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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电力信息化行业分析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涵盖行业最
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
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
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
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
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705/526543.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订购电话: 010-60343812、010-60343813、400-600-8596、400-700-9383

电子邮箱: sales@chyxx.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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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电厂信息化业务属于软件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厂信息化软件及服务领域。中国电力企业联
合会数据表明，中国电力信息化投资规模近年来维持20%左右的稳定增速。我们预计未来3
年电力信息化投资规模仍将以 20%的速度增长，到 2018 年将达 804亿元。
2006-2018年中国电力信息化投资规模统计及预测

国内从事电厂信息化业务的公司较多，市场份额普遍不高。电厂信息化（不包括财务管理
软件）供应商的市场占有率尚未有专项统计数字， 目前市占率相对较高的有 SAP、
ORACLE等国外企业。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电力信息化行业分析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共八章。
首先介绍了电力信息化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电力信息化规模及消费需求，
然后对中国电力信息化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电力信息化面临的机
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电力信息化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1章：中国电力信息化产业发展状况 17
1.1 信息化的理论综述 17
1.1.1 信息化的基本概念 17
1.1.2 信息化的层次、特点和意义 17
1.1.3 信息化的主要内容 18
1.1.4 信息化的理论综述 18
1.2 信息化产业的发展沿革 19
1.2.1 国外信息化产业的发展沿革 19
1.2.2 中国信息化产业的发展沿革 20
1.3 电力信息化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22
1.3.1 电力信息化产业发展现状 22
1.3.2 电力信息化产业存在问题 23
1.3.3 电力信息化产业发展趋势 24
（1）由辅助管理向提升经济效益发展 24
（2）由生产自动化向管理信息化发展 24
（3）由信息资源收集向信息资源应用发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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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中国电力信息化产业外部环境（PEST）分析 26
2.1 电力信息化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26
2.1.1 电力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 26
2.1.2 行业相关政策分析 26
（1）两化融合对行业的影响 26
（2）国资委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 27
（3）关于做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27
2.1.3 行业发展规划分析 28
（1）华北电网“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 28
（2）黑龙江电网“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 30
（3）西藏公司“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 30
2.2 电力信息化产业经济环境分析 30
2.2.1 国家经济增长情况 30
2.2.2 电力需求增长情况 35

从2014年开始，用电量进入低增速时期。2015年全国电力消费增速低于1%，增速创近30
年以来的新低。2016年，由于夏季、冬季气候变化、上期基数等因素影响，用电量增速有
所恢复，但剔除气候等因素，增长仍然在低增速水平。

总体来看，过去拉动电力消费快速增长的高耗能产业，在未来几年里，可能很难有质的改
善。尽管新能源汽车、电取暖等新的用电负荷在快速发展，但难以弥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下
降的影响。可能与日本在70年代之后类似，我国能源消费可能进入一个较低增速的时期。
2000-2015年我国电力消费增速统计（%）
2.2.3 电力信息化产业投资情况 36
2.2.4 电力信息应用系统建设情况 36
2.3 电力信息化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37
2.3.1 电力信息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37
2.3.2 电力信息化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37
2.4 电力信息化产业技术环境分析 38
2.4.1 电力信息化产业技术现状 38
2.4.2 电力信息化产业技术成果 39
2.4.3 国内外电力信息化产业技术的比较 40
2.4.4 电力信息化产业技术趋势分析 40
第3章：中国电力信息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预测 42
3.1 发电厂自动化发展现状及预测 42
3.1.1 电力装机规模及规划分析 42

我国电力投资的机制设计是建立在“成本加成”上的，因此过去在电力系统上的投资密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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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高的，也是比较超前的。因此会出现在利用率不但走低的情况下，发电投资仍然在惯性
推动，传统发电、新能源发电发展对真正的需求考虑不足。这也导致电力资产的投入产出不
断走低。
2002-2015年中国新增装机情况（万千瓦）
3.1.2 发电厂自动化市场规模 43
3.1.3 发电厂自动化市场竞争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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