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化储能年度策略：原油
价格趋势下行 储能建设
初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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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冲突叠加美元强加息周期，原油价格下行趋势明显地缘政治

冲突迟迟未能解决，高企的能源价格对欧洲企业起到显著的破坏作用，部

分高能耗企业被迫关停位于欧洲的生产设施，甚至寻求迁移至其他区域。

供应链的不稳定最终向下游传导，削弱了下游企业的生产意愿，全球经济

的活跃性也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美国为控制通胀进一步加息，全球

经济增长放缓难以避免。对国际原油的需求也将下降。根据欧佩克月报，

明年全球原油需求预计在 9957 万桶/日，相比上次预测减少 10 万桶/日。

尽管欧佩克+机制下的成员国决定减产 200 万桶/日，但在需求疲软的大环

境下，难以将油价支撑在高位。 

能源安全政策引领，油服行业受益 

今年以来地缘政治事件对于原油市场的冲击，表明了当前全球大宗商

品供应链的脆弱性，在此背景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成为工作重点。在油

价中枢上行的刺激下，国内石油企业资本开支位于相对高位。资本开支的

增长对于带动下游企业业绩起到积极作用。在强调能源安全背景下，国内

企业增储上产需求有望跨越油价涨跌周期，对油服企业业绩持续利好。 

需求稳定，煤企业绩向好 

火电作为稳定出力的发电方式，对于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仍起到重要

作用。同时伴随着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我国电力需求仍在逐年提升，因

此对上游煤炭存在刚性需求。在当前全球煤炭价格走高，海外进口煤炭总

量下降的情形下，国内煤炭生产企业将承担填补缺口的重担。国内动力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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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目前趋于稳定，但总体价格中枢相较于历史平均水平有明显提升。量

价齐升下，看好煤炭企业利润增厚。 

风电光伏装机提升，提振储能板块建设需求 

能源转型目前是我国乃至世界的长期发展趋势。在《“十四五”现代

能源体系规划》中，要求到 2025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18%，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至 20%，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提升至 39，电能终端

用能比重达 30%。“双碳”政策下，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快速提升。而风电、

光伏发电具备不稳定的特性，储能作为重要调峰手段必不可少。 

特别是随着风电光伏装机容量的提升，对各省市消纳能力提出更高的

挑战，风电光伏装机容量越多，储能需求也随之扩大。看好储能板块特别

是新型储能相关企业，在需求刺激下快速业绩快速增长。 

风险提示：欧佩克国家大幅增产；能源转型政策变动；新能源项目审

批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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