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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磁性元件为电子电气设备核心元件。磁性元件是保障电器电子设备安全稳定工作

的重要基础元器件，按用途磁性元件主要可分为电子变压器与电感。随着各类电力

电子设备的广泛应用，电子变压器与电感将在其下游移动通信、汽车电子、工业机

器人、新能源发电等行业的推动下实现快速发展。 

 磁性元件上游受大宗产品价格影响大。磁性元件原材料主要涉及磁性材料制造业、

辅材制造业、线材制造业与绝缘材料制造业，其中成本占比较大的是漆包线与磁性

材料。漆包线原材料以铜为主，定价模式基本为“铜价+加工费”，故价格受上游

铜价波动影响较大。磁性元件所用磁性材料为软磁，其中软磁铁氧体是运用最广的

软磁材料。随着电子设备对磁性元件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如非晶/纳米晶，金属软

磁粉芯等新型软磁材料有望打开市场空间。 

 磁性元件下游多应用场景带来新机遇。磁性元器件主要应用于电源和电子设备，下

游应用场景包括光伏发电、新型储能、新能源汽车与充电桩等。 

（1） 光伏发电：光伏发电系统是当代新能源行业的核心方向之一。作为全球最

大的光伏装机市场，我国光伏装机数量增长迅速，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助理秘书长预测，2023-2025年我国年均新增光伏装机有望达到 83-99GW

左右。光伏逆变器是磁性器件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我们预计到 2025 年

中国光伏侧磁性元件市场空间在 29 亿左右。 

（2） 新型储能：新型储能具有选址灵活、建设周期短等优势，正日益广泛地嵌

入电力系统源、网、荷各个环节。根据 CNESA 预测，理想状态下到 2026

年我国新型储能累计规模将达到 79.5GW。储能变流器是连接电源、电池

与电网的关键元件，电感则是储能变流器不可缺少的磁性元件。我们预计

2025 年中国新型储能侧磁性元件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3.2 亿元。 

（3） 新能源汽车与充电桩：磁性元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OBC、DC-DC、

电驱电控系统等系统中，同时也是充电桩的核心元器件之一。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的提升以及电气系统向高压化的转变将带动磁性元件单车单桩价

值量提升。我们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汽车与充电桩侧磁性元件市场规模将

达到 220 亿以上。 

 投资建议：磁性元件光伏/新能车/充电桩三重高景气叠加，建议关注相关标的可立

克、京泉华、顺络电子、麦捷科技。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复苏未达预期风险；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行业竞争加剧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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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磁性元件：电子电气设备核心元件 

磁性元件是保障电子设备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基础元器件。磁性元件是指以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为原理，由磁芯、导线、基座等组件构成，实现电能和磁能相
互转换的电子元器件，是属于电子元器件行业领域的重要分支。按用途磁性元件
主要可分为电子变压器与电感，电子变压器是指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实现电能变换
或把电能从一个电路传递到另一个电路的静止电磁装置，将输入的高电压转化为
低电压，而电感器是一种利用电磁感应原理的储能元件，主要起筛选信号、过滤
噪声、稳定电流及抑制电磁波干扰等功能。 

图 1：磁性元件分类 

 

资料来源：京泉华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表 1：电子变压器与电感器原理 

 原理 

电子变压器 
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实现电能变换或把电能从一个电路传递到另一个电路的

静止电磁装置。 

电感器 

把电能转化为磁能而存储起来的元件，主要功能是筛选信号、过滤噪声、

稳定电流及抑制电磁波干扰等，一般由骨架、绕组、屏蔽罩、封装材料、

磁芯或铁芯等组成 

资料来源：京泉华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1.1. 电子变压器 

电子变压器在各类电子设备中占据重要地位。电子变压器主要构件为初级线
圈、次级线圈与铁芯。当初级线圈通交流电时，铁芯便产生交流磁通，使初级线圈
与次级线圈发生电磁联系。当次级线圈侧开路时，两端电压与两端绕组匝数成正
比，若次级线圈绕组匝数大于初级线圈，则实现升压，反之则实现降压。电子变压
器能够实现电源设备中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的变换、整流，除此之外电路的隔离、
匹配及阻抗变换等方面绝大多数也是通过变压器来实现的，因此，随着各类电力
电子设备的广泛应用，电子变压器行业将在其下游新能源、汽车电子等行业的推
动下实现快速发展。 

 

 

图 2：电子变压器实物图  图 3：电子变压器工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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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利尔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电工之家，德邦研究所 

 

表 2：各类产品需要电子变压器数量  

应用产品 单品使用量 应用产品 单品使用量 

UPS 约 15 只 电脑电源 约 6-15 只 

光伏逆变器 约 10 只 服务器电源 约 8-15 只 

逆变焊机 约 10-15 只 电视电源 约 6-15 只 

充电桩 约 15 只 LED Driver 约 6-8 只 

通信电源 约 8-15 只 手机充电 约 2-3 只 

工控电源 约 10-15 只 无线充电器 约 2-6 只 

智能电表 约 2-8 只 电动工具充电器 约 8-10 只 

资料来源：可立克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全球电子变压器制造商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日本，主要企业包
括 TDK、台达、可立克、京泉华等。根据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的数据，中国大
陆企业全球市占率约为 47%，中国台湾企业全球市场份额约占 18%，日本企业约
占 14%。国内市场方面，根据中研普华的数据，2020 年我国电子变压器供给规
模达 812.3亿元，预计到 2025年将达到 1124.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6.7%。 

图 4：全球电子变压器市场竞争情况（2020）  图 5：中国电子变压器供给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研普华，格利尔招股书，德邦研究所 

