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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秦越论内资变频器品牌发展之路》中，作者根据自身工作经历

和个人观察，将中国内资变频器品牌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

鼎立时期。并分别对每个时期进行分析，描述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简略指出当

下所处时期的发展方向。 

本文之中，秦越将根据自身观察，列出《十大低压国产变频器之悲情品牌》

及《十大低压国产变频器之激情品牌》，并分别作出简短评说。内容有失误之处，

还请各位看官横眉冷对，板砖横飞，谢谢！ 

十大低压国产变频器之悲情品牌 

花开花落几春风， 

今生昨日终虚幻。 

悲情第一名：正泰 

正泰作为中国 大的低压电器制造商，以其品牌影响力、产品市场占有率和

资金实力，本来 有机会成为变频器行业的龙头老大。可惜其决策层在变频器蓬

勃发展的前十多年间，一直默默无闻。如果正泰在第一时间招兵买马，积极进军

变频器及自动化领域，奈何有今天的普传系，华为系之争；奈何有今天的遍地开

花，诸侯混战的局面。而当初的大好时机已经失之交臂，永远不可能再有，想要

重新进军驱动器市场，则要付出更多代价和时间，只能让世人一声叹息！ 

秦越认为，正泰可通过并购现有变频器品牌和企业，直接进军变频器行业，

比自己再组建队伍要划算得多。 

 
悲情第二名：德力西 

其情况与正泰类似，虽然 近两年发展势头不错，成立专门的变频器子公司，

组建专门的领导班子和研发 售团队，但毕竟没赶上第一波大发展时期，前途命

运尚待观察，其他的不再多说。 

悲情第三名：佳灵 

    佳灵品牌及其创始人吴加林，是变频器行业鼻祖级人物。从低压到高压，吴

加林始终站在技术变革的第一线，被誉为“中国变频器之父”，其对国产变频器

技术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业内众多第一，遥想当年，佳灵叱咤风

云，谁与争锋。而如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性格决定命运，而企业的性格是由企业负责人的性格直接决定的。佳灵能走

多远，谁能说得清。 

悲情第四名：普传 

    这个品牌，让众多业内人士无限纠结。无论是戴正耀，还是张海杰，都是一

部传奇。期间的恩恩怨怨，又有几人能说得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戴正耀是国

产变频器行业的一粒火种，点燃了后来的国产品牌大发展的熊熊烈火。创造了国



产品牌半数以上出自“普传系”的神话。且不说他的人品和做事方式如何，但就

对国产变频器技术的发展贡献，居功至伟！ 

    戴正耀创立了普传，而让普传继续发扬光大，血脉传承的却是张海杰。但毕

竟经历了太多历史变革，沧海桑田，期间多少人，多少事皆付流水中，让后人去

评说。 

今天的普传就像一个古老而又年轻城市，能否再现昔日辉煌，扔掉历史包袱，

还要看张老大如何力挽狂澜，革故鼎新，开创普传的又一次崭新局面！ 

    秦越认为，2012 年之后的三年内，是普传能否再度崛起的关键。 

悲情第五名：安邦信 

    安邦兴国，诚信天下。我相信，任何一个看到这八个字的中国人，都热血沸

腾，感慨万千。安邦信在成立之初，也的确如其名称一样令人鼓舞，是春秋一代

霸主。而其后来的发展，让人无限惋惜。眼看着众多后期之秀不断赶超自己，而

自己却始终忧心于内部的权力组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

企业的成败，与其主要负责人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秦越认为，2012 年之后的三年内，是安邦信生死存亡的关键。 

