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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定义

交易时间及类型 数据来源

交易金额 投资方/买方性质

交易数量

投资方买方性质和交易方向

• 交易时间：2019年、2020年 、2021年和
2022年。

• 交易类型：投资人（“买方”）通过增
资或股权收购的方式取得新能源行业企
业（“标的企业”）股权，不包括标的
企业股份回购、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资金和借壳上市，包括关联方交易。

• 本文数据除特殊注明外，均基于CV 
Source投中数据 “能源及矿业”及“公
共事业-电力”行业交易数据，并结合标
的企业主营业务及经营产品剔除非新能
源行业公司后，以及对CV Source投中数
据中投资机构类型进行进一步明细性质
划分后进行投资并购交易数据分析。

• 本文中提及的交易数量指能够通过CV 
Source投中数据所查询的对外公布的交易
数量，无论其交易金额是否披露，对于
一笔投资并购，即使存在多个投资方仍
将其视为一笔交易。

• 币种为人民币，当交易金额为外币时，
采用交易当年平均汇率折算，对于以约
数披露的交易，采取下述转换方法进行
分析，未披露交易金额未被包含。

• 分为国企、民企、外企和PE/VC四类，
国企指由国务院或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
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外企指
由外商或外籍自然人实质控制的企业，
PE/VC包括常见的有独立投资基金、大
型多元化金融机构下设的直接投资部和
大型企业的投资基金等，以及以有限合
伙等形式进行组织从事股权投资的企业。

• 在对投资方/买方性质进行分析时，对一
笔交易多个投资方交易按照该交易中投
资方家数进行分析。

• 根据投资方和标的企业注册地分为境内
交易、入境交易和出境交易，注册地为
香港的标的企业为境内公司，本文不包
括境内企业所设立境外实体对于境外标
的企业投资并购。

约数披露交易额 转换金额 （万元）

百万级 100                                

数百万 500                                

近千万/千万级 1,000                             

数千万 5,000                             

近亿/上亿 10,000                          

数亿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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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定义（续）

动力电
池

• 主要指车用动力电池，包括上游矿山开采资源类企业以及锂盐产品加工、中游锂离子

电池等车用动力电池及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制造，以及下游的电池应用，包括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以及电池回收等。基于本文投资并购交易中钠离子电池生产制造企业主

要专注于储能领域，本文将与钠离子电池相关产业链归类于储能产业链。

光伏和
风电产
业链

• 光伏发电为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常见形式，本文仅包括光伏发电相关产业链，不包括光
热发电等形式的太阳能发电，具体包括上游硅料和硅片、中游电池片及电池组件和下
游电站开发运营应用系统环节；

• 风电包括上游零部件制造（如叶片、轴承和塔筒等零部件）、中游风机整机制造商和
下游风电站开发运营。

储能产
业链

• 包括上游电池系统（电池管理及能量管理系统等）、中游集成实施和运营维护和下游
储能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的应用产品（如储能电站和储能产品等）；

• 储能技术包括热储能、电储能和氢储能等，电储能和氢储能分别与动力电池产业链及
氢能与燃料电池存在重复，为避免造成数据重复分析，基于业务实质，本文归类原则
如下：（1）与锂离子储能电池应用端归入储能产业链，其余环节（如锂离子电池和锂
电材料等上中游）归入锂电产业链；（2）与氢储能相关设备及能源系统归入储能产业
链，其余环节（如制运储氢及燃料电池）归入到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链。

01

05

04

02

03
细分行
业分类

清洁能
源发电

• 电站：包括光伏电站、风电站、水电站、核电站、生物质能和互补电站以及；
• 配套设施：包括电力生产相关的工程建设、设备装置和技术研发支持；
• 电力系统：指与清洁能源发电相配套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如智能电网、电力数智化

建设和新能源电力交易平台等。

氢能与
燃料电
池

• 包括上游制氢、储氢和运氢环节和中游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以及系统集成等，下游包
括燃料电池汽车和加氢站等。

新能源行业：本文所指新能源行业包括动力电池产业链、清洁能源发电、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链、储能产业链、以及风电和光伏产业链。本文
行业分类标准为基于行业理解和发展趋势以及结合标的企业业务类型进行分类，不代表行业标准分类，为分析之目的，本文按下述标准对新能
源行业进行了领域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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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年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总览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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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最活跃细分板块

