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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行情回顾 

2024 年 2 月 19 日- 2024 年 2 月 23 日，上证指数、创业板指数、科创 50 指数涨幅分别

为 4.85%、1.81%和 1.73%。我部所覆盖行业的周涨跌幅详细如下： 

表 1 覆盖行业的周涨跌幅情况 

行  业 周涨幅 行  业 周涨幅 

电力设备新能源 2.87% 

周期 

煤炭 8.14% 

机械设备 7.00% 石油化工 5.45% 

TMT 

计算机 11.52% 基础化工 5.10% 

电子 7.05% 有色金属 4.96% 

通信 11.27% - - 
 

 

二、行业研究观点 

电力设备新能源：光伏量价复苏，关注板块边际变化 

➢ 风电：海风项目稳步推进，两海打开长期成长空间 

本周申能海南 CZ2 海上风电示范项目海缆中标候选人公示，亨通宝胜分列第一和第二

候选人，山东也明确 2024 年能源转型工作要点任务目标指出加快风电规模开发，建成渤中

G 一期、半岛南 U1 二期、半岛北 BW 等项目；积极开展国管海域项目前期工作，适时启动

示范项目建设，新增海上风电装机 150 万千瓦左右，各地海风项目稳步推进。欧盟 26 个成

员国的能源部长签署了《欧洲风能宪章》，将欧盟 2030 年海上可再生能源目标从 61GW 提

高到 111GW，欧洲海上风电释放有望进一步加速，预计 2025/2026 年有望迎来并网拐点，

国内龙头企业具备出海实力，盈利端，海外风机维斯塔斯 23 年四季度风机销售均价约为 

1000 欧元/kw（折合人民币 7740 元/kw），仍显著高于国内风机售价，国产供应链导入后盈

利也显著由于国内。当前时点风电业绩改善预期+中长期需求确定性增强，风电板块处于基

本面的历史相对底部，但短期依然受到交易，审批层面扰动，后续上涨依然需要企业排产提

升及业绩的驱动，整体板块预计维持震荡磨底阶段。 

➢ 光伏：量价逐步复苏，看好板块反弹 

从 3 月排产看行业环比显著改善，产业链也在酝酿涨价，一线组件企业涨价 0.02-0.03

元，3 月预计实现量利齐升。需求端，组件价格下跌显著刺激下游需求释放，2023 年累计招

标 294GW，同比+85%，2024 年开年至今（2 月 23 日）组件采购规模合计 68GW（北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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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采购规模再创新高。海外方面，12 月电池组件合计出口 20.1GW（组件 16.4+电

池 3.8），同比增 51%，环比减 4%，环比缩减幅度收窄，后续出口持续恢复增长值得期待。

其中 EIA 亦上调美国市场需求预期 2023 年美国新增光伏装机 32GW，2024 年将达到 45-

54GW。短期看海外高库存，供需恶化对盈利压制的悲观预期在股价层面已经演绎较为充分，

行业量利在逐步恢复，看好板块后续反弹。 

➢ 电池：量价筑底，关注新技术变化 

根据中汽协数据，受年前促销活动及低基数效应影响，2024 年 1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同比呈现明显增长，分别完成 78.7 万辆和 72.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85.3%和 78.8%，

动力电池 1 月销量达 50.4GWh，同比增长 88.2%；装车量达 32.3GWh，同比增长 100.2%，

实现大幅增长。 

短期来看，中游各环节龙头公司盈利出现筑底信号，以电芯为例，成本角度，LFP 最低

0.4 元（含税），按照 9.5 万碳酸锂单价算，现金含税成本达到 0.38，已跌至现金成本线，但

是后续板块依然面临整车盈利压力（比亚迪本周秦 Plus 荣耀版降价增配，或开启 A 级市

场价格战），向上拐点尚需时间，需求端国内新能源车销量月季后续增速放缓，整体板块仍

处磨底阶段。 

宁德时代神行超充电池量产装车，全球首搭落地奇瑞旗下星途星纪元 ET，神行超充电

池已在奇瑞、阿维塔、哪吒汽车等品牌落地，随着 2024Q1 起神行电池逐步装车，宁德时代

国内份额有望持续稳中有升，超充技术的逐步落地也会带来材料体系升级。 

➢ 储能：海外户储去库接近尾声，关注美储高增 

2023 年国内储能新增装机规模约 22.6GW/48.7GWh，同比增长均超 200%，国内储能全

年高增，价格端储能系统成本也大幅下降，从 22 年底 1.5-1.8/wh 降至目前 0.6-0.9/wh,储能项

目经济性显著提升，预计国内储能依然延续高增。欧美则受到一定去库压力、高利率影响而

需求有所放缓，美国 12 月公用事业规模储能新增装机 1.2GW，同比增长 331.8%，环比增长

185.4%，美储需求显著恢复，根据 EESA 统计，截至 2023 年年底，欧洲户储剩余库存约

6.5GWh，预计 1 季度末去库至合理水平，头部户储公司也表示 Q4 逆变器出货下滑主要受到

需求放缓，库存积压影响，预计库存天数增加的趋势将在 2024 年 Q2 开始逆转。重点关注在

渠道以及生产采购成本具有优势的 PCS 企业以及具备海外系统集成项目经验的集成商。 

长期跟踪：福斯特（胶膜龙头盈利触底，感光干膜开启第二成长曲线）、中信博（短期

盈利承压，受益 23 年大型电站爆发，有望困境反转）、中熔电气（电力熔断器龙头，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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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业务占比持续提升）、TCL 中环（硅片龙头，石英保供能力行业领先）、五洲新春（风电

