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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多个利好因素   光伏股逆市走强 

 

2020 年光伏股板块走势呈现上升的趋势，由 5 月中开始升幅扩大，现时已大幅

跑赢恒指（图表一）。带动整个板块向上的主要原因包括：光伏发电所需的材料

（晶硅片及光伏玻璃）价格上升，引致光伏产业链中的各环节均出现价格上涨；

内地太阳能发电竞价项目总规模远超预期；光伏组件出口按年增长；中国有可能

将「十四五」规划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由 2030年的 20%提早于 2025年实现等。 

 

 

 

 

 

光伏材料价格上涨 

 

光伏玻璃价格自今年 7 月份开始上升。根据一家研究再生能源的市场调查研究公

司 Infolink 数据显示，3.2 毫米光伏玻璃产品价格由 7-8 月份的 26 元/平方米（人

民币‧下同）升至 9 月份 30 元/平方米，涨幅约为 15%，而 2.5 及 2.0 毫米光伏

玻璃产品则分别升至 27 及 24 元/平方米。 

 

今年以来，硅料生产企业受疫情及其他突发事故影响出厂数量，硅料供应短缺，

从而价格上升，使得晶硅片生产商只有将成本转嫁，令晶硅片的价格由今年 6

月开始连升 3 个月。 

 

图表一 

 

数据源：彭博（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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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随着硅片的产能已逐步回复正常，光伏玻璃新增产能亦逐步释放，两种光伏

材料的价格均有稳定下来的迹象，在成本有望回落下，光伏装机量或会因政策要

求而出现抢装的情况。 

 

政策利好因素 

 

中国国家能源局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发布的《2020 年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方案》中

指出，2020 年度新建光伏发电项目补贴预算总额度为 15 亿元：其中 5 亿元用于

家庭户用光伏补贴额度，而补贴竞价项目（包括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工商业分布式

光伏项目）按 10 亿元补贴总额组织项目建设。预计 2020 年新增家庭户用规模 7

吉瓦，竞价规模约 20 吉瓦，再加上去年结转项目约 10 吉瓦，基地和平价等项目

3-5 吉瓦，国内新增光伏装机有望超过 40 吉瓦，较 2019 年全国新增光伏装机量

30.1 吉瓦增长 32.9%。若预计无误，2020 年中国的光伏市场将再现增长（2019

年新增光伏装机量同比下跌 32%）。 

 

另外，中国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发布《2020 年光伏发电项目

国家补贴竞价结果的通知》，拟将河北、内蒙古等 15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 434 个光伏发电项目，纳入 2020 年国家竞价补贴范围，总装机容量

2596.7208 万千瓦。各项目按要求建成并入电网后，依政策纳入国家竞价补贴范

围，享受国家补贴，并鼓励未纳入竞价补贴范围的申报项目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

转为平价上网项目。因竞价总规模远超市场预期的 20 吉瓦，同时，竞价项目的

下发亦预示国内需求很可能大规模启动，从中可以预期 2020 年第三及第四季度

的光伏装机量将会有所增加。 

 

光伏组件出口按年增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020 年 8 月份光伏组件及电池的出口总额同比增

长 7.3%至 16.61 亿元。有机构根据国际知名太阳能产业研究机构 PVinsight 海外

单晶组件价格估算 8 月份内地组件出口量约为 6.9 吉瓦，同比增长 16.5%，环比

增长 5.0%，即光伏组件出口量自 6 月开始连续 3 个月出现正增长。随着光伏装

机成本降低，越来越多国家选择光伏发电为主要的新能源发电方式。有机构预计，

2021 年将为全球光伏大年，装机数量同比增长将达 30%以上。内地龙头组件厂

商出口业务占比均在 60%以上，可进一步受惠于出口增长及带动光伏产业链的业

绩表现。 

 

20%非化石能源比重提前于「十四五」完成 

 

「十三五」规划阶段即将完结，「十四五」规划正在筹备出台。在能源布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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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分析在「十四五」规划中，重塑能源供给新格局将会成为其中一个核心方

向。中国国家能源局正着手制定「十四五」能源规划，未来五年可再生能源或将

成为主体，征求意见稿有望于 2020 年 11 月底推出，并于 2021 年 3 月文件正式

发布。有消息指，考虑到风电及太阳能发电的成本进一步下降，「十四五」期间

的非石化能源消费占比将提升至 20%，较「十三五」规划订下 2030 年非石化能

源比重占 20%的目标提早 5 年完成。「十四五」规划若上调非石化能源消费比重，

有望大力推动内地光伏装机量，有机构更预测未来每年的光伏装机量将达到 45

吉瓦至 60 吉瓦，较 2019 年的光伏装机量 30.1 吉瓦提升超过 1 倍。 

 

现时内地的光伏产业链在制造规模、产业化技术水平、应用市场拓展、产业体系

建设等多个方面均在全球名列前茅。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中国光伏产业已推动

全球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 90%以上，加上有 85%的光伏原材料能够自给自足，

不论在生产效率、成本，还是上下游配套上均具明显优势，足以与海外竞争者竞

争。现时国内生产的光伏装备约有 3 至 4 成用以满足国内需求，约 6 至 7 成则是

出口至国外市场。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 2030 年全球光伏累计装机量有望达

到 1721 吉瓦，到 2050 年将进一步增加至 4670 吉瓦。而 2019 年，全球光伏新增

装机量为 115 吉瓦，累计总装机量达到 627 吉瓦。在全球光伏装机量需求大增的

情况下，预料整个光伏产业链均会受惠，特别是一些具备成本和技术优势、盈利

稳定、供应链配套完善和市场拓展能力强劲的优质龙头企业，有望受益于全球光

伏需求快速增长，迎来持续成长机遇。 

 

 

数据源：彭博、新浪财经、Infolink、中国政府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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