动力电池 清洁能源发电 氢能和燃料电池

储能 光伏产业链 风电产业链

动力电池

~53.8%

交易最活跃投资者

PE/VC 民企 国企 外企

PE/VC
~38.1%

交易最活跃方向

境内交易 出境交易 入境交易

境内交易

~95.4%

2022年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已披露交易金额合计约人民币3,389.4亿元，较去年同期涨幅达34.7%，交易笔数达
520笔，较去年同期涨幅达16.3%；已披露平均交易金额从2021年的16.9亿/笔下降至2022年的12.9亿/笔；动力
电池产业链交易最为活跃，交易量占比达53.8%，PE/VC投资方占比略高，国内为主要交易市场

2. 2022年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总览

数据来源： CVSource 数据来源： CVSource 数据来源： CVSource

数据来源： CVSource 数据来源： CVSource 数据来源： CVSource

2022年总交易金额

3,389.4亿人民币

较2021年 增加34.7%

2022年总交易数量

520笔

较2021年 上升16.3%

2022年平均交易额

12.9亿人民币

较2021年 下降23.4%



2022年8月30日 8

2. 2022年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趋势

清洁能源发电

动力电池

氢能与燃料电池

储能

• 供需关系变化影响下新能源金

属价格持续上涨，动力电池产

业链投资热度向上游转移；随

着新能源汽车各品牌竞争格局

逐步成形，新能源车企投融资

交易整体有所下降，其中跨领

域巨头联合造车及传统车企转

型引战更受资本青睐。

•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

高，闭环产业链生态塑造必要

性凸显，充电桩、电池回收及

梯次利用资本关注度提升。

• 清洁能源发电投资并购交易趋

稳，2022年单笔规模超10亿大

额交易数量缩水；

• 电站投资并购交易遥遥领先，

其中多能互补电站资本关注度

提升，光伏及风电投资有所下

降，生物质发电逐渐成为清洁

能源发电投资并购新生力量。

• 在政策支持下，资本加速涌入

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链，交易

热点集中于中游电堆、膜电极

和质子交换膜等核心部件，国

企参与度有所提高；

• 随着整体产业推进及技术成熟

应用验证，氢能在重卡、叉车

和船艇等行业多元化场景应用

被资本布局；氢能产业示范城

市群批准带动地方政策加码，

切实有效提高吸金能力，融资

区域相对集中在上海市、北京

市、广东省和江苏省等地。

• 发展储能是可再生资源加速渗

透的必由之路，储能行业政策

支持力度持续加大，2022年1月

《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

案》发布明确行业发展目标及

部署实施要点，随后多项政策

跟进，从需求空间和电价政策

等多个方面助推行业发展，储

能产业链投融资热度高涨；

• PE/VC类投资方占主导，关注

点主要在钠离子电池、储能应

用端产品及能量管理系统等；

• 钠离子电池及关键材料因产业

化基础好在投资并购交易中表

现亮眼，在长时储能需求带动

下液流电池投资并购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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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新能源行业细分领域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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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整体呈增长趋势，在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略有下降后于2021年重新恢复增长态势，在国际
经济动荡叠加疫情反复等因素综合影响下资本出手愈发谨慎，2022年交易涨幅有所放缓；民企投资并购参与度
不断增加，国企参交易数占同期全部交易比重在2021年达到最高值（32%），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发电

3. 2022年新能源行业细分领域洞察

投资并购总览 按不同类型投资方参与投资并购交易数

• 2019年至2022年，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交易笔数分别为318笔、304

