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材料行业跟踪点评：低迷需

求数据呈现修复态势 新材料

板块季度性反弹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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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伏产业链价格趋势性向下，关注“量增逻辑+技术迭代”的主线；

风电关注抗通缩、受益海风弹性的核心零部件环节。2.合成生物学产业界

不断取得新进展，看好龙头公司新产品。3.医药景气度回升带动催化剂需

求；高性能碳纤维国产替代持续加速。4.三季度半导体出货保持增长，关

注国产化率持续上升的标的。建议聚焦以下主线：1.光伏领域推荐 TCL 中

环、宇邦新材，建议关注激智科技、帝科股份、苏州固锝、欧晶科技、鑫

铂股份；风电领域关注新强联、长盛轴承、汉缆股份、万马股份；2.生物

类材料领域华恒生物、嘉必优；3.高端制造&军工新材料：催化剂领域凯立

新材；碳纤维领域中复神鹰和光威复材；4.半导体&电子新材料：光刻胶领

域华懋科技；硅片领域 TCL 中环；特气领域华特气体；CMP 领域鼎龙股份；

OLED 终端材料领域莱特光电；PI 薄膜领域瑞华泰。 

流动宽松与估值修复共振，看好新材料板块季度级别反弹。以中信证

券研究部新材料组跟踪的新能源&电力材料、半导体&电子新材料、高端制

造&军工新材料、生物合成&消费类材料公司为范围，上周（11 月 28 日

至 12 月 2 日）上涨 1.1%，低于万得全 A 指数 2.4%的涨幅。我们认为在

流动性宽松与估值修复共振的时刻下，新材料板块的成长性依旧较为确定，

季度级别反弹值得期待。我们看好风电、合成生物学、光伏、半导体等板

块，建议关注轴承、碳纤维、生物类材料、硅片、高纯石英砂、特气等细

分子行业，建议关注相关龙头标的与弹性标的。 

新能源&电力材料：光伏产业链价格中枢下移趋势确立，围绕受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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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逻辑+技术迭代”的主线进行配置；风电围绕抗通缩、受益海风弹性的核

心零部件环节。 

光伏：根据 PVInfoLink 数据，上周多晶硅致密料现货价格环比前周下

降 7 元/kg，近期已进入硅料签单洽谈密集时间段，但目前市场上实际成交

的订单较少。展望 12 月，我们认为硅料的供需关系将出现实质性改善，12

月硅料价格继续下行的确定性较高，这也有望带动光伏产业链整体价格中

枢的下移，辅材环节量增的逻辑将进一步强化。建议继续关注开工率维持

高位的硅片龙头企业，以及受益放量逻辑，并且在行业技术迭代过程中受

益的辅材环节，如 POE 胶膜、光伏银浆、光伏焊带、石英坩埚等。推荐 TCL

中环、宇邦新材，建议关注激智科技、帝科股份、苏州固锝、欧晶科技、

鑫铂股份。 

风电：根据风电之音不完全统计，截至 11 月 30 日，11 月国有企业

开发商共发布风电机组设备采购招标容量达 4630.8MW，11 月总计发布

风机招标规模为 5530.8MW，较上月增长 2713.5MW。我们判断 2023 年

将是风电行业交付以及装机集中放量的一年，行业的成长属性将得到明显

体现。我们建议围绕抗通缩以及受益海风弹性两条主线进行配置，建议关

注轴承环节新强联、长盛轴承，以及海缆环节汉缆股份、万马股份。 

生物类材料：合成生物学产业界进展不断，看好龙头公司的新产品落

地。 

11 月 28 日，DoubleRainbow 宣布全球首次实现生物合成天麻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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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规模生产，目前天麻素主要来源于化学合成和植物提取，通过发酵

生产能够可持续地获取这种重要的药用天然化合物。11 月 29 日，

LanzaTech 与住友理工宣布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将住友理工生产过程中的

橡胶、树脂和聚氨酯废料用于异戊二烯的发酵生产，约有 95%工业异戊二

烯被用于天然橡胶的生产，因此双方的合作能够建立一个循环、可持续的

供应链。合成生物学产业界不断取得的新进展印证该行业的巨大潜力和空

间，我们看好龙头公司的新产品落地带来的成长性，建议关注华恒生物（氨

基 酸 产 业 链 & 丙 二 醇 & 丁 二 酸 & 苹 果 酸 ）、 嘉 必 优

（ARA&DHA&SA&HMOs）。 

高端制造&军工新材料：医药景气度推升催化剂需求；高性能碳纤维

后市可观。 

1）医药板块景气度持续回升，叠加中国原料药正处于产业升级阶段，

化学原料药和中间体的合成对贵金属催化剂的需求有望维持高速增长，建

议关注凯立新材（贵金属催化剂）。2）据 CompositesWorld、JEC 报道，

东丽碳纤维欧洲公司决定投资约 1 亿欧元，在法国西南部的工厂新建一条

生产线，预计新增高性能碳纤维产能 1000 吨，以满足法国和其他欧洲国

家对绿色能源和航空航天市场的需求，该项目将于 2023 年下半年开始建

设，预计于 2025 年底开始生产。我们认为航空航天、新交通等领域或仍

是高性能碳纤维持续发力的方向，在 2024 年航空航天领域需求有望恢复

至疫情前水平、且在全球高性能碳纤维整体供应有限的预期下，我国高性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9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