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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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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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2019 H1”）、
2020年上半年（“2020 H1”） 、2021年
上半年（“2021 H1”）和2022年上半年
（“2022 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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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交易当年上半年平均汇率折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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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将
注册地为香港的标的企业视同于境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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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括锂电和钠离子电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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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电池和钠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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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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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流装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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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产业链及氢能
与燃料电池产业链存在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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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制氢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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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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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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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总览
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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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最活跃方向

境内交易 入境交易 出境交易

境内交易

~95.8%

2022年上半年已披露金额

交易平均交易额

8.8亿人民币

较2021年上半年上涨8.3%

交易最活跃细分板块

动力电池产业链 清洁能源发电 氢能和燃料电池

光伏产业链 储能产业链 风电产业链

动力电池

~53.4%

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已披露交易金额合计约人民币1,240.6亿，较去年同期涨幅达77.6%，交易笔
数达262笔，较去年同期涨幅达45.6%；已披露平均交易金额从2021年上半年的8.1亿/笔增长至2022年上半年的
8.8亿/笔；动力电池产业链交易最为活跃，交易量占比达53.4%，PE/VC投资方占比略高，国内为主要交易市场

交易最活跃投资者

PE/VC 民企 国企 外企

PE/VC

~42.5%

2. 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总览

2022年上半年总交易数量

262笔

较2021年上半年上升45.6%

2022年上半年已披露交易金额

1,240.6亿人民币

较2021年上半年增加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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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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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趋势

1

2

3

• 在2030年“碳达峰”目标和2060年“碳中和”愿景指导下，清洁能源发电投资并购在2020年上半年逆

势增长，国企为投资并购主力军，已披露股权比例交易中，过去几年间大于50%控股权投资并购呈不

断上涨趋势，与新能源其他细分行业中以少数股权投资为主形成鲜明对比；

• 清洁能源发电产业链中，下游电站投资并购交易遥遥领先，其中光伏电站和风力电站为投资重点，多

能互补电站可通过能源互相补充以提高输出和利用效率，亦受到投资者关注。

• 动力电池产业链投资并购热度居新能源细分行业首位，其中新能源汽车投资并购交易热度较高；

• 不断通过技术发展提高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是解决消费者里程焦虑的关键，其中锂电材料是技术发展的

基础，在高比能主线演进方向推进下，锰系正极、无钴正极材料和硅负极材料等发展新方向受到投资

方关注，固态电池和锂金属电池作为下一代动力电池发展方向，资本关注度有所提高。

• 在2022年3月国家能源局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的战略发展方向指导下，

2022年上半年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链投资并购交易热度增长较快，多地针对燃料电池以及需要取得突

破的八大核心零部件发布补贴方案，资本紧跟政策动向，燃料电池、电堆、膜电极和质子交换膜等领

域投资并购交易增加；

• 光伏产业链投资并购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游电池、电池片、组件和逆变器等核心部件，异质结电池作

为下一代光伏新势力亦获得资本关注。

动力电池

清洁能源发电

氢能与燃料电池产
业链及光伏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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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上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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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受到疫情影响略有下降后，2021年重新恢复增长态势，
交易量和已披露交易金额在2022年上半年双创新高（1,240.6亿，262笔）；民企投资并购参与度不断增加，国
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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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达到最高值，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发电

3. 2022年上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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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至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交易笔数分别为

165笔、163笔、180笔和262笔，整体呈上升趋势，2022年上半年交

易量大幅增长，同期涨幅达45.6%，主要系双碳目标背景下，新能源

汽车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动力电池作为核心部件在市场长期预期向

好下投资并购热度增加；

• 已披露投资并购交易金额在2020年上半年受到疫情冲击下降后于2021

年上半年重新恢复增长态势，并于2022年上半年交易金额创新高，达

1,240.6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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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的75笔增加至2022年上半年的153笔；

• 在能源转型政策导向下，国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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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达到最高值（46.1%，83笔），主要

集中在清洁能源发电；

• PE/VC类投资方参与新能源行业交易活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

2019年上半年至2022年上半年参与交易笔数分别为79笔、68笔、86

笔和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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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交易为新能源行业投资并购主战场；出境交易在全球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外部环境不稳
定背景影响下呈下降趋势；入境交易略有增加，关注行业主要在新能源汽车及锂电材料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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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2年上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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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至2022年上半年，境内

