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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经济效益与产业发展分析

魏建军

杭州益川电子有限公司，中国·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本文通过对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经济效益和产业发展进行分析，探讨了这些产品在工业领域的重要性和

潜在发展趋势。首先介绍了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定义和分类，然后分析了其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和经济效益，接着探讨

了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最后提出了促进该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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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旨在对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经济效益和产业发展

进行全面分析，以探讨其在工业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杭

州益川电子有限公司作为专注于变频软件技术和变频驱动

器研发的企业，在为家用空调、商用空调、机房空调、新

能源汽车空调等行业提供变频算法软件和驱动产品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它的产品涵盖了变频驱动器、线控器、主

控板、一体板、变频空调控制器等，服务于众多客户如老

板电器、TCL商用空调、盾安中央空调等。这些产品和服务

不仅能够优化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还提供智能控制

方案，融入到现代工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产

业发展潜力。

1　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经济效益分析

1.1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分类与特点

1.1.1驱动器产品的种类与功能

通过电能将动力传递给机械系统，例如电动机驱动器、

电动汽车驱动器等。电动驱动器广泛应用于制造业、交通

运输等领域，其主要功能包括提供动力、调节速度和转矩

等。利用液体（通常是油）的压力来传递动力，例如液压

缸、液压泵等。液压驱动器在重型机械、航空航天等领域

中具有重要应用，其特点是传动力大、动作平稳。利用气

体（通常是空气）的压力来传递动力，例如气动缸、气动

泵等。气动驱动器常见于工业自动化生产线、风能利用设

备等，其优点是操作简便、成本低廉。利用机械装置传递

动力，例如齿轮传动、皮带传动等。机械传动器广泛应用

于各种机械设备中，其特点是结构简单、传动效率高。

1.1.2控制器产品的种类与特性

控制器产品是用于控制和监测驱动器及其他设备的运行

状态和行为的设备。-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一种专门

用于工业控制的数字计算机，通过编程实现对设备的逻辑控

制和自动化任务执行。PLC广泛应用于制造业、流水线生产

等场景，其特点是灵活可编程、响应速度快。CNC（计算机

数控）系统用于控制机床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运行和加工过

程，能够实现复杂的加工操作和精确的控制。CNC系统在机

械加工、汽车制造等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其特点是高精

度、高效率。DCS（分布式控制系统）是一种用于大型工业

生产过程控制的系统，具有分布式控制、集中管理的特点，

适用于需要大规模设备协同工作的场景，如化工生产、电力

系统等。除此之外，FOC是目前无刷直流电机（BLDC）和永

磁同步电机（PMSM）高效控制的最佳选择。FOC精确地控制

磁场大小与方向，使得电机转矩平稳、噪声小、效率高，并

且具有高速的动态响应。由于FOC的优势明显，目前已在很

多应用上逐步替代传统的控制方式，在运动控制行业中备受

瞩目。FOC按照电机有无传感器来区分可以分为有传感器FOC

和无传感器FOC。对于有传感器FOC，由于电机的传感器(一

般为编码器)能反馈电机转子的位置信息，因此在控制中可

以不使用位置估算算法，控制起来相对无传感器FOC简单，

但是对带传感器的电机应用来说，往往对控制性能要求较

高。对于无传感器FOC，由于电机不带任何传感器，因此不

能通过简单读取传感器的测量值来得到电机转子的位置信

息，所以在控制中需要通过采集电机相电流，使用位置估算

算法来计算转子位置。虽然无感FOC的控制难度较大，但是

它可以避免传感器故障的风险，并且省去了传感器的成本，

同时简化了电机与驱动板间的布线。目前，无感FOC多应用

在风机类的场合中。调速器和传感器用于监测设备运行状态

和环境参数，并通过反馈信号实现对设备的调节和控制。调

速器和传感器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特点

是精准可靠、实时反馈。控制器产品的种类和特性多样，可

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合适的控制器，以实现对

设备的精确控制和高效运行。

1.2驱动器与控制器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案例

1.2.1制造业中的驱动器与控制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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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研究机构Grand View Research在2021年1月