笔、447笔和520笔，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在国际经济动荡叠加疫情

反复，以及募资困难和投资方信心不足综合因素影响下，资本出手愈

发谨慎，2022年交易量增速有所放缓（16.3%）；

• 已披露投资并购交易金额呈逐年增长态势，但平均交易金额有所下降，

主要受到清洁能源发电交易规模10亿以上交易数量缩水所致，氢能及

燃料电池产业链和储能产业链已披露单笔平均交易额多在亿元以下。

• 民企参与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热度不断增加，参与交易数从2019年

的89笔增加至2022年的154笔，主要集中在动力电池产业链和清洁能

源发电，多为基于战略并购横向扩张以及布局产业链上下游；

• 在能源转型政策导向下，国企参与度不断提升，参与新能源行业投

资并购交易数占同期全部交易比重在2021年达到最高值（31.5%，

141笔），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发电；

• PE/VC类投资方参与交易活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19年至2022

年参与交易笔数分别为127笔、119笔、177笔和216笔。

数据来源：CVsource
注：由于存在一笔交易有多个投资方参与的情形，故按不同类型投资方参与投资并购交易数合
计数大于相应期间全部交易数 数据来源：CV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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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易方向看，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主要发生在境内，出境交易在全球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外部环境不稳定
背景影响下略有下降；在已披露股权比例交易中，小于50%的非控股类投资并购仍为多数，但在动力电池和清
洁能源发电产业链产业整合趋势下大于50%股权交易笔数逐年增加

3. 2022年新能源行业细分领域洞察（续）

按交易方向 按投资并购股权比例

• 国内市场仍为投资并购主战场，2019年至2022年，境内交易笔数分别

为595笔、 562笔、 674笔和700笔，占比均在90%以上；

•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大背景下，出境交易整体

呈下降趋势，从2019年的33笔下降至2022年的24笔，出境交易主要关

注领域为矿产资源、当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布局以及清洁能发电等；

• 入境交易主要为新能源汽车及锂电材料投资并购。

• 在已披露股权比例交易中，非控制权为目的交易占多数，2019年至

2022年，小于50%以下投资并购交易笔数占比分别为67.9%、66.1%和

62.7%和63.8%；

• 2019年至2022年，投资并购股权比例大于50%交易呈逐年增加态势，

主要系在动力电池和清洁能源发电产业链产业整合趋势下控股权并购

交易增加。

数据来源：CVsource 数据来源：CV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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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产业链交易总览

2019年至2022年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交易中，动力电池产业链投资热度最高，主要集中在锂离子电池、锂电材
料以及新能源汽车；供需关系变化影响下新能源金属价格持续高涨，投资热度向上游转移，随着新能源汽车渗
透率不断提高，充电桩、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资本关注度提升

3. 2022年新能源行业细分领域洞察（续）

数据来源： CVSource

热点趋势

• 从产业链分布来看，中游动力电池及材料投资并购交易热度

最高（占比约55.3%），下游和上游投资并购交易占比分别为

约13.1%和约13.6%；在供需关系变化影响下新能源价格高涨，

投资热度向上游转移，集中在锂矿、锂盐产品、钴矿和镍矿

等；

• 下游新能源汽车投资并购交易占比高，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

率不断提高，充电桩、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资本关注度提升。

交易特点

• 从交易轮次上看，动力电池产业链投资并购呈哑铃型分布，

非上市公司融资轮次多在B轮及之前，固态电池、锂金属电

池以及锰系正极、无钴正极材料和硅负极材料等新技术新材

料发展方向吸引资本关注；上市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融

资扩产及通过战略并购加大产业链布局。

• 交易方向上以境内交易为主，出境交易主要为矿产资源投资

及海外电动车企业投资以布局当地市场，入境交易中外资主

要关注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及锂电池及锂电材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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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发电投资并购交易量在2019年至2021年持续增长后于2022年趋于稳定，2022年已披露交易金额下降主
要系2020年和2021年大额交易以及2022年单笔规模超10亿大额交易数量缩水所致；电站投资并购遥遥领先，多
能互补电站资本关注度提升，光伏及风电投资有所下降，生物质发电逐渐成为清洁能源发电投资并购新生力量

3. 2022年新能源行业细分领域洞察（续）

数据来源： CVSource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清洁能源发电交易总览

• 清洁能源行业已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交易轮次多偏后期成

熟阶段，且控股权收购占比高，投资方多为国企能源集团；

• 清洁能源行业发电已披露金额交易平均单笔融资规模为10.9

亿元/笔，居各细分新能源行业之首，在募资难及投资信心不足

所导致资本寒冬的大背景下，2022年单笔规模超10亿大额交易

数量缩水。

• 清洁能源发电产业链中，下游电站投资并购交易遥遥领先，随

着2021年2月《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的

指导意见》的发布，为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鼓励探索源网荷

储一体化发展模式和多能互补实施路径，多能互补电站资本关注

度提升；

• 随着《2021年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工作方案》明确补贴资金安

排，生物质发电逐渐成为清洁能源发电投资并购新生力量；

• 2021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2021年新能源上网电

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对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

