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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3年我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34.8亿元，其中低压电力载波通信产品市场规

模约123.8亿元，中高压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市场规模约11亿元，近几年我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

发展情况如下图表所示：

2009-2013年我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市场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2013年我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市场规模     产品   市场规模（亿元）       低压电力载波通信  

147.3       中压电力载波通信   10.5       高压电力载波通信   0.5       合计   158.3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2013年中国低压电力线载波通信产品年市场容量     产品   销量（万只/片）   市场规模（亿元）

      载波表   4120   82.4       采集器   1016   25.4       集中器   140   29.4       芯片   7000   10.1       合计   --  

147.3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电力载波通信市场评估与投资规划建议分析报告》对我

国电力载波通信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产品市场、品牌竞争、产品进出口、行业投资环境

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系统地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发展趋势做出

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提供

权威、充分、可靠的决策依据。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博思数据研究中心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监测基础上，主要依据

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

银行、中国上市公司资讯、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电力载波通信专业研究单位等公

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运营状况分析资料，立足于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整体发

展局势，对我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的生产发展状况、市场情况、消费变化、重点企业以及市

场发展机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市场品牌及市场销售渠道等着重进行

了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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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我国政府出具了包括《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在内的诸多

政策法规支持电力载波通信企业的发展。

促进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00年6月   国务院   《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   

提出到2010年力争使我国软件产业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发展目标

，并从投融资、税收、技术、出口、收入分配、人才、装备及采购、企业认定、知识产权保

护、行业管理等方面为软件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2002年10月   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   《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2

】70号）   针对集成电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2006年2月   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发【2005】44号）、《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6】6号）   提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

的总体目标，将大型应用软件的发展列入优先发展范围，并在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

持、政府采购、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2007年3月   国

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   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

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细化深化专业分工，鼓励生

产制造企业改造现有业务流程，推进业务外包，加强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



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降低资源消耗，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科技

服务业，充分发挥科技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鼓励发展专业化的科技研发、技术

推广、工业设计和节能服务业。       2008年4月   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将电子信息技术中的支撑软件、中间件软件、嵌入式软件认定为高新技

术领域，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待遇。       2009年4月   国务院   《

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支持重要应用软件和嵌入式软件技术、产品研发，实现关键

领域重要软件的自主可控，促进基础软件与CPU的互动发展；加强国产软件和行业解决方案

的推广应用，推动软件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鼓励大型骨干企业整合优势资源，增强

企业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引导中小软件企业向产业基地集聚和联合发展，提高软件行业国际

合作水平。       2010年3月   国务院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大力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物联网的研发应用。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决定国家的未来，必须抓住机遇，明确重点，有

所作为。       2011年2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号）   扩大了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

知识产权以及市场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同时拓展了扶持范围，从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制造延

伸到包括封测、材料、设备、仪器的全产业链。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我国政府也制定了包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关于&quot;十一五&quot;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在内的多项政策法规，支持电网公司完善需求侧电价管

理，实行有利于节能、环保的电价政策。

环保节能方面政策法规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07年6月   国务院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关于&ldquo;十一五&rdquo;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实施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2007】19号）   提出实行有利于节能、环保的电价政策，全面实施激励

清洁能源发展的电价机制，大力推行需求侧电价管理制度，研究制定发电排放的环保折价标

准。       2007年10月   全国人大   《节约能源法》   推动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7年12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节

能降耗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与应用方案推荐目录》（信部产【2007】569号）   确定第一批入

选的63个项目，囊括了计算机、软件及服务、家电设备、元器件、机电设备、应用电子、钢

铁、建材和化工等多个行业的节能降耗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和应用方案。       2007年12月   中

共中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强调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

护，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

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9年2月   国务院   《电



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确定2009年-2011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三大任务为：1、确保

计算机、电子元器件、视听产品等骨干产业稳定增长；2、突破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软

件等核心产业的关键技术；3、在通信设备、信息服务、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

。该规划提出要加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业务创新和服务模       2009年7月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09】48号）   提出继

续推进电价改革，完善需求侧电价管理制度。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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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3年全球半导体产业销售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2013年12月美洲半导体产业销售额度为58亿美元，同比增长17.3%，环比下降1.3%。

    欧洲市场销售额为29.6亿美元，同比增幅为12.7%，环比下降3.9%；日本市场销售额为29.3亿

美元，同比下滑8.2%；环比下降为4.8%。

2013年12月全球半导体产业销售额区域分布格局（十亿美金）     市场   2013年11月   2013年12月



  环比增长       美洲   5.87   5.80   -1.3%       欧洲   3.08   2.96   -3.9%       日本   3.07   2.93   -4.8%       亚太

  15.16   14.96   -1.3%       合计   27.19   26.65   -2.0%       市场   2013年11月   2013年12月   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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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1996-2013年12月全球半导体产业销售额及增速走势图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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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上很早就对电力线载波通讯技术进行了研究，多家公司推出了自己的电力线载

波modem芯片，并制定了电力线载波适用频率范围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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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弥亚、深圳力合等。

3.2 主要电力载波通信企业发展状况分析�114

3.2.1 意法半导体有限公司�114

（1）公司发展简介�114

    1987年，两家历史悠久的半导体公司意大利SGS Microelettronica和法国汤姆逊半导体公司合

并后，成立了今天的意法半导体公司。公司从1994年起成为上市公司，公司股票在纽约证券

交易所（NYSE:STM）、泛欧巴黎证券交易所和意大利米兰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有大约45,000名员工，12个主要制造基地，在10个国家设有先进研发中心，销售办事处

遍布全球。

    公司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同时也是欧洲及中东和非洲区（EMEA）的总部。美洲总部设在

