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MIC：2010 年度中国 UPS 市场分析及 2011 年展望 
 

一、UPS 产品市场整体表现分析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39798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 10.3%，增速比上年增长 1.1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 11.9%，二季度增长 10.3%，

三季度增长 9.6%，四季度增长 9.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40497 亿元，增长 4.3%；

第二产业增加值 186481 亿元，增长 12.2%；第三产业增加值 171005 亿元，增长 9.5%。 

由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驱动，UPS 产品的销售也开始反弹，根据调查显示，2010 年

UPS 整体销量达到 108.42 万台左右，销售额达到近 32.63 亿元，同比增长率都有较快上升，

分别为 8.2%和 11.7%。 

 

图1  2008-2010年中国UPS市场销售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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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国 UPS 市场前两个季度增长较快，之后增长率依次走低，主要原因为： 

 上半年中国政府投资开始逐步到位并显现出拉动经济的力量，促使企业也对经济开

始乐观，逐步扩大了投资； 

 2009 年没有投资的缺口开始得到适度的弥补，也促成了 1-2 季度增速较快的原因； 

 出口、制造业等 2009 年衰退较快的产业恢复也相对较快，反弹也较显著。 

下半年开始，由于中国经济调结构开始成为主线，在这些结构调整中，核心是储蓄与消

费的再平衡，本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 

 下半年 CPI 持续走高，金属、人力成本、能源成本持续上涨，促使 UPS 的价格也

开始上扬，监测产品价格表明，2010 年整体 UPS 价格上涨 3.2%； 



 国家的投资在下半年基本投资完毕，基建等拉动 UPS 的增长有限； 

二、UPS 产品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2010 年，中国 UPS 市场的品牌格局中，艾默生欲推行五级代理级别，将超过 5000 万

的代理渠道定义成钻石级，在交通、金融、IDC 等领域表现出色。APC 整体相对稳定，三

大总代发展不温不火，整体摆脱了负增长的趋势，但依然发展不快。伊顿在 2010 年相对发

展较快，山特在深耕小机市场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做更多增值的项目；伊顿的 PW 系列产

品在发展代理商和集成商上做出诸多努力，收效也颇丰。 

 

图2  中国UPS市场三大主力厂商拓展产品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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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中国 UPS 市场主要划分为四个级别，以伊顿、艾默生、施耐德为首的厂商

构成了第一梯队，技术雄厚，依靠集团优势，产品形成互补，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以科士达、

科华、易事特为代表的上市和欲上市的企业组成第二梯队，此类公司手头有大量募集资金，

业务规模扩展速度较快，追求多元化发展；中达电通、科风、冠军等构成第三梯队，具有国

际视角，产量也较大，但是比国际巨头缺少技术优势，比上市企业缺少资金；第四梯队是中

兴、华为等通信领域的巨头，他们觊觎 UPS 领域时间较长，会择机进入，实业也不容小觑。 

 



图3  中国UPS市场企业梯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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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行业集中度反映一个行业的整合程度，如果集中度曲线上升迅速表明行业竞

争激烈，优势企业纷纷采用渠道扩张，降价等方式来扩大市场，而稳定的集中度曲线则表明

市场竞争结构相对稳定，领导厂家的优势地位业已建立。处于集中度迅速上升中的行业蕴含

发展机会，此时加大市场投入，加快渠道建设往往能获取一定的成效。而处于集中度稳定中

的行业机会不高，企业扩张的努力会受到领先厂商的集体抵制，此时细分化、差别化的发展

策略才能见效。 

 

图4  2010年中国UPS市场集中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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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UPS 产品市场未来趋势分析 

1、高频机UPS发展加快 

高频机 UPS 指的是输入输出电路都工作在 20kHz 以上，且没有输出变压器电路的

UPS。而传统的工频 UPS 由晶闸管整流器、IGBT 逆变器、旁路和工频隔离变压器组成因

其整流器和变压器工作频率均为工频 50Hz，顾名思义叫工频 UPS。从 UPS 技术的发展趋

势来看，目前高频机 UPS 与工频机 UPS 相比具有以下一些优势：输入功率因数高、本身

功耗小、对外干扰小、体积小、重量轻、全数字技术、对电网的适应能力强等。 

高频机在节能环保方面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这恰恰符合了低碳经济时代下的发展要

求。首先，高频机 UPS 的节能效果十分显著，根据研究显示，目前主流厂商的高频机 UPS

的输入功率因素已经能达到 0.95 甚至更高，而传统工频 UPS 的功率因数一般在 0.8 左右，

如果拿 100kVA 的高频机 UPS 比同容量的工频机 UPS 每年至少节约 5 万度电左右。同时，

对于大型机房而言，通过对多台工频机并联来实现机房的供电，那将会占用更大的机房面积，

产生更多的电力消耗，而使用大功率的高频机 UPS 的节点效果更加明显。其次，在环保方

面，高频机 UPS 也有不少的亮点。根据研究，工频 UPS 产生的谐波电流在 30%左右，而

高频 UPS 产生的谐波电流在 5%以下，显然工频机 UPS 对电网造成的影响更大，同时为了

解决谐波问题，需要加装更多的谐波滤波器或相应的其他设备，而高频机 UPS 在谐波的控

制上有很大的优势。同时，工频机 UPS 产生的噪声较大，而高频机 UPS 在噪声方面有很

大的改进。 

就目前工频机 UPS 和高频机 UPS 技术的发展来看，在单机容量 200kVA 以下的高频机

UPS 产品已经体现出较大优势，尤其是在节能减排方面有更好的表现；而 200kVA 以上容

量的 UPS 产品中，工频机仍然有一定优势，但经过多年了 UPS 厂商的不断努力，大功率

的高频机 UPS 产品已经越来越完善，比如伊顿公司的高频机 UPS 单机容量已经做到

1200kVA，而且故障率已经大幅降低完全可以和同级别的工频机抗衡，可靠性也得到了极大



的提高。在全球经济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节能减排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大势所趋，

唯有符合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更加节能、更加环保的 UPS 技术和产品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

占有优势的地位。 

2、2011-2015年中国UPS总量规模  

中国UPS市场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 

 交通、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信息化建设重心从资源整合转向应用系统的深度挖掘

和综合利用； 

 电子政务、教育信息化建设继续深入，网络和应用系统建设步入关键阶段； 

 医疗、农业等传统行业信息化建设持续升温，逐步走向正轨； 

 中小企业信息化继续凸现蓬勃的生机，成为市场发展中的亮点； 

 

图5  2011-2015年中国UPS总量规模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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