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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說明外，本節所載若干資料摘錄自政府官方刊物及其他刊物以及本公
司委託灼識諮詢編製的市場研究報告。我們相信，該等資料來自適當來源且合理審
慎摘錄及轉載相關資料。我們並無理由懷疑相關資料在任何重大方面虛假或誤導，
或遺漏任何重大事實導致相關資料虛假或誤導。董事經合理審慎查詢後確認，自灼
識諮詢報告日期以來市場資料並無不利變動，可能限制、反駁或重大影響相關資料。
相關資料並無經本公司、獨家保薦人或任何我們或彼等各自董事、行政人員或代表
或任何其他參與 [編纂 ]人士獨立核實，故亦無就其準確性作出任何聲明。資料及統
計數據可能過與中國境內外編纂的其他資料及統計數據不一致。

中國電力行業概覽

價值鏈

以下載列中國電力行業價值鏈的分析。

發電 輸電 配電 終端用戶

市場參與者 發電公司，例如：
中國華能集團公
司、中國大唐集
團公司、中國華
電集團公司、中
國國電集團公司
及國家電力投資
集團

輸電量超過220千
伏特電網公司包
括：

1. 國家電網公司
集團（於中國 26

個省營運，覆
蓋中國面積近
88%的國家領
土）；

2. 中國南方電網
（於五個省營
運，分別為廣
東、廣西、雲
南、貴州及海
南）；及

3. 內蒙古電力集
團（於內蒙古西
營運）

配電公司，包括：

1. 國家電網公司
集團；

2. 中國南方電
網；

3. 內蒙古電力集
團；

4. 13間地級電網
營運商；

5. 約400間縣級
電網營運商；
及

6. 由於推行新改
革而興起的電
力零售公司

電力用戶，包括：

1. 工業用戶；

2. 商業用戶；

3. 家庭用戶；及

4. 其他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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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 輸電 配電 終端用戶

主要功能 投資建設及營運
發電廠

• 投資建設及營
運電網

• 輸電及配電

從不同來源購買
電力並向終端用
戶轉售

• 向配電公司
購買電力

• 由於推行新改
革，大型工業
電力用戶獲准
直接向發電公
司購買電力

中國年度耗電量及供應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並擁有可觀的名義國內生產總額，一直亦預期將
繼續為耗電量最大的國家。中國的年度耗電量由2012年約4,965.7太瓦時增至2016年約
6,092.1太瓦時，複合年增長率約為5.2%。中國的年度耗電量預期於2017年至2021年將
進一步以複合年增長率約 4.2%增長，達到2021年約7,483.5太瓦時。

另一方面，中國的年度電力應供量由 2012年約4,986.5太瓦時增至2016年約6,142.5太
瓦時，複合年增長率約5.4%。中國的年度電力應供量預期將進一步增至2021年約7,496.9

太瓦時，2017年至 2021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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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概覽

中國的電網主要由三間國有企業經營，分別是國家電網公司集團、中國南方電網
及內蒙古電力集團。根據灼識諮詢報告，國家電網公司集團於2016年覆蓋中國面積約
88%的國家領土，而超過80%主要輸電線路由國家電網公司集團建設及營運。下圖載列
中國於2016年的主要輸電線路：

中國的電網，2016年

內蒙古電力電網
國家電網公司電網
華南電網

發電廠基地

直流輸電線路

交流輸電線路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年度投資

中國政府於2012年至2016年期間已投資合共約人民幣 21,646億元，優化中國輸電
及配電行業，於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的年度投資額由 2012年約人民幣 3,661億元增加至
2016年約人民幣 5,426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10.3%。下圖載列所示期內中國於輸電及
配電行業的年度投資額：

366.1 385.6

596.6 608.1
577.0560.7542.6

458.4
411.9

563.9

人民幣十億元

複合年增長率（2012年至2016年）：
複合年增長率

（2017年（預期）至2021年（預期））：

輸電及配電行業

10.3%

2.0%

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年度投資額，2012年至2021年（預期）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預期）

