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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同样的工资，别人家的员工拼命干，你家的员工拖着干。

这就是薪酬绩效激活员工自驱性后，带来的组织变化。

那么，怎么设计合理的薪酬绩效，不仅能够激活员工工作动力，而且还能合理控制公司成本

呢。

下面，我们先从电机驱动与控制行业市场进行分析，然后重点分析并解答以上问题。

相信通过本文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解答，您对这些信息的了解与把控，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这将为您经营管理、战略部署、成功投资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价值，也为您抢占市场先机提供有力

的保证。

第二章 2023-2028 年电机驱动与控制市场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 电机驱动与控制行业监管情况及主要政策法规

一、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体制

电机驱动与控制所处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主要制订行业政策、长期发展规划，提出行业发

展战略等宏观管理。行业内各企业的业务管理和生产经营完全基于市场化方式进行。

（1）行业主管部门

电机驱动与控制所处行业属于制造业中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行业内一般称为电力电子行

业，主管部门主要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和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等。

行业主管部门主要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规划、行业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宏观调控和指

导，以及统筹协调前沿技术研究，牵头组织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对行业内的重大技术创新予以扶持

等。

（2）行业协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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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逆变器、储能逆变器及系统行业的全国性自律组织主要包括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中国电源学会等。协会的主要职责是组织会员开展各类业务技

术培训，组织会员间的经验交流，帮助协调、解决会员单位生产经营中的问题，组织会员单位进行

自我管理，举办会展，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等。

电机驱动与控制产品行业的主要自律性组织为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变频器分会、中国自动化学

会、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

等，其主要负责在行业和会员单位内组织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加强行业技术交流、进行市场研究等

工作，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我国电机驱动与控制产品领域主要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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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法规及行业政策的影响

根据上述法规及行业政策，我国以及世界主要国家均鼓励发展分布式光伏、储能以及工业自动

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报告期以来，我国发布《“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十四五”新型储

能发展实施方案》等，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陆续发布鼓励光伏及储能的产业政策，对

公司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产生积极影响。整体来看，上述法规及行业政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

影响。

第二节 2022-2023年中国电机驱动与控制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行业简介

电机驱动与控制产品属于工业自动化行业。工业自动化行业包含的产品种类众多，分别有驱动

类、控制类、反馈类、执行类等多种类别和细分市场。公司电机驱动与控制产品具体包括通用变频

器、水务变频器与智能控制器，其中通用变频器、水务变频器为主要收入来源，属于工业自动化行

业中的驱动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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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

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

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构成。变频器靠内部 IGBT的开关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

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实现对交流异步电机的软启动、节能降耗、变频

调速的目的。由于变频器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对电动机转速进行实时调节，因此可以降低电动机运行

的综合电耗，并起到改进设备控制水平的效果。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

压、过载保护等。

变频器按不同的标准有若干种分类。按输入电压等级不同可分为低压变频器（低于 380V）、

中压变频器（低于 2.3kV）和高压变频器（高于 3kV）；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不同，可分为电压型

变频器和电流型变频器；按照开关方式不同，可分为 PAM（脉冲幅值调制）、PWM（脉冲宽度调

制）控制变频器；按照控制方式不同，主要分为 V/F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等；按照用途不

同，主要分为通用变频器、专用变频器等。公司变频器产品均为低压变频器。

在变频器诞生之前，由于无法自由地调节电机转速，为了达到某种运动目的，传统的机械不得

不增加很多配件，这不仅增加了整体系统的复杂性与成本，还限制了设备的性能和发展空间，因此

推出简单而高效的电机调速技术就成为了一项迫切的需求，变频器正是基于这个需求而产生的。此

后随着变频器元器件、控制理论和控制技术的发展，变频器的性能不断提升，在此期间，欧美、日

本等发达国家凭借电子元器件生产和电子技术的优势，迅速抢占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变频

器行业起步较晚，直到 20世纪 90年代，变频器才慢慢被广大用户认可；21世纪开始，在国家的

大力支持下，国产变频器生产厂商在吸收国外变频技术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创新并开始尝试自主研发

生产，生产规模和产品性能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行业现状

目前全球工业自动化行业低压变频器市场主要可以分为欧美系和日系两大派别，欧美系代表厂

家包括西门子、ABB、施耐德等，日系代表厂家则是安川、三菱、富士等。欧美厂家更加擅长大型

自动化系统，日系厂家则更加擅长小型系统。在大型工程电气传动领域，欧美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高，在小型机械的设备制造领域，日系品牌的市场份额较大。

国产变频器产品由于多年来持续的研发投入，其性能、可靠性、售前售后服务、成本控制等方

面的优势逐渐显现，以汇川技术、英威腾为代表的国产变频器企业正在逐步抢占外资品牌的市场，

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目前，国产低压变频器已广泛应用于电梯、风电、轨道交通、起重机械、物流

