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渝地区周报：川渝新能源

产业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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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四川综合指数上涨 0.58%，重庆综合指数下跌 1.80%。 

截至 2022 年 7 月 8 日，四川板块 PE 为 34.87 倍，整体估值水平有

所下降；重庆板块 PE 为 22.82 倍，整体估值水平有所下降。分行业来看，

本周川渝地区各板块平均涨幅前三的为：农林牧渔（+18.63%）、钢铁

（+15.50%）、公用事业（+3.10%）。从上市公司来看，涨幅前三的分别

是攀钢钒钛（+32.06%）、巨星农牧（+25.04%）、*ST 蓝盾（+24.20%）；

跌幅前三的分别是：神驰机电（-14.77%）、爱乐达（-10.74%）、康华生

物（-9.53%）。我们重点关注的 42 家川渝地区上市公司平均下跌 0.01%，

涨幅前三的分别是：攀钢钒钛（+32.06%）、川投能源（+13.01%）、新希

望（+12.23%）；跌幅前三的分别是：新乳业（-8.93%）、富临精工（-8.12%）、

涪陵榨菜（-7.73%）。 

关注疫情后旅游行业或实现复苏。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今年 1-6 月，全省 467 个在建文化和

旅游重点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597.75 亿元，投资完成率 63.36%。其中，总

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项目 255 个，计划总投资额 14298.31 亿元，占项目

总投资额的 93.36%。川渝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把握疫情后旅游业复苏关键

节点，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巴蜀文旅品牌，将有利于在疫情影响消退后，

推动川渝地区旅游产业实现较快发展。 

双碳政策下川渝新能源产业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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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市发展改革委、市能源局宣布，重庆将积极推动风电、光伏等

新能源发展，到“十四五”末，全市风电、光伏总装机将超 370 万千瓦，

年发电量约 45 亿千瓦时，年节约标煤量约 140 万吨，可减少碳排放约 261

万吨。双碳政策推动下，川渝地区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多元化互补型供能

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带动地区相关产业保持较快发展，同时产能的扩张有

利于在长期增加川渝地区及我国能源自给率，降低成本端压力，助力三产

稳定发展。 

双城经济圈建设下川渝基建相关产业链将保持较快增长。 

《四川省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正式印发，

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建成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到 2035 年实现成渝“双

核”1 小时多通道畅达、“双核” 

至区域主要城市 1 小时通达、都市圈 1 小时通勤，并确定了“十四五”

拟实施的重大项目 162 个，总投资超 2.4 万亿元。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持

续推进下，基建投资保持旺盛，今年以来大量相关重大建设项目陆续开工，

不断释放大量基建需求，利好川渝地区基建相关产业链企业保持较快发展。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增长低于预期，新冠疫情持续风险，消费恢复不

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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