1.2. 电感 

电感是电路三大基础元器件之一，以磁场能的形式储存电能量。电感一般由
骨架、绕组、屏蔽罩、封装材料、磁芯等组成。当电感绕组通上交流电时，自身电
流变化会引起自身磁通量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感应电动势，即自感效应。根据楞
次定律，自感所产生的电流会阻碍流过的电流产生变化：当电流变大时，产生的
感应电流与原电流方向相反，电感电流减小；当电流变小时，产生的感应电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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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电流方向相同，电感电流变大。根据功能不同，电感能划分为用于电压转换的
功率电感、用于滤除噪声的去耦电感以及主要运用于射频电路的高频电感，广泛
应用于电力、电子工业的各个领域，包括新能源、电声器件、通信设备、消费电
子、汽车电子等。 

 

图 6：电感实物图   图 7：电感原理示意图  

 

 

 

资料来源：京泉华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微波射频网公众号，德邦研究所 

随着全球电子产业飞速发展，作为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电感器件迎来新发展
机遇。据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预计，2021 年全球电感市场规模约为 53 亿美元，
未来几年年均增幅将保持在 7.5%左右，到 2026 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到 76 亿美
元左右。国内市场方面，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测算，2021 年国内电感市场规模约
为 129 亿元，若以 10%的增速测算，到 2026 年我国电感市场规模将突破 200 亿
元。从竞争格局上看，以村田、TDK 等为代表的的日本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国内
方面，本土企业顺络电子较为突出。 

图 8：全球电感市场规模预测&中国电感市场规模预测   图 9：全球电感市场竞争情况（2021） 

 

 

 

资料来源：MicroMarket Moniter，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前瞻产业研究院，

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研精智库，德邦研究所 

 

2. 磁性元件上游：与大宗产品密切相关 

磁性元件原材料主要涉及磁性材料制造业、辅材制造业、线材制造业与绝缘

材料制造业。根据格利尔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数据，原材料中成本占比较大的主要

是漆包线和磁材，其余原材料包括焊锡、导线、骨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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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磁性元件上游原材料   图 11：格利尔原材料采购金额占比（2022H1）  

 

 

 

资料来源：格利尔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格利尔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2.1. 电磁线：漆包线 

漆包线是指用绝缘漆作为绝缘涂层、用于绕制电磁线圈的金属导线，也称电

磁线。漆包线主要应用于电子和电器产品中，通过绕制线圈，产生电磁效应，利用

电磁感应原理实现电能与磁能转换、动作控制和信号传输目的。 

表 3：漆包线分类 

分类方法 种类 

按绝缘材料 
缩醛漆包线、聚酯漆包线、聚氨酯漆包线、改性聚酯漆包线、聚酯亚胺漆包线、聚酯亚

胺/聚酰胺酰亚胺漆包线、聚酰亚胺漆包线 

按导体材料 铜线、铝线、合金线 

按耐热级别 A 级 105℃、E 级 120℃、B 级 130℃、F 级 155℃、H 级 180℃、C 级＞180℃ 

按线径规格 

根据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分类注释》的分类，漆包线按线径规格划分为普通漆包

线和微细漆包线两类。普通漆包线是指线径规格大于Φ0.6mm 的漆包线，微细漆包线

是指线径规格小于 Φ0.6mm 的漆包线。 

资料来源：露笑科技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漆包线市场成熟，竞争颇为充分。目前我国漆包线生产企业众多，生产水平

层次不齐。除几家较大规模的企业外，其余企业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使得电磁

线行业竞争比较充分。业内各企业生产的同类别通用产品在物理化学性能上差异

较小，因而规模化差异是影响各企业竞争力差异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漆包线企

业有露笑科技、精达股份、长城科技等。 

 

 

 

 

图 12：电磁线企业竞争格局（2020）  图 13：我国漆包线行业市场格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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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德邦研究所 

漆包线价格受原材料价格影响较大。漆包线原材料以铜为主，定价模式基本
为“铜价+加工费”，漆包线厂商通过加工费获取毛利，故漆包线价格受上游铜价
波动影响较大。受新冠疫情等客观因素影响，自 2020 年 3 月以来，原料铜价格的
大幅增长带动漆包线价格水涨船高。2021 年铜价继续保持在高位，2022 年 4 月
至 7 月间铜价呈现下降态势，随后又开始了震荡上行。预计随着美联储加息节奏
趋近尾声，全球范围内铜矿产能新增陆续下滑，铜价将迎来反弹。 

图 14：漆包线价格（元/吨）   图 15：LME 铜价格与漆包线价格对比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德邦研究所测算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2.2. 磁性材料：软磁 

磁性材料是应用广泛、品种繁多的重要功能材料。磁性材料是指元素铁、钴、
镍等及其合金等组成的能够产生磁性的物质。按照性质划分可分为永磁材料和软
磁材料。其中永磁材料是指在外加磁场中能被磁化，离开外加磁场后仍能保持磁
性的一类材料，主要运用于传统汽车 EPS、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风力发电等领
域。软磁材料则是具有低矫顽力和高磁导率的磁性材料，易于磁化，也易于退磁，
其主要功能是导磁、电磁能量的转换与传输，广泛用于各种电能变换设备中，也
是变压器、电感等磁性元件的主要磁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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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磁性材料分类 

 

资料来源：铂科新材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软磁材料可分为金属软磁--铁氧体软磁--非晶与纳米晶软磁--金属磁粉芯四大