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电机市场规模达到了1505亿

美元，预计2021至2028年期间复合增长率将保持在6.4%左

右，到2028年全球电机市场的销售额将达到2325亿美元。

电机作为工业和民用设备的核心部件，应用范围非常广

泛，包括风机、泵机、压缩机、机械工具、家用电器、电

动汽车、暖通设备、电动工具以及自动化机器人等领域。

电机系统的发展方向一直在向高能效、高可靠性、集成

化、低成本、小型化、高兼容性和结构简单化迈进。提高

能效是电机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个发展趋势在制

造业中体现在驱动器和控制器的广泛应用。在制造业中，

驱动器和控制器在各个生产环节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生

产线到机械设备，驱动器用于控制机器人臂的运动、调节

传送带的速度，以及实现各种生产过程中的精确控制，这

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控制器主要负责监控

和调度整个生产流程，确保生产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控性。

类似地，在电子产品制造业中，驱动器和控制器也广泛用

于控制和管理生产设备。例如，在半导体生产设备中，

驱动器和控制器确保了精密的生产操作，而在电子组装线

上，自动化控制系统帮助优化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些

应用凸显了驱动器和控制器在现代制造业中的关键作用。

1.2.2运输领域中的驱动器与控制器应用

在运输领域，驱动器和控制器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交通

运输工具和物流设备上。例如，在铁路和地铁系统中，驱

动器被用于控制列车的加速和减速，以及保证列车在运行

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而在航空领域，驱动器和控制

器则扮演着飞机发动机控制、起降设备操作等关键角色，

保障了飞行安全和航班正常运行。不仅如此，在物流行业

中，各种驱动器和控制器被广泛应用于输送设备、仓储机

器人等设备上，提高了物流运输的效率和自动化水平。

1.2.3其他行业中的驱动器与控制器应用

除了制造业和运输领域，驱动器和控制器在其他行业中

也有着重要的应用。例如，在能源领域，驱动器被用于风

力发电机组和太阳能跟踪系统的控制，实现了清洁能源的

高效利用。在农业领域，驱动器和控制器被应用于农业机

械设备中，如拖拉机、播种机等，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自动

化水平和生产效率。除此之外，在医疗设备、建筑工程、

环境保护等领域，驱动器和控制器也都有着各自的重要应

用，推动着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1.3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经济效益分析

1.3.1成本降低与效率提升

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能够显著降低

生产成本并提升生产效率。通过自动化控制系统，可以减

少人力成本，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降低了人为错误

的发生率，进而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废品率。驱动器和控

制器的精确控制功能使得生产过程更加稳定可靠，减少了

设备故障和停机时间，进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通过优化生

产过程和节约能源等措施，还可以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此，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应用可

以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并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了

企业的竞争力。

1.3.2资源利用优化与环境保护

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应用还能够优化资源利用，实现

环境保护。通过精确的控制和调节，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原材料和能源资源，减少资源的浪费和消耗。驱动器和控

制器的智能控制功能可以根据实际生产需求动态调整生产

参数，避免了过度消耗资源造成的浪费。此外，驱动器与

控制器的应用还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排放和污染，例如

通过控制设备运行速度和工艺参数，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

废气排放和废水排放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所以驱动

器与控制器产品的应用不仅能够优化资源利用，还能够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

2　驱动器与控制器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2.1产业链分析

2.1.1上游产业：零部件与材料供应商

在驱动器与控制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主要涉及到零

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提供驱动器和控制器制

造所需的各种零部件和材料，包括电子元件、电机、传感

器、机械部件等。这些零部件的质量和性能直接影响到最

终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因此供应商的选择和管理对于整个

产业链的稳定和可靠运行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随着技术

的不断进步和产业链的不断优化，上游供应商也面临着提

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加强技术创新等挑战。

2.1.2中游产业：驱动器与控制器制造商

中游产业主要包括驱动器与控制器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等环节。在这个环节，驱动器与控制器制造商扮演着关键角

