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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分析

作为首家开展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调查研究的机构，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

致力于将“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打造成反映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并通过对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的分析，明确全球新能源的市场格局，树立全

球新能源企业的前进标杆，进而促进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一、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体现了全球性

本次“500强”上榜企业分别来自 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中国大

陆及香港、澳门、台湾）有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厂、友达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铂阳太阳能技术控股有限公司等 171家企业进入“500强”榜单，占

34.2%，居首位；德国有德尔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Enercon 有限责任公司、西

门子股份公司、肖特太阳能股份公司等 67家企业进入“500强”榜单，占 13.4%，

位居第二；韩国有斗山能源技术公司、SK集团、OCI株式会社等 55家企业进入

“500强”榜单，占 11%，位居第三；美国有通用电气能源、第一太阳能有限公

司等 41 家企业进入“500 强”榜单，占 8.2%，位居第四；西班牙和日本各 23

家，占 4.6%，位居第五；澳大利亚 18家，占 3.6%，位居第七；法国 13家，占

2.6%，位居第八；印度 10家，占 2%，位居第九；并列第十位的是英国和芬兰，

各有 8家企业入围“500强”榜单（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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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国别分布图

二、中国企业数量高居榜首

“500 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 171 家，远远多于排名第二的德国的 67

家，中国以绝对优势成为上榜企业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大陆企业有 146家，中

国台湾企业有 22家，中国香港企业有 3家。

但是，从上榜企业规模来看，“500 强”榜单中排名前十的企业中国仅有晶

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家，其他 9 家全部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前 50的企业中

中国企业有 13家（见表 1）。这反映出中国新能源企业虽然发展较快，但在企业

规模和行业影响力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从数量优势上升

为质量优势，是中国新能源企业新的战略任务。

表 1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中排名前 50 的中国企业名单

排名 公司名称 国家/ 营业收入（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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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8 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2670000

12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 2032487

16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 1933697

18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1759552

21 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1672153

22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 1584706

25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1511333

28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1421284

34 英利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1249999

35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中国 1237882

37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中国 1176078

47 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1060000

48 友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

湾
1058000

三、发达国家优势明显

从上榜企业规模来看，“500强”企业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20720 亿元，

其中，发达国家上榜企业营业总收入为 14507亿元（见图 2），约占 “500 强”

营业总收入的 70%（见图 3），新兴市场国家上榜企业总收入为 6213 亿元，约占

“500强”营业总收入的 30%。而“500强”企业中，德国上榜企业 2010年的营

业总收入为 3782亿元，美国上榜企业为 3439亿元，两个国家上榜企业营业收入

总和为 7221亿元，超出了新兴市场国家 1000余亿元。这两个国家的新能源企业

营业收入总和就比新兴市场国家企业营业收入总和还多出约 16%。

图 2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上榜企业 2010 年营业收入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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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上榜企业 2010 年营业收入占“500 强”总营收比重图

从入围企业的排名上看，排名更靠前的企业发达国家居多。在“500强”排

名中，排名前十的企业（见表 2）依次为通用电气能源（美国）、维斯塔斯风力

技术公司（丹麦）、阿文戈亚有限公司（西班牙）、德尔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德

国）、三洋电子有限公司（日本）、Enercon有限责任公司（德国）、西门子股份公

司（德国）、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肖特太阳能股份公司（德国）、歌

美飒风电有限公司（西班牙）；仅有一家企业来自新兴市场国家，而其余的 9家

均来自欧美发达国家。这表明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上发达国家优势明显，同时新兴

市场国家成为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新生力量。

表 2 全球新能源企业“500 强”中排名前十的企业名单

排名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营业收入（万元人民币）

1 通用电气能源 美国 20559738

2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公司 丹麦 6181290

3 阿文戈亚有限公司 西班牙 5083664

4 德尔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德国 4397948

5 三洋电子有限公司 日本 3449914

6 Enercon 有限责任公司 德国 3037050

7 西门子股份公司 德国 2922714

8 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 2670000

9 肖特太阳能股份公司 德国 2545762

10 歌美飒风电有限公司 西班牙 246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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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优势来自于其技术创新的领先地位。发达国家企业是技术创新的

主体，主导着全球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在新能源技术特别是太阳能技术发展上，

发达国家的企业依旧牢牢地保持着领先的优势，是新能源技术创新的主体。2010

年 7月，First Solar公司 CdTe薄膜的制造成本在 2009年的基础上下降了 13%，

在第二季度达到 76美分/瓦，创下又一行业记录。2010年 12月，三洋电机开始

量产一款 Cell(太阳能电池的发电元件)转换率可达全球最高 21.6%的 HIT 太阳能

电池。藉由采用上述转换率达 21.6%的 Cell 以及使用新设计和抗反射层技术玻

璃，该款太阳能电池的模组转换率可达 19.0%。2010年 10月，肖特太阳能(Schott

Solar)研发出了一项技术，可将肖特旗下Champion多晶硅组件的效率提至17.6%。

2011 年 8 月，Schott Solar 采用 Schmid集团的生产工程技术，在 156*156 的工

业单晶电池片上创造了新的效率纪录，最高转换效率为 20.2%。

四、主要分布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

从洲际因素来看，“500强”企业主要分布在 5大洲（见图 4），其中亚洲最

多，共有 259家企业入围榜单；欧洲第二，共有 164家企业入围榜单；北美洲第

三，共有 47家企业入围榜单；大洋洲则有 25家企业进入榜单；剩余的 5家企业

则来自南美洲，而非洲则没有一家企业进入榜单。亚洲的入围企业主要来自中国、

韩国、日本及印度，其余的亚洲国家企业则寥寥无几；而欧洲的企业则主要来自

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芬兰、丹麦等发达国家，其余国家则鲜有企业入围

500强榜单。

图 4 2011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洲际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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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风能和太阳能企业为主体

