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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迅速发展的新能源产业



（一）新能源企业数量快速增加



（二）近7成企业注册成立于2010年以后



（三）收入增速过半的企业达四成以上



（四）企业积极活跃于资本市场



二、新能源产业的主要特点



（一）小型企业占主导地位



注册资本金50万元以下的企业近7成



（二）市场份额相对集中



前十名企业占有全国市场份额七成以上



（三）国有企业占有重要地位



（四）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和批发零售领域



（五）三分之二以上的收入源自制造业



（六）新能源行业地区分化异明显

排名前列的企业主要分布于京津、江浙和川陕等地



广东新能源企业收入和专利数量占比最高



三、新能源企业的风险因素



（一）专利数量下滑与创新能力下降



（二）新能源企业融资能力不足

 ——间接融资遇到困难。间接融资的来源渠道主
要是各类商业银行，传统的商业银行其信贷对象
主要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由于其信贷范围有
限，对企业借贷的要求较高，大部分新能源企业
达不到银行设定的信贷融资的基本要求。

 ——直接融资渠道受阻。目前，新能源产业获取
的直接融资数量较少，直接融资额仅占产业资金
来源的10%左右，远远低于国外同行业的水平。

 ——风险投资信心不足。由于大部分风险投资机
构专业化程度较低，对投资新能源项目的商业模
式和投资效果难以把握，投资活动往往抱有谨慎
的观望态度，尚处于尝试阶段投资额度也很有限。



（三）政策依赖型发展模式



（四）企业诚信短板与诉讼案件迅速上升



（五）能源发展趋势及其转型压力



四、面临新挑战的供给侧改革



（一）新能源发展：生逢其时大有可为

 ——世界能源发展趋势

 ——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及能源消费取向

 ——资源环境压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倒逼机制

 ——新能源产业进步的技术路径多样化

 ——市场化改革和金融深化的制度条件

 ——新经济模式创新及其对社会资源的动员

 ——公共政策的强烈取向与深厚的民生基础

 ——大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能源需求与供给优
势



（二）新能源发展：投资选择与机会成本

 ——资源占有的自然垄断性与资源利用的社会
公共性

 ——能源开发的市场竞争性与能源配送的网络
约束性

 ——网络的一体化诉求与股权的多元化趋势

 ——技术创新的活跃性与制度创新的滞后性

 ——一次能源清洁化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开
发

 ——资源富集区的主业发展与新能源产业创新

 ——资本投资（实体经济）与资本运营（金融
或虚拟资本）的选择



（三）新能源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资源：化石类矿藏/集中性开采到多元性利用/分布式开发

 ——资本：从专用性资产投资到资本投资、资本运营；从单一
投资主体到多元投资模式；从私募到公募等

 ——技术：从行业通用技术到创新专利技术

 ——劳动力：从劳动数量密集型到人力资本密集型

 ——管理：从分工效率管理到人际精细管理以及基于网络平台
的投资风险全面管控

 ——网络：从自然垄断型/资本独占型到规模适度化/股权多元
化

 ——土地：从生产占用形式到土地资本经营与综合利用

 ——生产链：从一次能源简单转换到智能发电、用电、储电设
备，直至形成供需精确匹配的分布式电网、能源互联网、智
能物联网



（四）新能源发展：产业引导与公共政策

 ——市场导向的平等竞争是新能源持续发展的生命
线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紧密结合与相互推动是
新能源产业成长的双轮和动力

 ——普遍服务成本及其分担方式的科学设定新能源
产业健康成长的基础条件

 ——财税政策支持的可持续性及其公平性是新能源
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公共投资是新能源的产业政策政策导向
 ——资本市场及其投资模式创新是新能源产业发展
的要素配置基础

 ——产业拓展、价值创造及其认可形式创新是新能
源产业做大做强的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