设备、石油化工、电线电缆、塑料机械、纺织机械、木工机械、空压机、数控机床、印刷机械、包

装机械、金属压延、建筑材料、陶瓷设备、风机水泵等领域。

根据 MIR睿工业数据，2021年我国低压变频器市场规模超 300亿，同比增长 17%，增速创新

高。在市场需求增大和原材料涨价的情况下，实现了量价齐升的局面。一方面，2021年出口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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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增带来低压变频器下游行业需求的迅速增加（如纺织机械、包装机械、塑料机械等），同时机

床、电子及半导体、物流自动化等先进制造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工控产品的需求。

从下游行业来看，前五大应用领域为起重、电梯、机床、纺织和物流。从市场需求增长驱动力

来看，短期市场受益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地产进入竣工周期和消费类需求恢复；从中长期

看，制造业的自动化升级以及碳中和政策推动节能型应用上升，均有利于低压变频器行业保持较好

的景气度。

三、进入壁垒

（1）技术壁垒

低压变频器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涉及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机电一体

化技术、电机控制技术等多学科多领域技术。变频器要满足各种生产工业的要求和各项技术指标，

另外变频器的制造技术水平、寿命、谐波、效率、功率因数以及长期可靠的运行、通信标准、输入

输出接口等，这些对技术水平和经验积累都有很高的要求，产品质量和应用范围也与此息息相关，

因此技术水平构成了新进入此行业的壁垒。

（2）客户壁垒

自动化行业客户关注变频器控制和节能的效果，重视产品稳定性和安全性，为确保自动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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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稳定运行，自动化行业客户需要对电机驱动与控制产品进行长时间的配套试验，并投入大量

时间和精力完成产品的兼容性测试及其他各项调试，同时客户也非常关注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维修服

务。目前国内外主要厂商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凭借先进技术、产品品质、售后服务等获得了较为稳

定的客户群体。因此，对于新进入者而言，较难在短期内形成市场声誉并获得优质的客户资源。

（3）品牌壁垒

低压变频器是工业设备中的关键部件之一。国际品牌厂商经过多年的发展，凭借先进的技术优

势、可靠稳定的性能优势已经在变频器中许多下游应用行业和项目中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形成

了很好的品牌效应。而低压变频器中的高端市场长期被国际顶级品牌所垄断，因此新进入者若没有

较强竞争力的产品和方案，想要进入这些市场将面临较大的难度。

四、周期性、区域性、季节性

（1）周期性

低压变频器下游行业主要为电梯、注塑机、机床、空压机、纺织、起重、金属制品、电线电

缆、印刷包装、建材、冶金、石油、化工、电子设备等，这些行业与国家宏观经济、固定资产投

资、出口等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低压变频器行业呈现较强的周期性。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时，这些

行业势必会受到较大影响，从而影响行业的整体市场需求。

（2）季节性

受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惯例的影响，变频器产品的销售存在一定季节性，每年上半年销售额相对

偏低，从第三季度开始销售量开始扩大，下半年的销售额通常高于上半年。

（3）区域性

国内低压变频器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征，市场需求主要集中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华东、华南、

华北和华中区域。

五、行业利润水平

长期以来，外资品牌在中国低压变频器市场占据着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不断增加

研发投入实现技术突破，少数领先的国产变频器品牌已在产品技术和性能上接近甚至达到了国外知

名品牌的水平，并成功进入高端应用领域。国内变频器行业领先企业汇川技术在 2019年、2020年

和 2021年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37.65%、38.96%和 35.82%，毛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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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业技术水平及特点

变频调速技术是涉及电力电子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控制技术、电机控制与现代控

制理论、计算机通信技术的一种综合性、应用性高新技术。低压变频器是工业控制系统（或设备）

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服务于系统、整机应用要求，生产厂家需全面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和工艺实

践经验，把握用户需求，提供多种解决方案，选择原材料及生产制造工艺，开发切合用户需求的产

品，该行业具备较高的技术门槛。未来随着工业自动化技术日益进步，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变频

器行业将向智能化、定制化、节能化、系统集成、高可靠性等方向发展。

第三节 2022-2023年我国电机驱动与控制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行业竞争格局

我国低压变频器行业起步相对发达国家较晚，外资品牌占据了市场先机。20世纪 80年代，富

士、三菱等日本企业进入国内市场。20世纪 90年代中期，ABB、西门子等欧美企业进入国内市

场，形成了欧美与日本品牌共同主导的竞争格局。2000年以来，我国本土企业逐步发展起来，在

低压变频器市场实现突破，逐步扩大了市场占有率。

目前，我国低压变频器市场形成了以欧美品牌、日本品牌和中国品牌为主的竞争格局。根据

MIR睿工业数据，2021年我国低压变频器市场前十强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据了 6席，其中 ABB、西

门子占据了第一名、第二名；国内企业主汇川技术、英威腾占据第三名、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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