分布式光伏项目和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实行平价上网，投资收益

率下降使得2022年光伏电站和陆上风电项目投资并购交易量减少。

热点趋势

交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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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动下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链投资并购交易大幅增加，资本加速涌入；投资并购交易热点主要集中在中游
电堆、膜电极和质子交换膜等核心部件，随着下游应用场景多元化，非电动汽车行业应用吸引资本布局；示范
城市群地方政策进一步推动融资区域集中

3. 2022年新能源行业细分领域洞察（续）

数据来源： CVSource

政策支持下资本加速涌入、示范城市群吸金能力强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氢能与燃料电池交易总览

• 2020年至今政策频出推动资本加注，国家层面，2020年9月通过

《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发布采取以奖代补推动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技术研发及氢能供应；2022年3月《氢能

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明确氢能未来国家能源体

系的组成部分战略地位、提出发展各阶段目标和部署重要举措。

• 在地方层面，各地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从政策创新、财政支持和项

目审批等方面跟进专项政策支持，氢能产业示范城市群基于良好产

业链发展基础，叠加政策支持，吸金能力十足，上海市、北京市、

广东省和江苏省合计投资并购交易发生额超70%。

• 从产业链来看，中游燃料电池、电堆及膜电极等核心部件投资

并购交易占比约87%，其次为下游加氢站投资建设运营及设备制

造（约8%），上游制氢、运氢和储能投资并购交易仅为约5%。

随着燃料电池电堆等核心技术突破及膜电极等核心材料国产化的

加速，资本关注度相对集中。

• 目前最热门应用为氢燃料电池汽车领域，但随着整体产业推进

及技术成熟应用验证，从2021年起氢能在重卡、叉车和船艇等行

业应用亦被资本布局，交通领域氢能商业化进程正在加速。

资本关注相对集中、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20.7 27.7 21.4 

96.3 

23 
28 

38 
43 

 -

 10

 20

 30

 40

 50

 -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2019 2020 2021 2022

单位：人民币亿元、笔

交易金额（仅含已披露交易金额） 交易量（含全部交易）



2022年8月30日 15

发展储能是可再生资源加速渗透的必由之路，2021年以来，在“十四五”时期的新型储能发展目标指导下政策
频出，从需求空间和电价政策等多个方面推动储能产业链投资并购加速增长；资本技术布局多点开花，钠离子
电子及关键材料投资并购交易表现亮眼，长时储能需求带动液流电池投资并购交易增加

3. 2022年新能源行业细分领域洞察（续）

数据来源： CVSource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储能产业链交易总览

顶层政策出台催化行业加速发展

• 在政策上，2021年4月《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征

求意见稿）》的发布明确新型储能“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2025年

实现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3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实现装机规模基本满

足新型电力系统相应需求 ）；

• 在需求端， 2021年7月《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

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的发布量化可再生能源发电配建调峰能力

比例，多省纷纷跟进落地强制配储政策，行业需求空间加大；

• 在电价政策方面，2021年5月在《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价格机制

改革行动方案》中首次明确了建立新型储能价格机制，2022年5月通过

《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 》明确新型

储能参与市场独立性、鼓励探索市场参与模式及引导用户侧主动配置新

型储能等条款，以提升总体利用率及经济效益进而引导资本积极参与。

技术布局多点开花

• 2021年之前，储能产业链投资并购关注点主要为能量管理系统及系统

集成，在2021年及2022年多点开花，其中钠离子电池及关键材料因产业

化基础好在投资并购交易中表现亮眼，部分企业连续两年获得融资；

• 在长时储能需求带动下，液流电池投资在2022年开始崭露头角，现阶

段主流技术路线为全钒液流电池，因其安全性高和充放电循环寿命长适

用于大规模大容量长时储能，吸引资本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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