2018年
（預期）

2019年
（預期）

2020年
（預期）

2012年 2021年
（預期）

資料來源：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灼識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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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能源局公佈的《配電網建設改造行動計劃（2015–2020）》，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
於2016年至2020年期間的總投資額將較 2011年至2015年期間高約 31.4%。中國輸電及配
電行業的年度投資額預期於2017年至2021年以複合年增長率約2.0%進一步增長至2021

年約人民幣6,081億元。

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結構發展趨勢

下表載列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結構發展趨勢的分析。

新興電力零售公司
可向發電公司及配電公司
購買電力並向電力用戶轉售。

電網公司

由於推行新改革，
預期更多電力
零售公司將於
2017年至2021年
成立。

由於推行新改革，
大型合資格工業
電力用戶獲准直接
向發電公司購買
電力。

發電公司

電力用戶

配電公司
（電力零售
公司除外）

電力
零售公司

附註：

1. 虛線格及虛線箭頭指推行新改革後將出現的新市場分部及機遇。

2. 箭頭指現時電力貿易流向。

新改革經已推行，以 (i)加快電價改革及統一價格系統；(ii)加快建設電力交易平台；
(iii)改善以市場為本的交易機制；(iv)推行電力銷售改革；及 (v)鼓勵國營配電公司以市
場主導方式經營，以達致高效使用電力。推行新改革不但鼓勵國營配電公司以市場主
導方式經營企業以達致高效使用電力，私人資本亦受支持流入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
因此 ，我們相信成立電力零售公司連接發電公司及電力用戶，是使私人資本流入中國
輸電及配電行業最理想的方法。根據新改革，自2015年起獲准成立電力零售公司以購
買及轉售電力。首間電力零售公司已於 2015年1月成立。根據灼識諮詢報告，已註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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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零售公司的總數由 2016年2月約270間大幅增加至 2016年12月約3,512間。由於電力營
銷系統可視作為經營電力零售服務時的必需品，故預期電力營銷系統於電力零售公司
的滲透率將於2017年至2021年持續增加。有關新改革時中國電力營銷系統影響的詳情，
請參閱下文「中國電力軟件及信息服務行業」一段「中國電力營銷系統市場規模」分段。

中國電力軟件及信息服務行業

根據灼識諮詢報告，以收入計算，電力軟件及信息服務業市場規模由 2012年約人
民幣 203億元下降至 2016年約人民幣149億元。電力零售公司的進一步發展，加上主要
發電公司管理架構變動所產生的需求，預期電力軟件及信息服務業市場規模將於 2017

年至2021年以複合年增長率約 0.5%增長至約人民幣 152億元。

根據灼識諮詢報告，2016年電力軟件信息服務行業的主要客戶包括 (i)大型國有發
電公司，例如中國華電集團公司及中國國電集團公司；(ii)大型地方發電公司，例如魯
能集團；及 (iii)電網公司。

下表載列電網公司及發電公司電力軟件及解決方案各自的基本投標要求：

發電公司 電網公司

資本要求 註冊資本要求（一般不少於人民
幣10百萬元）

足夠完成任務的資本

認證 • ISO 9000質量管理認證
• 軟件企業認定
• 電腦信息系統集成資質（三級
或以上）

• 能力成熟度模型（「CMMI」）三
級認證或以上

• ISO 9000質量管理認證
• 電腦信息系統集成資質（二級
或以上）

• CMMI三級認證或以上
• 公安部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產
品質量檢測中心頒發的安全證
書（四級）

技術測試 不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測試報告



行 業 概 覽

— 60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於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採用信息技術

於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採用信息技術架構

下表載列於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採用信息技術架構分析。

於輸電及配電行業
採用信息技術

電力軟件及信息服務市場範疇

硬件

數據採集設備 電力營銷系統互聯網
數據中心 企業應用軟件 企業生產

軟件系統

支撐服務

技術服務

其他硬件

電力軟件及信息服務

伺服器及
儲存裝置

於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採用信息技術可分為 (i)硬件的裝設，例如，數據採集設備、
伺服器及儲存裝置及互聯網數據中心；及 (ii)電力軟件及信息服務，包括協助從事輸電
及配電的公司用戶管理、信息採集及分析及日常管理的核心系統。