从上榜企业产业分布来看，“500 强”上榜企业主要集中在风能和太阳能两

个产业，上榜企业总数占据“500 强”的 9 成以上，排名前十的企业均以风电和

太阳能企业为主，如维斯塔斯风力技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风机制造商，而晶龙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肖特太阳能股份公司则是以太阳能业务为主，其余的公司为综

合性能源企业，但是业务也以风电和太阳能为主，少量涉及生物质能及地热能。

前 100的企业均以风电及太阳能业务为主。

生物质能及地热能的上榜企业则寥寥无几，其中绝大部分还是综合性企业，

在主营太阳能、风能的同时，兼顾生物质能及地热能，比如通用电气能源。纯粹

的主营生物质能或者地热能的企业仅有少量的几家，如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厂、

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同时，主营生物质能或者地热能的企业规模也要明显小于风

能或者太阳能企业，如全球最大的生物质能企业国能生物发电集团 2010年营业

收入也仅是 20亿元，排在第 206位，远远不能与风电和太阳能产业企业相比。

六、新兴市场国家异军突起

发达国家共有 251家企业，新兴市场国家共有 249家企业入围“500强”榜

单，二者基本一致。在光伏领域，从光伏组件及原材料生产量来看，新兴市场国

家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2010年，中国光伏电池产量已超过全球总产量的 50％，

2010年全球十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中中国占据半壁江山（见表 3）。而中国和韩

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多晶硅生产国。韩国 2010年的多晶硅产量为 1.8723万吨，列

中国、美国、德国之后居第四位。

表 3 2010 年全球十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商

排名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1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

1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中国

3 First Solar 美国

4 Q-cells 德国

5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

6 昱晶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

7 京瓷株式会社 日本

7 夏普公司 日本

9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中国

10 SunPower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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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电领域，2010 年，亚洲地区风电装机容量增长显著，全年装机总量较

2009年增长了约 50%，增长总量占全球新增装机总量的 54.8%。中国一直是其中

的主导力量，2010年装机总量增加 18.93吉瓦，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印

度则增长了 2.14吉瓦。

在风机制造上，以装机容量计，亚洲地区的风机制造企业占据了全球十大风

机制造商的半壁江山（见表 4）。中国共有四家企业（华锐风电、金风科技、东

方电气和国电科环旗下的国电联合动力）进入全球前十强，而印度的企业苏司兰

能源也进入全球前十强。其中，华锐风电排名第二。过去三年，华锐风电表现出

色。2007年，位列全球第七；至 2010年，已经跃升至全球第二的位置。仅在 2010

年这一年里，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就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还是这一年，华锐风电向

欧洲以外全球第一个海上风电场——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提供了全部 34 台 3 兆

瓦风电机组。金风科技在全球十大风机制造商中排名第四。作为中国风电市场的

开拓者，2010 年，金风科技的全球市场份额从 2009 年的 7.2%上升至 9.5%，这

一骄人业绩足以使之成为去年表现最佳的风机供应商之一。印度的苏司兰能源排

名第六。苏司兰能源 2009年成功收购德国瑞能，目前握有这家风机制造企业 90%

的股权与投票权。2010年，苏司兰装机总量 1876兆瓦，瑞能 859 兆瓦，共占据

全球市场份额的 6.9%。苏司兰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瑞能则是法国的第

二大以及德国本土的第三大风机设备供应商。东方电气位列中国第三、全球第七，

2010年的装机总量为 2624兆瓦。国电科环旗下的国电联合动力则位列第十，2007

年，中国国电集团成立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2009 年，它位居全球第 12名；

因在中国市场取得的 1600兆瓦装机总量，去年首次闯入世界十强名单。

表 4 2010 年全球风机装机容量排名前十的企业

排名 公司名称 国家 2010年销售量（兆瓦） 500强排名

1 维斯塔斯 丹麦 5842 2

2 华锐风电 中国 4386 12

3 通用电气能源 美国 3796 1

4 金风科技 中国 3740 18

5 Enercon 德国 2846 6



8

6 苏司兰能源 印度 2735 104

7 东方电气 中国 2624 60

8 歌美飒 西班牙 2587 10

9 西门子风电 德国 2325 7

10 国电联合动力 中国 1600 25
注：其中通用电气能源、Enercon、歌美飒、东方电气等企业均不只经营风机业务，因

此排名跟风机装机容量有所差异；而西门子风电和国电联合动力均不在排行榜上，榜上的企

业分别为西门子股份公司（新能源业务收入，不只是风机业务）和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包括国电联合动力及其它新能源业务收入）

七、新能源产业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

统计显示，新能源企业“500强”2010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20720 亿元，而皇

家壳牌石油 2010 年度的营业收入就达到 25198 亿元，整个“500 强”企业的营

业收入还不及皇家壳牌一家。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为 19690 亿元，与整个“500

强”企业的营业收入相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 17209亿元，仅比整个“500

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少约 3000 亿元。这说明新能源产业在产业基础、企业规模

和实力上与传统能源产业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仍处于起步阶段。

图 5 2010 年“500 强”总营收与皇家壳牌、中石化、中石油营业收入对比图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能源日益短缺对人类

社会发展构成的威胁，各国政府将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扶持力度，新能源将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发展潜力将会得到巨大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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