悲情第六名：康沃 

康沃，这个凝聚众多国内变频器行业人士情感的国产品牌，在沈鸿，余功军

等业内扛鼎级人物压阵的时候，塑造了当年康沃的辉煌历史。后来随着新兴资本

的涌入，也创造了短暂的辉煌，再后来随手就转嫁给了博世力士乐这个德国名企，

但随后的发展差强人意，内部权力的角逐如火如荼，走马灯式的将帅更替，有几

人把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作为工作目标。前途未卜，英雄落泪，扼腕长叹！ 

 秦越认为，2012 年之后的三年内，是康沃这个老品牌生死存亡的关键。 

悲情第七名：阿尔法 

毕涛，这个国产变频器的开路先锋，一路走来，几多欢喜几多愁。他在普传

的时候，普传火了；在安邦信的时候，安邦信火了，在阿尔法的时候，初期几年，

阿尔法也火了，可后来，逐渐冷却了。现在的阿尔法始终不温不火，又经历多次

分裂，元气大伤。毕涛自身为研发型人物，可阿尔法的产品始终无法实现革命性

突破，难以在市场上占领决胜制高点，前途未卜啊！ 

秦越认为，2012 年之后的三年内，是阿尔法兴衰成败的关键时期。 

悲情第八名：海利普 

    海利普在 2005 年被丹佛斯收购之前，一直叫“海利”，成立于 2001 年，是

国内比较早的品牌。也是江浙一带做得比较成功的变频器厂商，而且早期发展也

比较顺利。这个就像个小脚女人，活干得不怎么平整，但人长得秀气。虽然早已

经远嫁欧洲做了偏房姨太太，但很少被大掌柜的多看两眼。而后来干脆做个小孩，

一直靠着东家的奶水活着，没有太像样的成长。或许是丹佛斯迟迟不肯将其关键

技术引入海利普，造成其青黄不接的局面。在当今诸侯并起，群雄逐鹿的时代，

海利普能否笑到 后，尚待观察。 

悲情第九名：森兰 

想当初，横刀立马谁与争锋；而如今，大梦初醒已千年，韶华迟暮，更有谁

人与我策马扬鞭？ 

在 2004~2007 年，国内其他品牌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森兰却裹步不前，错

失良机，实在让人遗憾。好在现今已经清醒，重整旗鼓，未来的路怎么走，还有

待观察。 

    秦越认为，2012 年之后的三年内，是森兰能否再度雄起的关键。 



悲情第十名：蓝海华腾 

邱文渊，当年的艾默生三剑客之一。在蓝海华腾产品问世之初，可谓一匹黑

马，风卷云涌，地动山摇，其 V5，V6 系列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用户好评，国

内诸多厂家纷纷买来测试研究，作为产品开发的参考对象。但其 售策略始终摇

摆不定，缺乏关键性市场攻坚人物，市场份额没有像产品自身那样成逐年大幅增

长，而在 2009 年前后，逐渐处于发展停滞状态，且在某些行业被其他品牌挤压

和挑战。 

秦越认为，2012 年之后的三年内，是蓝海华腾的关键转型时期，直接影响

着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命运。寻求被收购也不失为其一个很好归宿。 

十大低压国产变频器之激情品牌 

风生水起才知天高云淡，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激情第一名：英威腾 

2010 年之前，英威腾奇迹般的发展速度，是业内其他任何品牌不具有的，

当之无亏的第一名。但从 2011 年之后，由于子公司的业绩尚处于培育期和管理

成本的居高不下，大大放缓了英威腾继续创造神话的步伐。 

英威腾是国产品牌之中，融合“普传系“和”华为系“人才 成功的一家，

且融合后的团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为英威腾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

础。 

英威腾能够利用的优势资源有：强大的研发团队，丰富的产品线，较大的品

牌知名度，较好的品牌形象和客户信赖度以及充足的资金。要想发挥这些优势，

需要强有力的资源整合。产品研发进一步贴近用户，加强行业专用型产品的研发。

整合多个产品线，进行打包 售，如伺服，PLC，HMI，中高低压变频器，光伏产

品等等。为客户提供完成的、系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秦越认为，2012 年之后的三年是英威腾能否保持高速增长的关键时期，直

接决定着其在未来十几年间的市场格局。 

激情第二名：汇川 

汇川在朱兴明的领导下，一直稳步前进，以其特有的技术研发优势，一直引

领者国产变频器的时代潮流。尤其在上市之后，资金充足，且多个产品线同时进

发，伺服，PLC，电梯一体化控制器，起重一体化控制器，注塑一体化机等等均

有较好发展，各个产品线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且其对用户及市场的控制力也比

较牢固。从 2011 年开始，汇川逐渐凸显其强劲增长力，将逐渐加大与其他品牌

的差距。尤其将业务重心移往苏州之后，加强华东区市场，整个产品及市场前景

一路看涨。紫气东来，王者之气也。 

激情第三名：欧瑞 

    从昔日的惠丰，华丽转身，成为今天的欧瑞，已经走过 20 个年头。欧瑞就

像一个山东大汉，十多年如一日，一直埋头耕作，孜孜以求。欧瑞的产品和市场

也在稳定攀升，其产品也越来越有国际范儿，稳定性也在不断提升。并且加强在

诸多行业的应用业绩，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秦越认为，从 2012 年之后的三年内，是欧瑞上市的关键时期，能否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就看欧瑞高管们能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了。 