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的電力軟件及信息服務分類

下表列載有關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的電力軟件及信息服務分類。

信息及軟件服務 主要用戶

1. 電錶營銷系統
• 電力計量系統
• 客戶服務系統
• 付款系統

配電公司

2. 企業應用
• 信息平台─為傳輸及處理自用戶採集的數
據而設

• 企業資源計劃系統─一般為統一從事輸送
及配電的公司各部門的軟件

• 信息保護系統─為保護從事輸送及配電的
公司的數據而設，以防數據泄漏及遭破壞

配電公司

3. 企業生產
• 設施管理系統
• 安全管理系統
• 生產計劃系統
• 建設項目管理
• 項目管理

電網公司



行 業 概 覽

— 61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信息及軟件服務 主要用戶

4. 技術服務
• 編碼服務支撐
• 系統運作及維護

電網公司、
配電公司及
電力零售公司

電力營銷系統

普遍透過綜合軟件系統提供電力營銷系統，讓配電得以自動化並可作監控。下圖
顯示電力營銷系統的特徵。

數據傳輸

電力銷售管理

資金管理

客戶服務平台

質量監控系統

數據處理 數據收集及整合

賬戶管理
用戶
數據庫

數據輸出

用戶

• 透過綜合軟件
繳付賬單。

• 聯繫電網，並傳
輸從電力用戶所
收集之數據。

處理所收集的數據，並將有關結果
傳輸至數據庫。主要功能如下：
• 識別用戶
• 數據配對
• 收取費用
• 客戶服務
• 其他

• 建立電力用戶追蹤
記錄，並通過綜合
軟件管理有關數
據。

中國電力營銷系統巿場規模

整體市場規模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按收入計的中國電力營銷系統整體市場規模：

所有參與者

複合年增長率
（2017年（預期）至2021年（預期））

複合年增長率
（2012年至2016年）

(9.0%) 5.6%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預期）

2018年
（預期）

2019年
（預期）

2020年
（預期）

2021年
（預期）

所有參與者

2,867.4

2,394.8
2,098.9

1,942.2 1,967.2
2,204.0

2,358.6
2,490.4 2,617.3

2,744.7

人民幣百萬元

中國按收入計的電力營銷系統整體市場規模
2012年至2021年（預期）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中國電力企業聯會、國家電網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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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力營銷系統是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最主要的信息及軟件服務分類之一，故
電力營銷系統的開支亦佔中國信息及軟件服務總額的相對較大比例。

國家電網公司集團

於2012年至2016年間，國家電網公司集團的電力營銷軟件系統市場規模錄得複合
年增長率約 11.0%，由2012年約人民幣2,579.6百萬元跌至2016年人民幣 1,615.1百萬元，
並預期將於2017年至 2021年以複合年增長率約 0.9%持續下降。

內蒙古電力集團、其他地方電網公司及電力零售公司

下表列載所示期內內蒙古電力集團、其他地方電網公司及電力零售公司收入的電
力營銷系統巿場規模：

25.0 17.1 30.0 20.5 35.0 23.9 40.0 26.5 29.241.0 42.1 42.5

307.1

44.1

486.6

6.9 32.0 45.8

640.5

33.1 47.5

786.6

34.3 49.3

930.5

35.630.6

人民幣百萬元

內蒙古電力集團

其他地方電網公司

複合年增長率
（2012年至2016年）

13.2%

14.3%

複合年增長率
（2017年（預期）至2021年（預期））

3.8%

3.9%

電力零售公司 31.9%

按收入計算的內蒙古電力集團、其他地方電網公司及
電力零售公司的電力營銷系統巿場規模，

2012年至2021年（預期）

不適用（附註）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預期）

2018年
（預期）

2019年
（預期）

2020年
（預期）

2012年 2021年
（預期）

內蒙古電力集團 其他地方電網公司 電力零售公司

附註： 2015年頒佈新改革下的新興電力零售公司。

附註： 大部份已註冊電力零售公司將於2017年後開始營運，將增加對電力營銷系統的需求。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

