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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碳中和工作意见，清洁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落地

2021 年 10 月 24 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工作意见）。本次

工作意见是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的“1”，即顶层设计的部分。 

新能源方面的表述是这份顶层设计最重要的环节。工作意见中强调：

（1）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2）严格控制化石

能源消费，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等，不断提高非化石

能源消费比重。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优先推动风能、太阳能就地就

近开发利用；（3）统筹推进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加快推进抽水

蓄能和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4）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提高电网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调控能力。推进电网体制改革，明

确以消纳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增量配电网、微电网和分布式电源的市场主体

地位。加快形成以储能和调峰能力为基础支撑的新增电力装机发展机制；（5）

从有利于节能的角度深化电价改革，理顺输配电价结构，全面放开竞争性

环节电价。我们认为本次碳达峰碳中和指导意见从政策端指明了发展清洁

能源的着重点，优先利好确定性最强的光伏、风能发电和储能产业链，同

时对新能源车产业链也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受益标的：（1）储能：阳光电

源、派能科技等；（2）光伏：隆基股份、通威股份等；（3）风电：新强联、

中材科技等；（4）新能源车：宁德时代、比亚迪等；（5）氢能：亿华通、

美锦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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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力系统消纳能力提升，储能产业有望享受政策红利清洁能源发

电较为不稳定，传统电力系统消纳能力有限，储能系统重要性凸显。 

新型电力系统以新能源为主体，“风光储”一体化协同发展，电网承

担“输、配、储”的职能，新能源发电消纳能力提高，储能产业迎来政策

红利。我们认为未来储能市场发展潜力较大，光伏、电力设备等企业纷纷

提前布局储能市场，或将推动储能产业加快发展。 

新能源消费比重提升，光伏、风能发电高增长基调已定根据国家能源

局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为 15.9%。 

根据本次工作意见，我们预计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 25%以

上，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00GW 以上，2060 年非化石

能源消费占比将达 80%。工作意见重申清洁能源占比提高，政策利好趋势

明显，产业各环节参与积极性提高。我们认为，风电产业链日趋成熟，叠

加政策支持，风电招标规模大幅上升，陆上风电已迈入平价上网时代。海

上风电装机保持较高增速，根据风电伙伴行动·零碳城市富美乡村中规划，

预计 2024 年海上风电将实现全面平价，风电建设预期乐观；光伏产业链

当前硅料和 EVA 树脂等供需仍偏紧，2021 年底至 2022 年原材料产能逐

步释放，需求端确定性高，长期发展上行趋势明朗。 

风险提示：竞争加剧致产品均价下调，原材料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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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8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