类。软磁材料的性能常因应用而异，但通常希望材料的饱和磁感应强度与磁导率

要高，矫顽力和损耗要低。金属软磁材料的饱和磁感应强度高于其他种类软磁材

料，但在电阻率方面存在劣势。非晶、纳米晶材料的饱和磁感应强度能够做到与

金属软磁材料坡莫合金相差不大，但矫顽力要小得多。整体而言，纳米晶合金的

综合性能最好，且不存在非晶态合金老化的问题，故有望逐渐替代传统软磁材料

在未来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 

表 4：软磁材料特点  

软磁材料类型 特点 

金属软磁材料 

最早被发现的软磁材料，包括纯铁、铁硅合金、铁硅铝合金等，具有

高的磁导率和高的饱和磁化强度，缺点是电阻率低，大多用于低频下，高

频下使用涡流率较高 

铁氧体软磁材料 

是一系列含有氧化铁的复合氧化物材料（或者称为陶瓷磁性材料），

包括 Mn-Zn、Cu-Zn、Ni-Zn 等类别，饱和磁感应强度较低，但磁导率比较

高，而且电阻率很高，因此高频使用时有利于降低涡流损耗，适合在高频

下使用。 

非晶/纳米晶软磁材料 

采用快淬法，将含有类金属元素的多元合金在高温熔化后迅速快冷，

使其在固态时内部原子排列呈现长程无序、短程有序的状态，从而形成非

晶材料，非晶材料在晶化温度附近退火后可获得纳米晶软磁材料，性能优

异。 

金属软磁粉芯 

将符合性能要求的金属或合金软磁粉进行绝缘包覆，并混合压制成的

复合软磁材料，这层绝缘介质的目的是增加材料的电阻，在高频应用背景

下，降低材料的涡流损耗。金属软磁粉芯由于具有比非晶纳米晶更高的电

阻，比铁氧体更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在最近十几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资料来源：新材料在线，德邦研究所 

 

表 5：软磁材料性能比较      

材料名称及磁特性 
硅钢片 铁氧体 坡莫合金 非晶合金 纳米级合金 

 Mn-Zn 50Ni 80Ni 钴基非晶 铁基非晶 铁基纳米晶 

饱和磁感应强度/T 2.03 0.5 1.55 0.74 0.55 1.56 1.25 

矫顽力/(A/m) 40 8 12 2.4 <1 <4 <2 

起始磁导率/104 0.15 0.3 0.6 4 10 0.5 8 

最大磁导率/104 2 0.6 6 20 80 5 40 

电阻率/（μΩ*cm） 50 5*107 30 60 120 130 90 

居里温度/℃ 750 220 500 450 400 410 570 

资料来源：立鼎产业研究院，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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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在全球磁性材料行业中处于中心地位。我国是磁性材料的主要生产

国，产量占全球的 60%以上，其次是日本、韩国、印度和越南等国。根据中国电

子元件行业协会磁性材料与器件分会预计，我国 2021 年软磁材料产量约为 36.1

万吨，其中软磁铁氧体产量约 22.4 万吨。 

图 17：2021 年中国磁性材料产量占比  图 18：2021 年中国软磁材料产量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前瞻产业研究院，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前瞻产业研究院，德邦研究所 

软磁铁氧体行业：当前我国软磁铁氧体行业公司超过 200 家，合计产能超过 

30 万吨，但绝大部分厂商年产多集中在 500-1000 吨之间。上述企业集中于中低

档产品进行价格竞争，在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上都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国内主要

厂商仍然以 TDK 生产的产品牌号作为对标标准，行业内重大的产品创新仍由 TDK

等国外公司主导。整体看，我国软磁铁氧体行业呈现出“大而不强”的局面。 

非晶/纳米晶行业：目前全球涉及非晶/纳米晶软磁行业的公司主要为日立金属、

云路股份与安泰科技。非晶材料方面，云路股份全球市占率第一，市场份额占比

超过 40%；纳米晶方面，日本日立金属占据主导地位，国内现有主流生产水平能

带材厚度能做到 22-30μm 左右，离国际先进生产水平（带材厚度 14-22μm）仍

存在差距。 

金属软磁粉芯：全球金属软磁粉芯市场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竞争格局较为

集中。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的数据，2020 年美国美磁和韩国昌星市占约 32.4%，

中国铂科新材和东睦科达分别占比 15.6%、9.9%。随着我国下游新能源行业的快

速发展，我国相关企业与国际上的差距大大缩小，部分领域已经可以完全取代国

际同行。 

 

 

 

 

 

 

图 19：软磁材料相关从业企业 

永磁材料 软磁材料 软磁铁氧体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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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云路股份招股说明书，君华科技官网，Vacuumschmelze 官网等，德邦研究所 

3. 磁性元件下游：多应用场景带来新机遇 

磁性元器件主要应用于电源和电子设备，下游应用场景包括通信、能源、医
疗、汽车等。近年来，随着包括光伏发电、新能源等在内的下游领域市场需求的
快速增长，带动电子变压器、电感等磁性元器件产品需求大幅增长。此外，随着各
行各业对自动化、智能化要求的不断提高，磁性元件的使用量也保持增长态势。 

图 20：磁性元件下游关系图 

 

资料来源：格利尔招股书，德邦研究所 

3.1. 光伏发电&光伏逆变器 

光伏发电系统是当代新能源行业的核心方向之一，其主要由光伏组件、光伏
逆变器和其他配电设备等组成。按照是否与公共电网相连的标准，光伏发电系统
可分为独立式与并网式。独立式光伏发电系统主要解决无电问题，一般用于光照
条件较好且负载需求量相对较小的场景，通过储能蓄电池实现电能的储存与调用。
并网式光伏发电系统可以将光伏组件输出的直流电转化为与公共电网电压同幅、
同频、同相的交流电，实现与电网连接并向电网输送电能。并网式光伏发电系统
可分为集中式与分布式两种，其中集中式主要用于空旷且光照强烈区域的集中发
电场景，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则主要用于户用屋顶、工商业屋顶等场景。 

图 21：光伏发电系统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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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昱能科技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与集中式光伏发电系统相比，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将成为未来主流。过去由
于光伏发电成本较高，集中式光伏发电系统具有集约效应，在生产、建设上都具
有一定优势，故在过去 10 年内成为业界主流。然而随着光伏发电系统成本的逐渐
下降，光伏平价上网得以实现，分布式光伏系统具有庞大的潜在市场，逐步成为
未来光伏市场的重要增长点。除此之外，分布式光伏系统具有占地面积小，对电
网供电依赖小，智能灵活等优点，也是其成为未来光伏发展主流选择的原因之一。 