於2016年，內蒙古電力集團、其他地方電網公司及電力零售公司的市場規模分別
佔整體市場規模約2.1%、1.5%及2.1%。由於預期電力零售公司的數目將因新改革而上升，
故預期內蒙古電力集團、其他地方電網公司及電力零售公司的市場規模將於 2021年分
別佔整體市場規模約 1.8%、1.3%及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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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灼識諮詢報告，電力零售公司總數目由 2016年2月約 270間大幅增加至2016年
12月約3,512間。儘管 (i)國家電網公司集團的電力營銷系統的市場規模預期於2017年至
2021年以負複合年增長率減少約 0.9%；及 (ii)內蒙古電力集團、其他地方電網公司的電
力營銷系統的市場規模預期於2017年至2021年以複合年增長率温和增加3.8%至 3.9%不
等，電力零售公司的電力營銷系統的市場規模預期於2017年至2021年間將按約31.9%之
複合年增長率增加。此乃由於電力營銷系統可視作為經營電力零售服務時的必需品，
由於大部份電力零售公司均由於新改革推行而於2016年新成立，而傳統配電公司（如
國家電網公司集團）已日漸成熟，故預期電力營銷系統於電力零售公司的滲透率將於
2017年至 2021年持續增加。此外，電力零售公司需要電力營銷系統的維護服務，而有
關服務一般將按系統供應商以發還款項方式提供。(i)中型電力零售公司於電力營銷系
統的投資預期穩定增長；(ii)電力零售公司數目的增加；(iii)滲透率的增加；及 (iv)為電
力營銷系統提供維護服務所得收入增加，均預期將加快電力零售公司的電力營銷系統
市場規模的增長。因此，新改革使電力公司數目增加，從而使中國配電業格局的日後
競爭及透明度上升。

中國電力營銷系統巿場的驅動因素

1. 持續投資以維持系統運作─電力營銷系統的運作及維護需要巨額投資；電網公司
在系統運作及維護方面的全年投資額將不少於人民幣 1,700百萬元，預期將為電力
營銷系統供應商的估計保證收入來源；

2. 電網進一步發展的需求不斷增加－電網正進行全面升級以加入智能功能；作為升
級的已整合部分，電力營銷功能預期將加入更多智能功能及大數據應用程式（如
自動計量及智慧電力消耗管控），將提升效能及減少電力營銷活動成本；電力營銷
功能升級將從委聘電力營銷系統供應商；及

3. 電力零售公司的需求不斷增加－電力零售公司從事採購及配電；在新改革的帶動下，
已進入及將進入電力銷售市場的電力零售公司數量不斷增加；電力零售公司增加
為電力營銷系統產生額外需求。

中國電力營銷系統行業的競爭分析

2016年，中國約有30間電力營銷系統供應商。根據灼識諮詢報告，由於國家電網公
司集團及中國南方電網的營運規模及地理覆蓋範圍，過往彼等委聘多名服務供應商。
彼等的聯屬公司處於領導位置，於電力營銷系統市場的市場份額相對較大。例如，北
京中電普華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及國電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國家電網公司集團的
聯屬公司，於2016年分別佔總市場規模約35.1%及28.0%。雲南雲電同方科技有限公司
為中國南方電網的聯屬公司，於2016年佔總市場規模2.5%。除國家電網公司集團及中
國南方電網的聯屬公司外，市場概無單一主導參與者及各佔總市場規模相對較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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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載中國主要電力營銷系統供應商概況，包括 2016年按收入計的排名及巿場
份額：

排名 公司 主要服務 主要客戶 收入 巿場份額
（人民幣百萬元） (%)

1 北京中電普華
信息技術
有限公司

• 電力營銷系統；及
• 企業應用

國家電網公司集團 690.0 35.1

2 國電南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 硬件建設；
• 電力營銷系統；及
• 企業應用