交易笔数分别为154笔、 156笔、 173笔和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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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背景下，出境交易整

体呈下降趋势，从2019年上半年的10笔下降至2022年上半年的5笔，

出境交易主要关注领域为锂矿和新能源汽车；

• 入境交易数量略有增长，在2022年上半年交易笔数达到6笔，其中5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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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

年至2022年上半年，小于50%以下投资并购交易笔数占比分别为91.8%、

83.5%和77.8%和78.2%；

• 2019年上半年至2022年上半年，投资并购股权比例大于50%交易呈逐

年增加态势，主要投资领域为清洁能源发电行业，投资方以国企为主，

主要集中在光伏电站、风力发电和生物质能发电。

数据来源：CVsource 数据来源：CV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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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行业细分领域洞察（续）

动

力

电

池

• 2019年上半年至2022年上半年，动力电池领域投资
热度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及锂电材
料；

• 不断提高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是解决消费者里程焦虑
的关键，其中锂电材料是技术发展的基础，在高比
能主线演进方向推进下，锰系正极、无钴正极材料
和硅负极材料等发展新方向受到投资方关注，固态
电池和锂金属电池作为下一代动力电池发展方向，
资本关注度有所提高；

• 动力电池企业加速上游资源布局，通过投资并购的
方式保证原料供应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锂矿等矿产
资源价格波动的风险。

• 在“2030年碳达峰”目标和“2060年碳中和”愿景
指导下，清洁能源发电投资并购在2020年笔数有所
增加，国企为投资并购主力军；

• 清洁能源发电产业链中，下游电站投资并购交易遥
遥领先，其中光伏电站和风力电站为投资重点，多
能互补电站可通过能源互相补充以提高输出和利用
效率，亦受到投资者关注；

• 在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十
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中推进生物质能多元化
利用政策指导下，生物质能逐渐成为清洁能源发电
投资并购新生力量，2022年资本关注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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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
池和锂电材料；清洁能源发电在政策导向下在2020年上半年交易笔数有所增加，光伏和风力电站为投资重点

投资并购交易热点 趋势洞察产业链

清

洁

能

源

发

电

交易金额（仅含已披露交易金额） 交易量（含全部交易） 2019H1 2020H1 2021H1 2022H1

数据来源： CVSource

数据来源： CV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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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行业细分领域洞察（续）

氢

能

与

燃

料

电

池

氢能与燃料电池投资并购热点集中于电堆、膜电极和质子交换膜等八大核心零部件；储能产业链投资并购关注
点主要在储能电池及材料；光伏产业链中游投资并购交易最为火热，异质结电池作为发展方向获得资本关注

投资并购交易热点 趋势洞察产业链

储

能

产

业

链

光

伏

产

业

链

• 2019年上半年至2022年上半年，储能产业链投资并购
关注点主要在储能电池及材料，其次为业务范围同时
涵盖储能电站、储能产品和能源管理系统综合类企业；

• 2022年上半年，液流电池暂露头角，液流电池的优势
在于安全性高、寿命长，现阶段主流技术路线是铁/
铬电池和全钒电池，目前均处于产业化初期。

• 2022年3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氢能产业发展中长
期规划（2021-2035年）》，明确氢能为战略性发展
重点方向，带动2022年投资并购交易热度增加；

• 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多地针对燃料电池以及需要取得
突破的八大核心零部件发布补贴方案，资本紧跟政策
动向，投资并购交易多专注于燃料电池、电堆、膜电
极和质子交换膜等领域。

• 从产业链来看，中游投资并购交易最为火热，主要集
中在电池、电池片及组件环节；

• 2022年之前，光伏产业链资本关注点集中在上中游环
节，2022年上半年则多点布局，光伏行业未来竞争重
点在技术之争，异质结电池作为下一代光伏新势力获
得资本投注。

交易金额（仅含已披露交易金额） 交易量（含全部交易） 2019H1 2020H1 2021H1 2022H1

数据来源： CVSource

数据来源： CVSource

数据来源： CV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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