表 6：集中式与分布式光伏系统对比 

项目 集中式光伏发电系统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基本建设原则 

充分利用荒漠地区丰富和相对稳定 

的太阳能资源构建大型光伏电站， 

接入高压输电系统供给远距离负荷 

主要基于建筑物表面，就近解决用 

户的用电问题，通过并网实现供电 

差额的补偿与外送 

建设规模 投入大量太阳能电池组件的集中发电 
使用相对少量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实现

分布式发电 

建设地点 主要在戈壁和沙漠地区 主要在户用、工商业建筑屋顶 

并网电压等级 
一般是 35KV 或者 110KV，电压较

高 

一般是 220V/380V 电压并网，电压

较低 

输送距离 一般高压并网、远距离传输 
一般就地并网，供当地及附近的用户

使用 

投资特点 

具有电站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占地 

面积大等特点，通过规模效应降低 

单瓦发电成本 

具有投资小、建设快、占地面积小、 

政策支持力度大等特点，随着光伏 

平价上网的发展而在全球市场逐步 

实现经济性 

资料来源：昱能科技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图 22：总装机成本   图 23：平均发电成本  

 

 

 

资料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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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020-2025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占比情况及预测  图 25：2017-2021 年中国新增集中式与分布式光伏装机情况 

 

 

 
资料来源：Bloomberg NEF，IRENA，高工锂电，固德威 2022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证券募集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国家能源局，德邦研究所 

光伏装机方面，从环境保护和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光伏发电存在明
显优势。根据 BNEF 彭博新能源财经公布的数据，受到光伏发电成本近年来大幅
下降的影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快速增长，2022 年全球新增光伏装机量有望达
到 228GW。此外，受到俄乌冲突影响下能源价格大涨、碳中和期限渐进等外在因
素影响，预计各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在
2025 年有望达到 252GW。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装机市场，我国光伏装机数量增
长迅速。2015 年我国光伏产业在低迷能源市场中逆市上扬，新增装机量达到
15GW，并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光伏累积装机量最高的国家，2022 年我国光伏新装
机量在 87.4GW 左右。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助理秘书长预测，预计 2023-2025

年我国年均新增光伏装机有望达到 83-99GW 左右。 

图 26：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及增长率  图 27：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预测 

 

 

 

资料来源：BNEF，OFweek，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德邦研究所 

 

光伏逆变器是光伏发电系统的核心组成要素之一。光伏逆变器的主要作用为
实现电能的形式转换，主要用于将光伏组件产生的直流电转化为电网传输和用户
使用的交流电。根据技术路径不同，光伏逆变器可分为集中式逆变器、组串式逆
变器与微型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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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逆变器简要原理图  

 

资料来源：禾迈股份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集中式逆变器主要应用于光照均匀的集中性地面大型光伏电站，具有单体功
率高、成本低、电网调节性好等特点，但应用场景要求高。组串式逆变器主要应
用于分布式光伏系统中，可满足户内外不同的应用场景需求，近年来随着组串式
逆变器技术提升与成本下降，使其加速渗透集中式光伏市场。微型逆变器主要应
用于分布式光伏系统中，具备体积小、质量轻等特点，其市场主要在国外，国内由
于未针对分布式光伏系统中的直流高压问题出台强制性政策导致微型逆变器性价
比不及组串式逆变器，推广程度有限。 

表 7：三种逆变器比较  

 工作方式 单体容量 特点 

集中式逆变器 

将多个并行的光伏组串连接到同一逆变器的直流输

入端，完成最大功率点跟踪后，再经过逆变并入电

网。 

500kW 以上 

输出功率大、技术成熟、电能质量

高、成本低、需要配备专用机房进行

通风散热 

组串式逆变器 
对单串或数串光伏组件进行单独的最大功率点 跟

踪，再经过逆变以后并入交流电网 
200kW 以下 

最大功率跟踪电压范围宽，组件配置

灵活，发电时间长 

微型逆变器 
对每一块光伏组件进行单独的最大功率点跟踪，再

经过逆变以后并入交流电网。 
5 kW 以下 

安全性高、发电效率高、可靠性高、

灵活性高 

资料来源：昱能科技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光伏逆变器方面，组串式逆变器占比颇高。 一方面，为缓解国内光伏东中西
部发电、用电的不平衡状况以及集中式光伏发电的输送损耗问题，近年来，我国
颁布诸多政策鼓励分布式光伏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组串式逆变器的技术提升
与成本下降，加之其具有高发电效率、高可靠性、易安装维护等优点，正在加速渗
透大型集中式电站市场，故我国逆变器市场中组串式逆变器占比不断提升。根据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计，到 2025 年我国组串式逆变器的占比将达到 66%。 

图 29：中国逆变器分类市场比重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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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固德威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证券募集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光伏装机有望带动磁性元件需求。光伏逆变器是磁性器件的重要应用领域之
一，使用的磁性器件主要包括 EMC 滤波电感、Boost 升压电感、逆变电感、高
低频隔离变压器、驱动变压器等。根据大比特产业研究室的预测，到 2025 年全球
光伏侧磁性元件市场空间有望达到 114.2 亿。价值量方面，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
的数据，集中式逆变器与组串式逆变器价格近年来呈下降态势，组串式逆变器价
格要高于集中式逆变器。同时，根据固德威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内容，光伏逆变器
直接材料价值量约占逆变器价值量的 93.17%，而包括电感、变压器在内的磁性元
件在直接材料价值量中占比约为 16.85%，则磁性元件在光伏逆变器价值占比约为
15.7%。通过测算，我们估计 2025 年中国光伏侧磁性元件市场空间在 29 亿左右。 