色，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设计和生产各种类型

的驱动器和控制器产品，并通过销售渠道将其推向市场。这

些制造商的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和性

能，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驱动

器与控制器制造商还需要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用户保持紧密

合作，确保产品的供应链畅通和客户需求的满足。

2.1.3下游产业：应用领域及终端用户

在产业链的下游环节，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被应用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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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领域和行业中，包括制造业、交通运输、能源、医

疗等。这些应用领域的终端用户是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最

终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和使用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来实现

生产和运营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因此，下游产业的发

展状况和需求变化直接影响到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市场需

求和发展方向。为了适应不同行业的需求，驱动器与控制器

制造商需要不断创新和优化产品，提高产品的适用性和竞争

力，进而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2.2竞争格局与市场特点

2.2.1主要竞争者分析

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主要竞争者包括国

际知名企业和本土厂商。国际知名企业通常拥有先进的技术

和强大的研发能力，具有较高的市场认知度和品牌影响力，

例如西门子、ABB、施耐德电气等。这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广泛的销售网络和客户基础，能够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

案和服务，竞争优势明显。与此同时，本土厂商也在不断发

展壮大，凭借灵活的市场反应和针对性的产品定位，在特定

区域或细分市场中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例如中国的三菱电

机、中国电气等。还有一些新兴企业和创业公司通过技术创

新和差异化竞争，逐步在市场中崭露头角，形成了多层次、

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市场对电机系统的需求日益强劲，着

重追求高能效、高可靠、集成化、低成本、小型化、高兼容

性和结构简单化。变频驱动技术被公认为重要的节能技术之

一，具有调速范围宽、调速精度高、动态响应快等优点，成

为推动工业改造、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的主要手段之一。根

据《2021年全球及中国变频驱动产业深度研究报告》，全球

变频驱动市场规模预计将在2025年达到256亿美元，其中亚

太地区将成为最大市场。中国等国家是变频驱动器的重要制

造中心，2019年中国变频器行业市场规模达到495亿元，持

续增长。在国际市场上，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处于领先

地位，其产品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长寿命。

2.2.2市场需求与供给特点

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市场具有较强的需求和供给特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

高和智能制造的兴起，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市场需求呈现

出增长态势。各行各业对于生产效率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于

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其次，市场需求

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不同行业、不同应用领域对

于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需求存在差异，需要企业根据市场

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技术路线，提供符合客户需求

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再者，市场供给方面，驱动器与控制器

产品的供给链较为复杂，涉及到多个环节和参与者，包括制

造商、经销商、代理商等。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供给链上

的各个环节都在不断优化和调整，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市

场占有率。 

3　促进驱动器与控制器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

驱动器与控制器产业应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不断

提升产品性能和功能，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效化方向发

展。同时，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鼓励企业加强自

主创新，提高技术壁垒，增强市场竞争力。除了传统的制造

业和运输领域，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还可以在新兴领域如

医疗健康、智能家居等得到广泛应用。建议产业企业拓展应

用领域，延伸产业链，与相关行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探索

新的市场空间和增长点。企业应注重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

水平，加强质量管理和售后服务，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口

碑。通过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用户体验，增强客户黏性，提

高市场竞争力。人才是驱动器与控制器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建议企业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注重培养具有创新

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的专业人才，构建高效团队，推动产业

不断创新和进步。政府部门应加强对驱动器与控制器产业的

政策支持，制定和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和标准，为产业发展提

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产业基础。

4　结论

在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经济效益与产业发展分析中，

我们深入探讨了其在不同行业的应用、产业链的结构以及未

来的发展趋势。中国作为拥有巨大市场、丰富廉价劳动力和

良好基础设施的制造基地，吸引了许多跨国制造业公司投

资，其中包括驱动器与控制器产品的生产。随着进口替代进

程不断推进，国产企业逐步占据日本企业市场份额，反映了

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从2017年至2019年，日

本变频器行业市场份额逐年下降，国产品牌占据了约33%的

市场份额，显示了中国驱动器与控制器产业的成长态势。在

未来，需要加强技术创新、拓展应用领域、提升产品质量和

服务水平，以推动该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工业现代化和经济

持续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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