激情第四名：正弦 

    正弦，这个品牌在涂从欢的领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得铿锵有力，走得潇

洒自如。成立于 2003 年 4 月，到今天也走过近 10 个年头，而这 10 年间正是国

产变频器行业发展巨变的十年。从 2005 前后的脑门一热，就蹦出一个品牌。到

今天的群雄逐鹿，问鼎中原。正弦始终是主角之一，无论从其技术创新性，还是

市场拓展性上，正弦都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正弦也是国内积极开发行业专

用型产品较早且较全面的品牌，而行业专用型比较符合当前及未来发展趋势，如

果能持续保持旺盛增长力，实现上市融资，将为其发展扫清的资金障碍，为进一

步拓展产品线，提供强大资金支持。 

    秦越认为，2012 年之后的三年内，是正弦实现上市的关键时期。     

激情第五名：四方  

    每次看到这个品牌，我就想起一句歌词：“堂堂中国让四方来贺“。但余功

军是个很务实的人，翻开其档案，几乎每走一步都见证着中国变频器的发展脉络。

这个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中国变频器人才摇篮之一的名校）的工学博士，真正

的业内科班出身的高材生。可以说从上大学开始到今天的二十多年间，一直与变

频器技术开发打交道，一手铸就了康沃当年的辉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当今这个靠产品说话的时期，四方在余功军的领导下，一直保持着较强产

品研发实力，并且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当今纷乱复杂的变频器市场上，四方电气自 2004 年成立以来，稳扎稳打，

无论是产品性能，还是市场占有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且没有出现较大波动，

发展前景比较乐观。 

    秦越认为，自 2012 年之后的三年内，是四方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关键，能否

上市融资，就在这几年了。但这对于四方来说，还需要一定时间，再用一句歌词

吧：“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 

激情第六名：新时达 

    新时达，似乎兵从天降，其公司组成，技术来源等等，到现在我依然有点懵

懂。2010 年，其变频器崭露头角即赢得市场肯定，2011 年是其收获颇丰的一年，

其对电梯行业情有独钟，也颇具实力。并陆续推出多款电梯，起重专用型变频器，

但随着汇川，索肯和平，索德，海浦蒙特等品牌积极进军这一行业，新时达能否

笑傲江湖到 后，还有待观察。 

   秦越认为，从 2012 年之后的三年内，是电梯，起重行业变频器品牌市场格局

重组的时期，这对新时达是机遇也是挑战。 

激情第七名：富凌 

    富凌在钟氏二兄弟的排除万难，艰苦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奇迹，奠定了

今天在变频器行业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成为浙江第一变频器品牌。在过去的十多

年间，一直维持较好的 售成绩。在企业初创时期，由于是二兄弟并肩作战，所

以其在各种策略上较容易形成统一，达成共识。这也是过去的若干年内，一直比

较稳定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富凌的技术研发能力也同样受到考

验，关键性人才能否正确引入，也是富凌未来要面临的问题。 

    秦越认为，2012 年之后的三年，是富凌能否继续保持市场优势的关键时期。 

激情第八名：伟创 



    伟创，这个品牌似乎和它的老板胡智勇一样有点神秘，看似不动声色，实在

已经早有谋划。自 2005 年成立以来，是普传系里分化出来比较晚的品牌，一直

以 售见长，有点昔日英威腾的影子，其产品做得还过得去，有一定的用户群，

市场口碑也还可以。但在当前战国争雄的年代，能否继续扮演一名好汉，还有待

观察。 

   秦越认为，自 2012 年之后的三年，是伟创能否继续保持市场优势的关键时期。

或许其寻求被收购也是很不错的出路之一。 

激情第九名：微能 

微能自 2004 年创立开始，低压变频器做得还算过得去，虽然没有像英威腾

那样跳跃式发展，但也一直处于不败的地位，在本来就很拥挤的低压市场里一直

保持着一定的增长力。且刘成勇在吸纳人才方面还算成功。 

微能的高压变频器，可谓剑走偏锋，独树一帜，在本来就不大的市场容量，

且有多家龙头企业当道的情况下，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实属不易。 

而在刘成勇卸甲归田后，微能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朱颖毅能否创造微能

神话，还需持续观察。 

激情第十名：三晶 

大概是从 2009 年开始，三晶成为网络红品，似乎在 2011 年发展到顶峰。无

论搜索什么品牌，都会出现“好变频，三晶造”。可谓抢足了眼球，博得了青睐，

其品牌推广人员的工作力度可见一斑。其产品也一直以物美价廉作为宣传口号，

其 售人员也是四处出击，且都有不少斩获。但其产品研发实力一直是比较大的

短板。而在当下的靠产品说话的年代，这个短板几乎是致命的。而在 2012 年初，

其公司甚至打出“百万年薪，招聘研发精英“的招兵简章。重金之下，必有英才。

未来三晶产品品质如何，尚有待观察。 

秦越认为，2012 年后的三年间，是三晶能否成长为真正的让客户信赖的大

品牌的关键时期。 

——本篇完—— 



附：国产低压主要变频器品牌族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