表 8：中国光伏侧磁性元件市场空间测算 

 2021A 2022A 2023E 2024E 2025E 

中国新增光伏装机量

（GW） 
54.9  87.4  87.5  92.5  100.0  

光伏逆变器替换需求

（GW） 
3.0  4.5  12.0  10.6  15.1  

光伏逆变器总需求（GW） 57.9  91.9  99.5  103.1  115.1  

集中式逆变器占比（%） 29% 32% 32% 32% 32% 

组串式逆变器占比（%） 67% 64% 64% 65% 66% 

集中式逆变器需求（GW） 16.8  29.4  31.8  33.0  36.8  

组串式逆变器需求（GW） 38.8  58.8  63.7  67.0  76.0  

集中式逆变器价格（元/W） 0.12  0.11  0.11  0.10  0.10  

组串式逆变器价格（元/W） 0.24  0.23  0.22  0.21  0.20  

磁性元件占比（%） 15.7% 15.7% 15.7% 15.7% 15.7% 

集中式逆变器中磁性元件价

格（元/W） 
3.16  5.26  5.41  5.33  5.65  

组串式逆变器中磁性元件价

格（元/W） 
14.61  21.05  21.66  21.65  23.32  

磁性元件总市场规模（亿元） 17.8  26.3  27.1  27.0  29.0  

资料来源：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公众号，前瞻产业研究院，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国家能源局官网，固德威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证券募集说明书，华经产

业研究院，固德威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测算 

国内光伏逆变器厂商占据市场优势地位。根据Wood Mackenzie的数据，2021

年全球光伏逆变器企业市占率排名前五的均为国内企业，合计占比超过 60%。光
伏逆变器行业具有完全竞争的特性，市场格局相对稳定。华为与阳光电源等龙头
企业自 2014 年以来稳居光伏逆变器行业前列。随着下游光伏装机量屡创新高，光
伏逆变器行业处于扩张阶段，在产能供给端仍有较大缺口，阳光电源、固德威、锦
浪科技等光伏逆变器企业都列出了扩产计划以维持市场份额。我们预计随着各光
伏逆变器企业的产能不断提升，市场竞争会更为激烈，光伏逆变器价格也会逐步
降低。 

图 30：2021 年全球光伏逆变器厂商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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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ood Mackenzie，固德威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证券募集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3.2. 新型储能&储能变流器 

储能是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高占比能源系统、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关键支撑技术。储能技术可以弥补电力系统中缺失的“储放”功能，使得实时
平衡的“刚性”电力系统变得更加“柔性”，可以平抑大规模清洁能源发电接入电
网带来的波动性，提高电网运行的安全性、经济性和灵活性。依据电力系统的角
度，储能应用场景可分为发电侧储能、电网侧储能与用电侧储能这三大类。 

图 31：储能三大应用场景  

 

资料来源：阳光储能工匠网公众号，德邦研究所 

 

表 9：不同应用场景下储能设施的功能 

应用场景 功能 

发电侧储能 

平滑输出曲线 
新能源发电时，环境资源状况与设备不稳定性会影响电网发电状态，通过发电侧储能可快速充放，有效调

整功率、平滑输出曲线 

调峰处理 在低谷期储能，在高峰期释放能源，从而保证能源供给的合理性和及时性 

实现有功支撑 提升电网调频、调峰处理水平，也为电网接纳新能源动力提供支持 

实现黑启动 当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发电侧的储能单元可作为电压源实现实时性送电，确保新能源电站的及时启动。 

电网测储能 

保障安全 
随着特高压电网和新能源的快速发展，电网调节能力不断下降，电网安全运行面临重大挑战。电网侧储能

可以有效提高电网调节能力，降低故障发生后的电网运行事故风险 

保障输配电功能 
电网侧储能在分布式电源大量接入引起配电网短时局部电压过高时进行充电，等效增加电网负荷，降低电

压，从而可以避免出现电压越限情况 

降低网损 
根据《中国电网侧储能在典型场景下的应用价值评估》中的测算，安装 1 MW·h 储能后，降低网损率约 

1%。 

用户侧储能 

峰谷电价套利 
在负荷低谷时，以较便宜的谷电价对储能电池充电，在负荷高峰时，将部分或全部负荷转由储能电池供电，

以此赚取峰谷电价的差价 

提升自建光伏利用率 光伏发电具有周期性，通过储能设备消除发电与用电之间的时间差 

保证电网运行稳定 
在当前自建光伏装机量快速提升的状况下，用户侧储能装置能够在低压侧形成缓冲层，吸收部分出力过大

的光伏发电，保障电网运行稳定 

资料来源：李超《新能源发电侧储能技术及其应用研究》、黄碧斌等《中国电网侧储能在典型场景下的应用价值评估》、钜大电子官网，德邦研究所 

从技术上划分，储能可分为机械储能、电磁储能、电化学类储能、热储能与化
学储能五大技术路线。目前就储能市场发展情况而言，机械储能中的抽水蓄能与
电化学储能中的锂离子电池这两种储能方式为主流。抽水蓄能的原理是利用电网
内部多余的电能将水从下水库抽到上水库，当需要用电时，利用上水库的水进行
水轮发电，由此完成势能与电能间的转换。抽水蓄能的优点在于其适合大规模、
集中式的存储，技术也比较成熟，适合于配合核电站、大规模风力发电、超大规模
太阳能光伏发电。电化学储能中的锂离子电池属于新型储能，通过 Li+在正负极间
的转换实现充放电。锂离子电池的效率在 95%以上，放电时间能持续数小时，循
环次数可超过 5000 多次，使其几乎成为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电池，在电动汽
车、计算机、手机等便携式和移动设备上皆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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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储能技术的分类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德邦研究所 

储能作为电气化时代能源调节的必需品，全球储能装机量有望实现爆发性增
长。根据 CNESA 的统计，2021 年全球已投运电力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209.4GW，同比增长 9%。根据彭博新能源预测，到 2030 年全球储能累计装机量
有望达到 411GW，是 2021 年全球储能累计装机量的 15 倍。在政策方面，各国
对于储能装机支持力度不减。美国方面于 2021 年颁布了 1.75 万亿美元的刺激法
案（Build Back Better Act），根据该法案，储能将获得单独的 ITC 退税，并于 2022

