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储能行业专题报告：海内外需

求共振 2023 年大储装机弹

性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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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行业更大的爆发或在 2023 年。2021 年全球储能市场正式步入快

速成长阶段，海内外长期装机预期空间打开，2022 年欧洲电价大幅上行刺

激户用储能需求爆发，但原材料价格高位压制部分大型储能项目装机需求，

2023 年上游原材料价格拐点渐近，前期积压项目或将加速启动，行业整体

增速有望再上台阶。 

国内：各环节发展模式渐明，储能项目加速落地。2021 年为国内储能

行业由商业化起步迈向规模化发展的过渡之年，随着国家、地方层面储能

政策的密集出台，各环节储能发展模式在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中短期内

新能源配储要求为国内储能市场核心驱动因素，部分省份独立/共享储能盈

利模型初步建立，后续有望贡献较大增量。2022 年受制于成本因素国内储

能项目整体落地节奏偏慢，2023 年光伏组件、储能电池价格有望回落，预

计项目建设节奏将明显加快，2022 年前三季度国内储能项目招标规模超过

60GWh，2023 年装机可期。 

海外：收益上行叠加成本下降预期，2023 年大储弹性可期。2022 年

海外大型储能项目收益端上行幅度小于成本端，压制装机需求，2023 年情

况或迎反转。一方面，电价上涨后海外储能项目收益空间明显抬升，另一

方面上游原材料价格有望迎来回落，2023 年美国、英国等部分海外地区大

储经济性有望提升，从而有效刺激装机需求，2023 年海外大储装机增速弹

性或超户用储能。 

短期内大储市场竞争格局趋于激烈，格局清晰的细分环节及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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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更佳。储能产业链涉及电池、电力电子设备、配套设备、系统集

成等多个环节，整体来看随着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短期内市场参与者快

速增加，行业格局趋于分散。相对而言，现阶段电池及温控环节的格局较

为集中，PCS、系统集成环节的竞争则已经较为激烈。此外，考虑到海外

市场中储能成本传导相对顺畅，同时在可融资性、售后服务方面的壁垒更

高，因此竞争相对缓和，盈利兑现度较高。 

投资建议：建议重点关注 2023 年装机弹性更大的大储产业链，包括

（1）格局清晰的温控环节，相关标的英维克、同飞股份；（2）海外占比高、

盈利兑现度好的头部 PCS 及系统集成厂商，相关标的阳光电源、盛弘股份；

（3）大储积累深厚，户储取得突破的 PCS/集成厂商，相关标的科华数据、

科士达；（4）华为、宁德等全球储能龙头的配套供应商，相关标的德赛电

池、星云股份。 

风险提示：储能市场发展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市场竞争

加剧、模型假设与测算结果存在偏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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