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重大事

项点评-“双碳”政策频出 推

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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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于 2021 年 10 月 24 日印发《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的通知》，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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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明确碳

达峰和碳中和发展路径，从而推动新能源、储能、电网及相关行业的快速

发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政策文件，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相关文件

规定了未来十年实现碳达峰的发展方向和节奏，“十四五”期间，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取得明显进展，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绿色低碳

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取得新进展，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初步建立，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

右。政策文件阐述了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等行业如何实现

碳达峰，明确规定了各个电源的发展方向，包括煤电、新能源、水电和核

电等，同时为了推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也将完善

和构建。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风电和光伏的年均装机分别为 50GW

和 79GW 以上；“十五五”期间风电和光伏的年均装机分别为 60GW 和

100GW 以上。可再生能源在未来十年将迈入新的跨越式发展阶段。 

政策文件明确要大力发展新能源。相关文件提出，全面推进风电、太

阳能发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加快建设

风电和光伏发电基地。加快智能光伏产业创新升级和特色应用，创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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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模式，推进光伏发电多元布局。坚持陆海并重，推动风电协调快速发

展，完善海上风电产业链，鼓励建设海上风电基地。积极发展太阳能光热

发电，推动建立光热发电与光伏发电、风电互补调节的风光热综合可再生

能源发电基地。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到 2030 年，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其中，首次明确“2025

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 8%，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

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 50%”。参考国家统计局数据，按照公共机构建筑+

厂房年新增面积约 5 亿平米测算，我们预计将拉动光伏年新增装机规模约

7GW 左右。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户用光伏和 BIPV 是后续光伏市场中最具

发展前景的细分市场。 

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是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必要支撑。文件提出，构

建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大力提升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

加快灵活调节电源建设，引导自备电厂、传统高载能工业负荷、工商业可

中断负荷、电动汽车充电网络、虚拟电厂等参与系统调节，建设智能电网，

提升电网安全保障水平。 

积极发展“新能源+储能”、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支持分布

式新能源合理配置储能系统。到 2025 年，新型储能装机容量达到 3000 万

千瓦以上。到 2030 年，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左右，省级

电网基本具备 5%以上的尖峰负荷响应能力。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包含了特

高压输电线路、储能的建设和电网数字化的发展等，而新型电力系统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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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也将推动清洁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 

风险因素：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新能源建设和电网建设不匹配。 

投资策略：“双碳”政策频出，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持续强化对新能

源项目支持力度，推动风光储和电网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持续看好光

伏、风电产业链优质龙头的长期增长空间，推荐隆基股份、金风科技、福

斯特、锦浪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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