年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将投入 3690 亿美元投资于气
候变化与新能源项目，有望在 2022-2030 年新增 30GW 的储能新装机量；欧盟于
2022 年提出 REPowerEU 计划用以摆脱对于其他国家能源的依赖，根据欧洲储能
协会的预测到 2030年欧洲需要部署总装机容量为 187GW 储能系统；中国自 2005

年首次将储能发展写入法案开始，到如今十四五发展阶段，推出许多政策推进本
国储能行业发展。根据 WoodMac 的预测，至 2031 年，中国储能市场新增装机累
计量将达到 165GW/435GWh。 

图 33：全球储能装机累计预测   图 34：全球新增储能装机量及预测  

 

 

 

资料来源：彭博新能源财经公众号，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伍德麦肯兹 WoodMac 公众号，德邦研究所 

抽水蓄能主导存量，新型储能前景光明。根据 CNESA 的统计，截止 2021 年
底，全球抽水蓄能累计装机量占比首次低于 90%，新型储能的累计装机规模为
25.4GW，同比增长 67.7%。新增装机量方面，新型储能的新增投运规模最大，达
到 10.2GW，中美合计占比超过 50%。国内方面，根据 CNESA 的数据，抽水蓄
能累计装机量占比同比下降 3%，市场增量主要来自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到
5.7GW，同比增长 75%。展望未来，根据 2021 年 7 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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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5 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30GW 以上。 

图 35：全球电力储能市场累计装机规模  图 36：2021 年全球新增投运新型储能项目的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CNESA 全球储能项目库，《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2》，索比储

能网，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CNESA 全球储能项目库，《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2》，索比储

能网，德邦研究所 

储能变流器是连接电源、电池与电网的关键元件。电化学储能系统主要有电
池管理系统（BMS）、电池组、能量管理系统（EMS）、储能变流器（PCS）以
及其他电气设备组成，其中储能逆变器决定着输出电能的质量与特征，从而很大
程度上影响电池的寿命。储能逆变器的主要功能在于实现电网和储能电池能量的
双向转换控制。在并网状态下，储能变流器根据 EMS 的指令进行充放电以平滑光
伏、风电等新能源出力；在离网状态下，为负荷提供电压与频率支持。 

图 39：电化学储能结构示意图  图 40：储能变流器实现电池和电网间的双向能量交换 

 

 

 

资料来源：派能科技招股说明书，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电力系统脱碳新动能-电化学储能技术创新趋势报告，风能专委会

CWEA 公众号，德邦研究所 

新型储能装机有望带动磁性元件需求。累计装机规模方面，电化学储能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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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中国电力储能市场累计装机规模  图 38：中国新型储能累计投放规模预测 

 

 

 
资料来源：CNESA 全球储能项目库，《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2》，索比储

能网，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CNESA 全球储能项目库，《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2》，索比储

能网，德邦研究所 

5.7
9.5

48.5

5.7
11.2

79.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2021 2022E 2026E

保守场景（GW） 乐观场景（GW）



                                                                  行业深度  电子 
 

 
 

                                                       20 / 2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型储能中的占比超过 95%，故在此以电化学储能新装机量去替代新型储能装机量。
储能变流器是电化学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材料包括 IGBT、电容、电抗、PCB

板以及电感等电子元器件。成本占比方面，参照固德威招股书中的数据，2019 年
固德威磁性元件成本占比约为 15.6%。储能变流器价格方面，参照阳光电源的数
据，2021 年储能变流器单价约为 1.26 元/W。根据 BNEF 的预测，预计 2022-2025

年中国电化学储能新增装机量为 4.7/6.1/7.3/8.2GW。通过测算，我们预计 2025

年中国储能侧磁性元件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3.2 亿元。 

表 10：中国储能侧磁性元件市场空间测算    

 2021A 2022A 2023E 2024E 2025E 

电化学储能装机量

（GW） 
2.9 4.7 6.1 7.3 8.2 

储能变流器价格（元

/W） 
1.26 1.20 1.14 1.08 1.03 

磁性元件占比 15.6% 15.6% 15.6% 15.6% 15.6% 

磁性元件价格（元/W） 0.20 0.19 0.18 0.17 0.16 

新型储能侧磁性元件市场

规模（亿元） 
5.7 8.7 10.8 12.3 13.2 

资料来源：BNEF、上能电气 2021 年年报、阳光电源 2021 年年报、北极星储能网、华经情报网、固德威招股书，德邦研究所测算 

注：储能变流器单价与磁性元件占比数据使用行业中的较有代表性的公司数据进行测算，可能与行业均值存在一定区别 

我国储能变流器行业尚处发展初期，未来仍存在较大机遇。储能变流器在技
术上与光伏逆变器同源，目前国内储能变流器厂商同时多为光伏逆变器厂商。从
储能变流器供应商排名来看，阳光电源、上能电气与科华数据表现比较突出：阳
光电源于 2006 年正式涉足储能业务，时间上具有先发优势。2021 年阳光电源储
能系统全球发货 3GWh、储能变流器全球发货 2.5GW，连续六年均稳居中国企业
榜首；上能电气国内主要客户以央企集团、省属大型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为
主，斩获多项央企储能采购项目，2021 年在所有参与国内新增投运新型储能项目
的储能逆变器厂商中，装机量排名第一；科华数据在不断斩获国内项目的同时，
在海外设立了 30 多个营销与服务团队，积极布局国外市场。2021 年科华数能在
全球与国内市场储能变流器供应商中名列前茅，同时也被 IHS Markit 评为 2021

