 

云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云南省燃煤发电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试

行）》的通知。 

《通知》：建立燃煤发电调节容量市场，设立燃煤发电调节容量市场。

按照各类电源、用户对调节能力和系统容量的不同需求差异化分摊调节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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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逐步建立与系统负荷曲线一致性相挂钩的调节容量市场交易机制。先

期鼓励未自建新型储能设施或未购买共享储能服务达到装机规模 10%的风

电和光伏发电企业（含已建成项目），自行向省内燃煤发电企业购买系统调

节服务。 

点评：目前上海、福建、山东、广东、江苏、浙江等五省一市开始在海

上风电项目中应用配置储能，未来随着各地开展在海上风电配储的探索。海

上风电作为储能的增量市场值得关注。云南鼓励未自建储能的风、光企业购

买火电系统调节服务，利好火电相关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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