國家電網公司集團 550.0 28.0

3 朗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 電力營銷系統；
• 企業應用；及
• 技術服務

國家電網公司集團
及
中國南方電網

220.0 11.2

4 東軟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 電力營銷系統；
• 企業應用；及
• 技術服務

國家電網公司集團
及
中國南方電網

160.0 8.1

5 煙台海頤軟件股份
有限公司

• 電力營銷系統；
• 企業應用；及
• 技術服務

中國南方電網 155.0 7.9

6 雲南雲電同方科技
有限公司

• 電力營銷系統；
• 企業應用；及
• 技術服務

中國南方電網 50.0 2.5

7 本集團 • 電力營銷系統；及
• 技術服務

內蒙古電力集團及
國家電網公司集
團

43.0 2.2

－ 其他 — 99.2 5.0  

總計 1,967.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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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力營銷系統行業的主要成功因素

1. 熟悉電力業及豐富經驗─管理層對電力業瞭解深入全面且經驗豐富，使其更了解
客戶在營運時的需求及更準確估算巿場的發展走向；

2. 優秀的軟件開發技能—實施令人滿意的電力營銷系統，特別是制定可為過百萬用
戶服務的平台；

3. 提供準時及高質素服務且涵蓋廣泛地區─由於大多數客戶需一直不間斷地正常運
作，故設有當地客戶服務團隊以提供適時支撐對電力營銷供應商十分重要；及

4. 足夠社區及資本資源─維持具競爭力的研發團隊及客戶服務團隊十分消耗電力營
銷供應商的資金；

5. 提早進入市場－輸電及配電市場為受高度監管且集中的市場，當中國家電網公司
集團及中國南方電網處於主導地位；於早期進入市場且往績記錄良好的電力營銷
系統供應商將更容易與該等大型國有客戶建立業務夥伴關係；

6. 技術門檻－電力營銷系統必須高度兼容，靈活及穩定，以服務過百萬用戶。當中軟
件供應商需對平台設計、數據處理及應用升級有深入全面了解，亦需擁有一支經
驗豐富的研發及執行團隊以進行其工作；

7. 客戶忠誠門檻－為完善系統及確保系統維護及未來的升級一致，電力營銷系統的
客戶一般偏好選擇於過去系統開發階段曾合作的軟件公司；

8. 業務累積門檻－由於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急速發展，電力營銷系統需因應有關急
促發展而作出調整；其需累積更長久的業務經驗以加深行業知識，從而開發可滿
足客戶需要的系統；另一方面，電力營銷系統合約主要通過投標過程獲得。因此，
新加入市場的供應商因缺乏項目經驗而於投標過程中處於不利位置；及

9. 資金需求門檻－由於每名客戶均需定製設計電力營銷系統，其開發周期一般漫長，
付款周期亦因而較長，影響系統開發者的現金流量；系統開發者需要龐大啟動資
金及相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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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們的市場競爭優勢詳情載於本文件「業務」一節「競爭」一段。

中國技術服務巿場規模

電力行業的技術服務包括電力營銷相關軟件系統的維護及升級服務；及就電力交
易向客戶提供技術員工的電力交易相關外包服務。

於2016年，按收入計，中國技術服務市場規模為約人民幣42億元。本集團就提供技
術服務的收入為約人民幣 25.6百萬元，相當於市場份額約 0.6%。下表載列所示期內按
收入計的中國技術服務的整體市場規模：

5.6 6.1 6.5
9.2

6.7
5.3

4.6 4.2 4.0 4.0 3.9 3.8 3.8
4.9

人民幣十億元

所有參與者

複合年增長率
（2012年至2016年）

複合年增長率
（2008年至2011年）

9.9% (17.8%) (1.3%)

複合年增長率
（2017年（預期）
至2021年（預期））

按收入計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所有參與者技術服務的巿場規模，2008年至2021年（預期）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預期）

