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MIC：2010年度中国电源产业现状分析 

及2011年度展望 

一、电源产业分类综述 

中国电源产品的发展演化和中国的电源技术密切相关。电源技术是集电力变换、现代电

子、自动控制等多学科的边缘交叉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电源技术的进步又与现代控制理

论、材料科学、电机工程、微电子技术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密切相关。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力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功率器件的更新换代，新型电磁材

料的使用，功率变换技术的进步，控制方法的改进，以及相关学科的融合，我国电源产业也

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电源产品朝着高频化、高功率密度、高功率因素、高效率、高可靠

性和高智能化、绿色化等诸多方向发展。电源产品在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电磁兼容性、消

除网侧电源谐波、提高电源利用率、降低损耗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目前，中国电源市场上，电源产品种类繁杂，通过对中国电源市场长期系统、深入的研

究，将中国电源产品分为三大类：电子电源、化学电源和物理电源。其中电子电源的分类如

图1 所示。 

图1 电子电源产品分类分析 

 

 

在电子电源中，开关电源占据了绝大部分，而应用领域也是最为广泛的，具体的产品细



分参看图2： 

 

图2 开关电源分类详解 

 

 

表1 开关电源应用领域分析 

 

二、电源产业发展动力 

未来几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将面临一个更好的体制环境和发展机遇，为相关电



源提供了基础的政策环境。随着中国数字化进程的加快，信息化建设已经被纳入各经济主体

投资范畴，随着中国城市信息化和行业、企业信息化进度的加快，中国电源市场拥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 

从国内经济的实际运行看，高速列车、核电投资、新能源、航空航天以及大型船舶工业

的发展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将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拉动的最主要动力。这些行业将同时

拉动信息、新材料相关产业的发展；从二级行业看，与之相关的一批行业已经显现出很强的

盈利能力，如电子器件制造、家用音响设备制造、铅锌冶炼、铜冶炼、电子元件制造、汽车

整车制造、家用视听设备制造、电池制造、轴承等传动和驱动部件的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

工、照明器具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铁路运输设备制

造、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金属切削机床制造以及锅炉及原动机制造等。这些行业都为电

源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行业增长的动力看，既有外需拉动的行业如电子器件、电子元件和家用音响设备制造

等，也有国内需求拉动形成的高增长，如汽车整车制造、电池制造、轴承等传动和驱动部件

的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和生物、

生化制品的制造等。国家初步拟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海洋工程作为新的战略性产业，因此这些领域将成长出国内

企业未来的巨人，从而带动电源产业在这些领域在进一步发展。 

三、电源产业现状分析 

研究表明，在九十年代期间内，上市的电源企业多数为电源管理类企业；2000 年开始

的头五年里面，上市的企业多数为电池类企业；2005 年到现在，上市的企业则以具体的电

子电源为主要产品，涉及UPS、电力电源、通信电源等不同类型的电源。 

在2010 年中，部分重点电子电源产品取得了不多的增长率，基本同比都略高于GDP



的增长率，给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表2 2010 年度部分重点电子电源产品销售额分析（单位：亿元） 

 

图3 2010 年度部分重点电子电源产品销售额分析 

 

四、电源产业预测展望 

2010 年度，预计整体电源产业销售额为增长率为10.4%；上半年经济环境宽松，下半



年经济环境偏紧，基础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导致成本提高； 

2011 年度，预计整体电源产业销售额为增长率为11.3%；经济整体基本转好，经济表

现为前低后高的事态，给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会，导致整体电源市场开始稳定增长； 

2012 年度，预计整体电源产业销售额为增长率为10.6%；其中随着我国经济稳定增长，

节能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绿色概念电源将会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