年全球第五大储能变流器厂商。 

表 11：2021 年国内 PCS 厂商在全球与中国市场上的排名  

 国内 PCS 提供商在全球市场上的排名 国内 PCS 提供商在中国市场上的排名 

第一名 阳光电源 上能电气 

第二名 科华数能 科华数能 

第三名 比亚迪 索英电气 

第四名 古瑞瓦特 南瑞继保 

第五名 上能电气 阳光电源 

资料来源：CNESA 全球储能项目库，《储能产业研究白皮书 2022》，索比储能网，德邦研究所 

3.3. 新能源汽车&快充桩 

磁性元件是新能源汽车与充电桩中的关键元件。新能源汽车方面，随着汽车
智能化与电动化趋势不断发展，汽车电子应用领域不断从动力系统、娱乐系统向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拓展，汽车电子成本占整车成本的比例也逐步提升。
作为保障电子设备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元器件，磁性元件能广泛应用于 OBC、DC-

DC、电驱电控系统、逆变器等系统中。以特斯拉为例，一辆特斯拉需要的磁性元
件数量在 160-200 个之间，根据大比特产业研究室测算，2025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
市场磁性元件市场需求量将达到 30 亿颗。磁性元件同样也是充电桩的核心元器
件之一，起到功率因数校正、电压变换、安全隔离、消除 EMI 等重要作用。根据
大比特产业研究预测，2025 年全球公共直流充电桩对磁性元器件的需求量或将达
到 3 亿个以上。 

图 41：新能源汽车中磁性元件的应用   图 42：充电桩中磁性元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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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可立克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可立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德邦研究所 

高压系统助力新能源汽车与充电桩磁性元件价值量提升。根据公式 P=UI，提
升充电效率的方式有两种，分别是提升电流与提升电压。相比较而言，高电压方
案具有一定优势。首先其规避了大电流方案下的损耗、散热、线路等问题，其次实
现高电压方案相对容易，通过增加串联电池单元数量便可实现，此外高电压方案
下汽车能实现减重从而改善汽车功耗表现。随着各大车企逐步推出高电压车型，
磁性元件有望由此受益。根据 CWIEME 的采访内容，一台燃油车磁性元件价值量
在 100-200 元，400V 平台的新能源车磁性元件在 1200-1300 元左右，而 800V

平台下对于磁性元件的要求更高，单车价值量有望进一步提升。充电桩方面，为
满足高电压平台快充要求，充电桩需要并联更多的充电模块。根据大比特产业研
究室的数据，一个 30kW 的充电模块所需的磁性元件价值量在 600 元左右，则配
套于 800V 平台下 480kW 快充桩的磁性元件价值量约为 9600 元左右。 

图 43：部分车企高电压车型推出情况 

 

资料来源：电车纵横公众号，德邦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升，带动磁性元件市场规模提升。根据 EV Tank 的
展望，到 2030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5212 万辆，占当年新车销量的比例
将接近 50%。中国市场方面，在政策、供给与需求三方合力下，我国新能源车渗
透率提前 3 年完成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中所提出的
“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到 20%左右”的目标，2022 年我国新
能源车渗透率约为 26%。单车价值量方面，当前纯电车主流为 400V 架构，800V

架构的车在逐步渗透中，由于 800V 磁性元件单车价值量相比 400V 会进一步提
升，在此假设 800V 磁性元件单车价值量为 400V 时的 1.2 倍。根据测算，我们预
计 2025 年中国汽车侧磁性元件市场空间可达到 187 亿元。 

图 44：全球新能源车销量及预测  图 45：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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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V Tank，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汽协，亿欧智库，Wind，德邦研究所测算 

汽车所用电感主要分为功率电感、射频电感与共模扼流线圈（CMCC），汽
车电子化、智能化发展对电感提出更高要求。功率电感方面，随着汽车电子的发
展，车载电子控制单元（ECU）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所有 ECU 都含有 DC-DC

转换器，功率电感器则是决定这 DC-DC 性能的关键元件。目前 DC-DC 为了实现
更小尺寸，更轻重量，向着更高频开关的方向发展，功率电感也必须能够处理更
高的频率。射频电感方面，随着无人驾驶的发展，为满足安全的需要，对于汽车
无线通信技术的要求与日俱增。未来射频电感不仅仅运用于汽车导航、汽车音响
等信息娱乐设备用的电视、录音机收信，在无人驾驶时代将扮演更重要的作用。
CMCC 方面，网络的高速化和复杂化使得 ECU 和传感器间的电缆信号将会掺杂
外界噪声，引发故障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变大。随着车载网络的高性能化以及利用
范围的扩大，预计汽车使用的 CMCC 数量也会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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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中国汽车侧磁性元件市场空间测算    

 2021A 2022A 2023E 2024E 2025E 

汽车销量（万辆） 2627.5 2686.4 2854.9 2963.4 3048.9 

中国新能源车销量（万辆） 352.1 688.7 999.2 1333.5 1676.9 

中国新能源车渗透率（%） 13% 26% 35% 45% 55% 

中国纯电动车销量（万辆） 290.1 535.3 776.7 1036.5 1303.4 

800V 渗透率（%） 2.2% 2.4% 4% 6% 8% 

800V 车销量（万辆） 7.7 16.5 40.0 80.0 134.2 

400V 车销量（万辆） 282.4 518.8 736.7 956.5 1169.2 

磁性元件单车价值量（800V，

元）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磁性元件单车价值量（400V，

元）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新能源车端磁性元件市场空

间（亿元） 
36.5 67.3 98.1 131.6 166.3 

燃油车销量（万辆） 2275.4 1997.7 1855.7 1629.9 1372.0 

磁性元件单车价值量（元） 150 150 150 150 150 

燃油车端磁性元件市场空间

（亿元） 
34.1 30.0 27.8 24.4 20.6 

汽车端磁性元件市场空间

（亿元） 
70.6 97.3 125.9 156.0 186.9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亿欧智库、车主之家、保时捷官网、现代汽车集团公众号、车主指南网、CWIEME 上海展公众号、Wind，德邦研究所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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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按类别划分的汽车电子控制单元  图 47：车载 RF 电感所用部位  

 

 

 