2018年
（預期）

2019年
（預期）

2011年2010年2009年2008年 2020年
（預期）

2021年
（預期）

所有參與者

附註： 所有參與者包括國家電網公司集團、中國南方電網、內蒙古電力集團、其他地方電
網公司及電力零售公司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中國電力企業聯會、國家電網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向內蒙古電力集團提供技術服務的市場規模由 2012年約人民幣 47.3百萬元增至
2016年約人民幣 91.7百萬元，複合年增長率約 18.0%。於2016年，內蒙古電力集團及電
力零售公司的市場規模分別佔整體市場規模約2.14%及0.28%。由於預期電力零售公司
的數目將因新改革而增加，故預期內蒙古電力集團及電力零售公司的市場規模將於
2021年分別佔整體市場規模約 2.67%及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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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載所示期內按收入計國家電網公司集團的技術服務巿場規模：

7.7

5.0
3.7

3.1 2.7 2.6 2.5 2.4 2.4 2.4

(23.0%) (2.0%)

複合年增長率
（2012年至2016年）

複合年增長率
（2017年（預期）至2021年（預期））

國家電網公司集團

人民幣十億元

按收入計國家電網公司集團的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技術服務的巿場規模，2012年至2021年（預期）

國家電網公司集團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預期）

2018年
（預期）

2019年
（預期）

2020年
（預期）

2012年 2021年
（預期）

至

資料來源：灼識諮詢、國家電網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相較內蒙古電力集團及其他地方電網公司及電力零售公司，國家電網公司集團的
規模較大。故此，國家電網公司集團的信息及軟件服務亦更為精密。由於多個信息及
軟件服務總承包商未能覆蓋國家電網公司集團信息及軟件服務所有範圍，故與中國輸
電及配電行業類似，有關總承包商一般委聘數名技術服務供應商，在多個省巿系統的
項目及維護工作上提供支撐。

於2014年，隨着國家電網公司集團採用信息技術漸趨成熟，國家電網公司集團技
術服務的巿場規模由 2012年約人民幣 77億元下跌至 2016年約人民幣 27億元，負複合年
增長率則約 23.0%。預期 2017年至 2021年的全年投資額將維持穩定，預期全年投資額介
乎約人民幣24億元至約人民幣 26億元不等。

整體而言，向內蒙古電力集團及國家電網公司集團提供技術服務的總市場規模由
2012年約人民幣 77.3億元減少至 2016年約人民幣 28.2億元，複合年負增長率約 22.3%。
預計向內蒙古電力集團及國家電網公司集團提供技術服務的總市場規模將於2021年前
進一步增加至約人民幣 25.0億元。

中國技術服務市場驅動因素

1. 信息系統運作維護及升級需求─從事輸電及配電的公司須維持充足投資額，以支
持現有信息系統的營運維護及所需升級。故此，將需要相關技術員支撐其長遠日
常營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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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事輸電及配電的省級及巿級公司的特定需求─從事輸電及配電公司的信息系統
標準一般由集團總部為其地區辦公室及其附屬公司設定，但省級及巿級分公司可
能按其營運狀況有其個別信息系統的需求，故此將需要技術服務修訂信息系統以
切合各省級及巿級輸電及配電公司的需要。

3. 新改革推行後外包員工的需求增加─新改革鼓勵建設電力交易平台。新改革推行
生效後，33個省級電力交易中心及平台已於 2016年底前成立。電力交易中心及平
台數目持續增加令外包員工（為技術服務一部分）的需求增加。

於中國的充電設施

下表載列中國電動車充電行業的價值鏈分析：

組合供應商
充電點
製造商 解決方案供應商

經營服務
供應商

充電點
使用者

主要功能

充電點的
製造組合，
包括充電
基地、
充電器等

製造充電點 向經營服務供應商
提供一系列解決
方案，包括應用
程式、安裝設計、
維護

– 從不同來
源購買電力
並向終端
用戶轉售；

－ 安裝充電點；
及

－ 提供充電
服務

於充電點為
車輛充電
及支付服
務費

隨着電動車於中國日漸普及，中國多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及西安）已設立電
動車的充電設施，而充電站及充電樁的數目由2010年約 1,100按複合年增長率增加約
223.5%至2015年約28,000。加上踏入互聯網普及的時代，預期智能充電樁將加入智能技
術元素。網絡為本的充電站及充電樁將會更高「智能」。

