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及公用事业：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顶层设计出台 能源革

命投资主线愈发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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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两部委联合发布《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

作为纲领性文件的延续，《意见》对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体制机制和政

策措施做出了更为详细的部署。 

评论： 

风光地位再次被确认，大基地及农村项目或成后续发展的主要亮点。

2021 年风光成绩单表现亮眼，全年风光新增装机 10.1GW，其中风电

4.8GW/光伏 5.3GW，分布式光伏新增 2.9GW，新增首次超过集中式，占

光伏装机的 55%，10GW 规模的风光大基地已开工建设 7.5GW，风光快

速发展之下，《意见》再次指明了以向非化石能源转变的基本导向。风电大

基地方面，在 21 年百万 GW 级别的风光大基地项目的发展之下我们认为

22 年的政策节奏将继续延续；农村可再生能源方面，《意见》对能源开发

机制、政策支持、交易机制做出了详细阐述，以分布式光伏发电和沼气发

电等生物质能发展将再次提速。我们预计后续大基地项目和农村（分布式

光伏/风电）仍将持续发力，绿电运营增长动能将继续存在。 

能源安全再次被重申，火电及新型电力系统为能源重构保驾护航。《意

见》要求先立后破，把握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节奏和力度，增强能源安

全保供能力，进一步突出了能源安全的地位。我们在《能源革命系列研究

（五）：能源发展的三条主线——转型、平衡与安全》中详细阐述了能源重

构下新旧动能转换中应当以能源安全为基石，并应当以欧洲 21 年能源危机



 

 - 3 - 

为鉴，避免风光发展过于激进，通过完善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机制

和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能源的切换。一方面，火电的“压舱石”作用不

可动摇，火电将承担起电力供应的基石。另一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将持续

助力风光消纳。其中，火电灵活性改造、抽水蓄能作为当前较为经济的调

节手段，行业空间短期内将加速释放；中期储能有望逐步发力；远期氢能、

CCUS 将构筑新型电力系统的最后防线。 

生物质能源的全新蓝海有望开启。《意见》提出中央财政资金进一步向

农村能源建设倾斜，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农村能源供应基础设施建设、

优先支持沼气发电等生物质能发电接入农村电网，电网企业等应当优先收

购其发电量。我国生物质能源潜力巨大，全部利用可替代标准煤 5 亿吨以

上，《意见》为农村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其有望在实现“双

碳”目标的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 

投资意见：双碳目标下风光发展提速，新能源运营商均将有望受益，

建议关注龙源电力、三峡能源、节能风电、太阳能等；能源安全背景之下，

火电地位扶正，火电向新能源转型中的综合电力运营商将充分受益，建议

关注华润电力、华能国际（A+H）、福能股份等；新型电力系统方面，建议

关注抽水蓄能工程建造龙头中国电建，火电灵活性改造龙头青达环保和杭

锅股份；电网端建议关注特高压设备龙头特变电工、国电南瑞、平高电气

等；生物质能源方面，建议关注深耕生物质发电的长青集团和九洲集团；

生物柴油龙头卓越新能和嘉澳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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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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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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