资料来源：TDK 官网，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村田官网，德邦研究所 

充电桩“建桩换桩潮”将为磁性元件市场带来强劲发展动力。传统的交流充
电桩功率较低，难以满足车主对于充电速度的要求，随着大功率充电技术逐渐成
熟，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发展将拉动充电桩市场需求。根据大比特产业研究室预
测，2021-2025 年间全球累计需要新增约 1,200 万个公共充电桩，其中公共直流
充电桩新增约 480 万个。同时相较传统交流充电桩，一些车企在推出 800V 架构
新车时也在布局 480kW 快充桩。此类充电桩对磁性元件的需求量更大，性能要求
更高，大功率、模块化将成为充电桩磁性元件行业未来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根据
测算，我们预计 2025 年中国充电桩侧磁性元件的市场空间在 33 亿元以上。  

图 48：全球新增公共充电桩数量预测  图 49：全球公共直流充电桩模块磁性元器件需求量预测  

 

 

 
资料来源：大比特产业研究室、可立克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德

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大比特产业研究室、可立克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德

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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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中国充电桩侧磁性元件市场空间测算    

 2021A 2022A 2023E 2024E 2025E 

新能源车保有量（万辆） 784 1310 2049.3 2978.2 4115.8 

车桩比（%） 300% 250% 230% 210% 190% 

充电桩保有量（万桩） 262 521 891 1418 2166 

公共桩保有量占比（%） 44% 35% 35% 35% 35% 

公共桩保有量（万桩） 115 180 307 489 747 

公共直流桩保有量占比

（%） 
41% 42% 42% 42% 42% 

公共直流桩保有量（万

桩） 
47 75 129 206 314 

新增公共直流充电桩数量

（万台） 
16.1 28.5 53.6 76.4 108.4 

150kW 直流桩磁性元件

价值量（元）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充电桩侧磁性元件市场规

模（亿元） 
5 9 16 23 33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大比特产业研究室，Wind，德邦研究所测算  



                                                                  行业深度  电子 
 

 
 

                                                       24 / 2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充电桩中的磁性元件预计将向高频率、低损耗、集成化方向发展。超级快充
通过提升充电功率实现充电时间的缩短，原本适用于普通充电桩的磁性元器件将
无法满足需求，需要选择损耗更低、转换效率更高的高频磁性材料。同时，充电桩
充电功率的提升是通过增加充电模块的方式实现的，为尽可能缩小体积，磁性元
器件也需要往模块化发展。 

4. 投资建议 

磁性元件下游多应用场景带来新发展动能。 

（1）光伏发电：光伏发电系统是当代新能源行业的核心方向之一，在环境保
护和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存在优势。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装机市场，我国光
伏装机数量增长迅速，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助理秘书长预测，2023-2025 我国
年均新增光伏装机有望达到 83-99GW 左右。光伏逆变器是磁性器件的重要应用
领域之一，我们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光伏侧磁性元件市场空间在 29 亿左右。 

（2）新型储能：新型储能具有选址灵活、建设周期短等优势，正日益广泛地
嵌入电力系统源、网、荷各个环节。根据 CNESA 预测，理想状态下到 2026 年我
国新型储能累计规模将达到 79.5GW。储能变流器是连接电源、电池与电网的关
键元件，电感则是储能变流器不可缺少的磁性元件。我们预计 2025 年中国新型储
能侧磁性元件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3.2 亿元左右。 

（3）新能源汽车与充电桩：磁性元件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OBC、DC-DC、
电驱电控系统等系统中，同时也是充电桩的核心元器件之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的提升以及电气系统向高压化的转变将带动磁性元件单车单桩价值量提升。我们
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汽车与充电桩侧磁性元件市场规模将达到 220 亿以上。 

磁性元件光伏/新能车/充电桩三重高景气叠加，建议关注相关标的可立克、京
泉华、顺络电子、麦捷科技。 

表 14：部分磁性元件企业对比 

企业 磁性元件产品 主要客户 业务进展 

可立克 
电源变压器、开关电

源变压器、电感 

国内外上市公司、

细分行业龙头 

募投项目：安徽光伏储能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惠州充电桩磁性元件智能制造项目。 

战略布局：磁性元件客户涉及资讯类电源、光伏储能、UPS 电源、汽车电子、网络设备、军工医

疗、轨道交通等。 

京泉华 

高频元器件、5G 磁

性元器件和车载磁性

器件 

华为、阳光电源、

古瑞瓦特等 

募投项目：拟新建新能源光伏磁性元器件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大幅提高公司新能源光伏领域相关

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品质。 

战略布局：公司现有产品基本涵盖了光伏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电子和消费类电子领域的全系列磁

性器件产品 

顺络电子 

叠层射频电感、高频

绕线电感、汽车电子

专用变压器等 

小米集团等 
募投项目：片式电感扩产项目 

战略布局：汽车电子、储能、光伏（尤其是微逆变）等新兴领域。 

麦捷科技 

一体成型功率电感、

绕线功率电感、叠层

片式电感等 

 OPPO、VIVO、

小米、三星、TCL

等 

募投项目：高端小尺寸系列电感扩产项目 

战略布局：通过子公司金之川积累的市场优势，全力布局汽车电子、光伏等新能源领域 

格利尔 

照明类磁性器 

件、新能源类磁性 

器件、通信类磁性器 

件等 

锦浪科技、禾迈股

份、ABL、伟创力 

等 

募投项目：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扩充产能。 

战略布局：广泛拓展照明、新能源、通信、工业控制、电声器件等多领域应用场景。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德邦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复苏未达预期风险：世界通胀高企，叠加俄乌冲突影响外溢，后疫
情时代全球经济仍面临较强下行压力。若宏观经济复苏未及预期，则磁性元件下
游需求将受到影响。 

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磁性器件主要原材料，如磁性材料、铜铁等金属



                                                                  行业深度  电子 
 

 
 

                                                       25 / 26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原材料大宗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导致磁性器件厂家存在产品材料成本管理压力较
大风险，影响供应链稳定。 

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磁性器件产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链，磁性器件生产企业数量较多，行业竞争较为激烈，存在恶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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