中國政府對充電設施的建設十分重視，並鼓勵分銷及銷售電力的新企業投資於充
電設施上。於2014年至2015年間，中國政府頒佈有利開發充電椿的政策，即《關於新能
源汽車充電設施建設獎勵的通知》、《關於加快推進新能源汽車在交通運輸行業推廣應
用的實施意見》及《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發展指南（2015-2020年）》，以 (a)增加中國智能
車的數目；及 (b)增加適用於中國智能車的智能充電設施的數目。鑑於中國有關充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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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多項利好政策及規例，根據灼識諮詢報告，充電樁的數目預期於 2016年至 2021年
間，按複合年增長率約76.2%大幅增加至2021年約7.8百萬元。因此，預期日後對充電站
及充電椿供應商有關應用程式，技術服務及相關硬件或軟件產品的需求將會增加。

下表載列於 2016年按銷量計中國主要充電站提供者所佔的市場份額：

排名 公司
銷量

（充電點數量） 市場份額
（千位） (%)

1. 許繼電氣有限公司 61.0 27.9

2. 深圳市聚電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24.0 11.0

3. 深圳市科陸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0 8.2

4. 上海循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7.0 7.8

5. 北京基業昌達新能源技術有限公司 15.0 6.8

6. 深圳奧特迅電力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12.0 5.5

7. 長園深瑞繼保自動化有限公司 10.0 4.6

8. 深圳市金宏威技術有限責任公司 9.0 4.1

9. 浙江萬馬新能源有限公司 9.0 4.1

10. 廣州科立通用電氣公司 8.0 3.7

其他 36.0 16.3  

總計 219.0 100.0
  

根據灼識諮詢報告，中國主要有兩款電動車充電相關軟件，即 (i)電池管理系統，
指控制電動車電池充電及放電過程的程式；及 (ii)充電點管理系統，指讓用家監控及操
作充電點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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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管理系統，可由智能車製造商自行開發或由電池製造商或開發專家開發。根
據灼識諮詢報告，中國電池管理系統市場集中，按銷量計，五大供應商佔 2015年市場
份額約一半。

充電點管理系統，可由一間充電點製造商或一間第三方開發商開發。根據灼識諮
詢報告，中國充電點管理系統市場同樣集中，按銷量計，五大供應商佔 2016年市場份
額約一半。

關於灼識諮詢

我們就 [編纂 ]委託獨立第三方灼識諮詢，分析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的電力營銷系
統行業及撰寫報告。我們所委託的報告或灼識諮詢報告，乃由灼識諮詢獨立於我們的
影響下編製。就編製灼識諮詢報告應付灼識諮詢費用為人民幣730,000元，乃我們認為
屬市場的收費。灼識諮詢服務包括行業諮詢、商業盡職調查、戰略諮詢等。其諮詢團
隊一直緊貼工業、能源、化學、醫療保健、消費品、運輸、農業、互聯網、金融等最新市
場趨勢，於上述行業擁有相關市場信息。灼識諮詢透過多種資源進行一手及二手研究。
一手研究涉及訪問主要行業專家以及領先行業參與者。二手研究涉及分析來自公開數
據來源的數據，來源包括國家統計局、行業協會等。

我們所委託的灼識諮詢報告包括中國輸電及配電行業中電力營銷系統行業的資料。
所有統計數據均是可靠的，並是基於灼識諮詢報告日期可取得的資料。其他資料來源
包括政府、行業協會或市場參與者，可能提供分析或數據所基於的部分資料。

在編寫及編製灼識諮詢報告時，灼識諮詢已採納以下假設：(i)中國經濟及行業發
展於未來十年很可能維持穩定增長；及 (ii)相關行業主要推動力很可能推動中國輸電及
配電行業的電力營銷系統行業發展，如配電公司需求增加及持續投資以維持系統運作；
及 (iii)並無任何可能對市場造成巨大基本性影響的極端不可抗力或行業法規。

除非另有說明，本節所有數據及預測均源自灼識諮詢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