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大国电网看电气设备行业

从东南沿海到西部内地，电力无处不在。四通八达的庞大电网便利了居民生

活，也助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电气设备是构建电网的基础，本篇我们将走进电

气设备行业，帮您了解行业基本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电气设备行业的基本情况

（一）行业分类

电能从发电厂生产到居民、工商业等用户侧使用，经历输电、变电、配电、

用电等多个环节。在电力传输过程中，电压等级的变化、电力通断、输送、监控

保护主要依赖电气设备产品。根据电压从高到低，电气设备行业一般可以分为高

电压等级的输变电、中电压等级的配电、低电压等级的用电等多个子行业，其中

输变电主要承担电力在省际等远途的传输，配电主要承担电力在市内等短途的传

输。根据功能不同，电气设备行业也可以分为直接与电力传输相关的一次设备行

业（偏硬件产品），以及对一次设备或电力系统进行监测、调节、保护的二次设

备行业（偏软件产品）。

（二）行业规模

近年来，全国电网基本建设投资相对平稳。根据中电联披露数据，2020 年

电网基本建设投资 4699 亿元，同比下降 3.2%。国家电网此前表示未来五年计划

将投入 3500 亿美元推进电网转型升级。照此估算，对应的国内每年电气设备行

业市场空间约在 4500-5000 亿元。按细分行业来看，预计偏硬件的一次设备行业

每年市场空间（数千亿）远高于偏软件的二次设备行业（数百亿）。

（三）发展趋势

随着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加大接入，以及充电桩等用电设备产品不断丰富，

未来电网复杂程度将不断加深。此外，电网作为连接发电端和用电端的关键环节，

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在此背景下，整体电网

发展重点将聚焦智能化、信息化、互联化方向，以及电网架构安全性、稳定性的

提升。展望未来，输配电自动化设备、特高压设备等将向能源互联网转型升级，

相关细分设备领域也将不断创新升级和更新迭代。



二、行业特征

（一）下游需求较为集中

电气设备行业最重要的特征是下游需求比较集中。国内电力行业制度较为特

殊，电力建设主要由电网公司主导和统筹，电力建设投资基本来自于电网公司的

资本开支。电气设备行业作为电网公司的上游产业，其行业下游需求集中度较高。

目前，国内电网公司主要包括两大主体——国家电网公司（国网）和南方电网公

司（南网），南网主要覆盖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 5个省、自治区，

国网覆盖剩下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一般认为国网是目前国内电气设备的投资和

建设主力。

（二）竞争格局相对稳定

行业竞争格局方面，不同细分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差异较大（高电压等级的市

场集中度高于低电压等级，二次设备行业市场集中度高于一次设备行业），但整

体竞争格局相对稳定。比如行业壁垒最高的特高压环节，一般单个设备仅几家厂

商参与竞争，且以大型国企为主，而壁垒较低的中压配网行业，同一设备存在数

十家竞争厂商，且以民企参与为主。然而，电气设备行业下游采购渠道相对单一，

即大部分产品由电网公司进行集中招标采购，电网公司在产业链中占据较高话语

权，从历史数据来看，各细分环节竞争格局相对比较稳定。不同市场竞争格局往

往会导致不同的毛利率绝对水平和变化趋势，这也直接体现在电气设备公司的财

务数据上，后面我们再详细介绍。

（三）经营业绩受行业总需求影响较大

电气设备企业经营业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业总需求的变化。具体来说，

影响电气设备行业市场空间的主要因素有用电量增速和电网公司的投资政策变

化，其中用电量增速是影响电气设备行业需求的根本原因。当用电量增速抬升时，

需要加大相应的建设投资用于输配电容量的扩容建设，电气设备企业经营业绩也

将水涨船高。另一方面，电网建设与国家能源结构变革息息相关，需要宏观政策

引导，相关投资政策往往也是电气设备行业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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