德克萨斯州Coppell；大中华与南亚区的总部设在上海；日本与韩国区总部设在东京。

（2）公司的竞争优劣势分析�114

    意法半导体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之一，2013年净收入80.8亿美元。以业内最广泛的产品

组合著称，凭借多元化的技术、尖端的设计能力、知识产权组合、合作伙伴战略和高效的制

造能力，意法半导体以创新的半导体解决方案为不同电子应用领域的客户提供服务。

2009-2013年意法半导体销售收入走势图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2011-2013年意法半导体销售收入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意法半导体在很多不同的应用领域位列世界前茅，包括工业用半导体、打印机喷头

和MEMS（微机电系统）传感器，MPEG解码器和智能卡芯片，汽车集成电路、计算机外设、

无线和移动通信芯片。

    自创办以来，意法半导体的研发战略从来没有动摇过，近五分之一的员工在产品研发设计

领域工作，2013年研发投入占公司总收入近22%。意法半导体被评为半导体工业最具创新力的

公司之一，拥有约16,000项专利和9,000多个专利家族，2013年有598项待批专利申请。公司拥

有丰富的芯片制造工艺，包括先进的FD-SOI（全耗尽绝缘体上硅）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

半导体）、混合信号、模拟和功率制造工艺，也是开发下一代CMOS技术的国际半导体开发

联盟（ISDA）的合作企业之一。

（3）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特性分析�116

    ST7538Q是一款半双工、同步/异步FSK（调频）调制解调器芯片。该芯片具有以下特点： 

    有8个工作频段，即：60kHz、66kHz、72kHz、76kHz、82.05kHz、86kHz、110kHz

和132.5kHz； 

    内部集成电力线驱动接口，并且提供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 

    内部集成 5V线性电源，可对外提供100mA电流； 

    可编程通信速率高达4800bps； 

    提供过零检测功能； 

    具有看门狗功能； 

    集成了一个片内运算放大器； 

    内部含有一个具有可校验和、24位可编程控制寄存器； 

    ST7538Q是采用FSK调制技术高集成度电力载波芯片。内部集成了发送和接收数据所有功能

，通过串行通信，可以方便地与微处理器相连接。内部具有电压自动控制和电流自动控制，

只要通过耦合变压器等少量外部器件即可连接到电力网中。ST7538还提供了看门狗、过零检

测、运算放大器、时钟输出、超时溢出输出、 5V电源和 5V电源状态输出等，大大减少

了ST7538应用电路外围器件数量。此外，该芯片符合欧洲CENELEC（EN50065-1）和美

国FCC标准。

（4）公司在华投资布局�116

公司在华投资布局     名称   所在地   邮编   电话   传真       STMICROELCTRONICS   （BEIJING）

R&amp;D CO., LTD   青岛   266032   +86   0532 5566 2189   -       STMICROELCTRONICS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厦门   361001   +86   059 2212 5836   -      

STMICROELCTRONICS   （SHENZHEN） R&amp;D CO., LTD   成都   610016   +86   028 6429



2291   -       STMICROELCTRONICS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武汉   430074   +86  

027 8760 9877   -       STMICROELCTRONICS   （BEIJING） R&amp;D CO., LTD   西安   710075  

+86   029 8832 6717   -       STMICROELCTRONICS   （SHENZHEN） R&amp;D CO., LTD   广州  

510620   +86   020 8527 6552   -       STMICROELECTRONICS   LTD.   上海   200241   +86   21 2418

8688   +86   21 2418 8598       STMICROELECTRONICS   （SHANGHAI） CO. LTD   苏州   215011  

+86   512 6809 3198   +86   512 6809 3598       STMICROELECTRONICS   （SHENZHEN） CO., LTD

  深圳   518057   +86   755 8601 2000   +86   755 8601 2200       STMICROELECTRONICS   

（SHANGHAI） CO. LTD   深圳   100101   +86   10 5797 9901   +86   10 5984 6266      

STMICROELECTRONICS   香港   Kowloon   +852   2861 5700   +852   2861 500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3.2.2 DS2公司�118

（1）公司发展简介�118

（2）公司的竞争优劣势分析�118

（3）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特性分析�118

（4）公司在华投资布局�120

3.2.3 埃施朗公司�121

（1）公司发展简介�121

（2）公司的竞争优劣势分析�122

（3）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特性分析�122

（4）公司在华投资布局�125

3.2.4 INTELLON公司�126

（1）公司发展简介�126

（2）公司的竞争优劣势分析�126

（3）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特性分析�126

（4）公司在华投资布局�127

3.2.5 YITRAN公司�127

（1）公司发展简介�127

（2）公司的竞争优劣势分析�128

（3）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特性分析�128

（4）公司在华投资布局�129

第4章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发展状况分析�130

4.1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发展分析�130



4.1.1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发展历程�130

4.1.2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132

4.1.3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利润变动趋势分析�134

4.1.4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135

（1）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135

（2）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136

4.1.5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137

4.2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经营模式分析�137

4.2.1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采购模式分析�137

4.2.2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生产模式分析�138

4.2.3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盈利模式分析�138

4.2.4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客户招投标模式分析�138

4.2.5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营销模式分析�139

4.3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市场分析�139

4.3.1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市场需求结构分析�139

（1）中国电力载波通信市场需求占比分析�139

（2）中国电力载波通信细分市场前景分析�140

4.3.2 中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市场容量分析�141

    2013年我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34.8亿元，其中低压电力载波通信产品市场规

模约123.8亿元，中高压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市场规模约11亿元，近几年我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

发展情况如下图表所示：

2009-2013年我国电力载波通信行业市场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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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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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3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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