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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超级电容，又名电化学电容，双电层电容器、黄金电容、法拉电容，是从二十世纪七、八十

年代发展起来的通过极化电解质来储能的一种电化学元件。它不同于传统的化学电源，是一

种介于传统电容器与电池之间、具有特殊性能的电源，主要依靠双电层和氧化还原赝电容电

荷储存电能。 

由于超级电容具有瞬时高功率、快速充放电、循环寿命长等特点超级电容被广泛应用于辅助

峰值功率、备用电源、存储再生能量、替代电源等场景，在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工业控

制、风力光伏发电和军工领域前景广阔。从市场规模角度，交通运输、工业、新能源领域分

别占比38%、30%、21%，交通仍然是最大的应用领域。 

超级电容在消费电子市场正在部分替代传统锂电池。便携设备、小功率电器、智能手表等多

采用较小尺寸的超级电容器，应用较为成熟。随着5G技术日趋成熟，我国物联网连接数预计

将迎来高速增长，超级电容可以用在智能四表中给时钟芯片和断电保护提供电源。作为基于

授权频段的低功耗广域网蜂窝物联网技术，NB-IoT适合室内四表、地下管网等应用，而这正

是智慧城市的重要场景。2015-2021年，我国超级电容器市场规模从66.5亿元增长至198亿元

，2022年中国超级电容器行业市场规模198.8亿元。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等下游市场需求增加，

我国超级电容器整体市场规模将持续走高，需求走强。市场格局方面，中国超级电容市场集

中度较高，前五大市场参与者合计市场规模占比达73.8%，其中美国公司Maxwell由于在风电

变桨领域的垄断性地位，成为市场占比最大的公司，为27.0%；宁波中车（20.9%）与奥威科

技（10.6%）位列中国超级电容器市场的第二名和第三名，江海位列第四，拥有9.0%的市场份

额。虽然中国超级电容市场集中度较高，但是各个公司营收体量仍然较小，新兴需求领域不

断涌现，行业格局未定。 

2021年1月，工信部印发《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提出重点推

动车规级传感器、电容器（含超级电容器）、电阻器、频率元器件、连接器与线缆组件、微

特电机、控制继电器、新型化学和物理电池等电子元器件应用。2021年6月28日，工信部发布

《2021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提出加快关键部件创新突破，超级电容器、驱动电机系统

等标准制修订。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超级电容行业研究与投资策略报告》共十三章。首

先介绍了超级电容相关概述等，接着分析了电容器产业发展现状，然后分析了我国超级电容

行业发展环境及行业标准规范，随后报告对我国超级电容行业发展现状、技术研究、应用领

域及超级电容电极材料作出详细分析，最后分析了国内外超级电容行业重点企业的运营状况

，并对我国超级电容行业投资潜力及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产业研究报告网、产



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电容器分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

，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

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超级电容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超级电容行业，本

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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