滚子龙头，拓展机器人轴承滚子）、盘古智能（风机润滑系统龙头）、东方电缆（海缆龙头）。 

 机械设备：经济复苏整体偏弱，关注高端国产替代及出口链的标的 

12 月份的协会数据公布，工程机械的需求略好于预期，国内仍然偏弱，海外若加息周期

缓解需求后续会有一定支撑；石化设备，石化设备的海外收入快速增长，短期油价虽有反复，

不改长期偏强态势；自动化装备，机器人和机床产量数据近期公布，金属切削机床的产量继

续高增，机器人产量也有所回暖，台达电等 1 月收入公布，短期有所回稳，预计自动化板块

短期见底反弹。 

长期跟踪：三一重工（国内城镇化仍有空间；人口替代长期大趋势；一带一路空间广阔；

性能接近海外巨头，成本优势巨大）；杰瑞股份（压裂设备龙头，国际领先技术，受益高能

源价格，成本优势明显）；国茂股份（减速机龙头，高端市场国产替代趋势逐渐来临）；汇

川技术（变频器、PLC 等龙头，受益工控高景气及国产替代持续）；海天精工（大型机床龙

头，在高端机床上有较强的领先优势）；海洋王（碳中和及高质量发展下对专业照明的旺盛

需求）。 

 
  TMT 行业：TMT 板块继续大幅反弹，后续进入分化 

➢ 计算机：AI+华为主线行情持续 

上周计算机行业继续反弹，还是以中小盘为先锋。需求方面，各方多模态大模型训练投

资额、推理需求进一步承续算力增长，AI 应用是关键，时间节点方面 3 月 GTC 的算力 TAM

指引以及 B100 发布。从海外看，超微电脑等品种的拉升主要来自估值提升，对比下来，国

产 AI 服务器投资性价比得以提升。长期看，由于 AI 芯片供需失衡的局面逐渐缓解，且定制

化架构逐渐完善，国内 AI 服务器利润率有望提升，如华为昇腾随着芯片可用性、易用性提

升，下游智算中心、政企客户、互联网客户应用拓展，利润率有望提升。目前鸿蒙生态进入

第二阶段，千行百业应用鸿蒙化加速，今年秋天鸿蒙系统还有重大更新，手机的性能将提升

30%，继续在国打造移动端操作系统“第三极”，到年底达到 8 亿台至 10 亿台。此外自动驾

驶方面，华为无图能力正在持续迭代提升，并通过智选车模式，在销售渠道等方面进行赋能，

产业逻辑正在持续落地验证。 

➢ 电子：英伟达业绩超预期，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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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电子板块持续大幅反弹，主要还是延续节前超跌反弹趋势，涨幅前列还是以中小盘

股为主。行业方面，主要有英伟达公司公布业绩，季度营收&毛利率续创历史新高，给出指

引是 24 年营收 609 亿美元，YoY+126%。其中数据中心业务收入推理约占 40%，其他业务

均超预期：游戏、专业可视化、汽车、OEM 及其他收入分别为 28.65/4.63/2.81/0.9 亿美元。

25Q1 指引是营收 240 亿美元（±2%），YoY+234%，超市场预期。H200 有望在第二季出货。

同时英伟达在访谈中首度将华为认定为 AI 芯片“最大竞争对手”，引发市场对华为算力芯

片的关注，从而带动华为产业链品种持续走强。消费电子方面，上周小米华为均发布新机，

其看点是均支持双向卫星通信，支持双向北斗卫星通讯，连接天通一号卫星实现实时语音通

话和短信收发。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新机型发布，带动存储、被动元器件以及相关零部件需求

增量，相关产业链品种可以关注。 

➢ 通信：光通信与运营商是通信的长期方向 

上周，工信部出台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政策，央企发展 AI 具有先天优势，其拥有丰富且

优质的行业数据集资源，可以加快布局和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建设一批智能算力中心和

产业多模态优质数据集，打造从基础设施、算法工具、智能平台到解决方案的大模型赋能产

业生态。运营商全程参与互联互通和算力枢纽的建设，在算力+网络领域的成长，是国内运

营商寻找新平衡并持续重估的体现。其次算力方面，光网络是核心受益标的。现有大模型推

理阶段发展更重视内存+网络平衡，且随着模型增大需要减少并行或优化并行通信，视频类

应用的影响远大于文本聊天类，并行和内存带宽是关键。从而进一步增强光通信网络作为 AI

时代的重要支柱。因此在算力+网络不断成长增长的背景下，持有光通信与运营商是防守进

攻兼顾的组合。 

长期跟踪：莱特光电（国产 OLED 材料突破性企业），炬光科技（激光产品上游厂商，

业绩持续向好）、高新发展(鲲鹏产业链）。 

 
周期版块：预计短期能源价格震荡偏强 

上周能源价格保持稳定，供给端红海危机延续，需求端海外经济数据坚韧且中国需求预

期有所回稳。当前全球的能源库存有所恢复，在长时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足、碳中和政策、

大国对抗等压制下，整体上的供给弹性有限，在坚韧的海外需求和托底的国内需求下，预计

价格下方支撑较强。有色和石化供给端逐步有所恢复但瓶颈受限，需求端短期也有所转好，

预计维持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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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跟踪：恒力石化、荣盛石化（受益欧洲炼化产能出清；向新材料延伸）；苏博特（环

保压力下，减水剂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功能性材料比如风电灌浆料等的国产替代再造一个

苏博特）；利安隆（受益海外产能出清；向润滑油添加剂国产替代延伸）；新和成（受益于

海外产能出清，维生素等有涨价预期）等。 

免责声明：本文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投资的依据。部分信息及数据来源于网络公开资

料，仅供参考。投资者应根据个人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和需求来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

承担相应风险，我公司及其雇员不对据此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