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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电力供应市场研究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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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5265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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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705/526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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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截至2014年12月底，我国电力供应业总资产达到45，129.203亿元，同比增长5.89%；截
至2015年9月底，我国电力供应业总资产达到50，165.731亿元，同比增长12.04%。

预计截至2017年我国电力供应行业资产规模将达到64，932亿元，未来五年（2017-2021
）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8.15%，截至2021年资产规模将达到88，825亿元。
中国电力供应行业资产规模预测

2014年1-12月，电力供应业销售收入总额达到37，003.778亿元，同比增长4.12%；2015
年1-9月，电力供应业销售收入总额达到27，077.705亿元，同比增长0.06%。

预计2017年我国电力供应行业收入将达到38，284亿元，未来五年（2017-2021）年均复
合增长率约为4.35%，2021年收入将达到45，390亿元。
中国电力供应行业收入预测

2014年1-12月，电力供应业利润总额达到1，089.256亿元，同比增长13.78%；2015年1-
9月，电力供应业利润总额达到961.936亿元，同比增长3.64%。

预计2017年我国电力供应行业利润将达到1，309亿元，未来五年（2017-2021）年均复
合增长率约为8.12%，2021年利润将达到1，789亿元。
中国电力供应行业利润预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电力供应市场研究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共二十章。
首先介绍了电力供应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电力供应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
对中国电力供应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电力供应面临的机遇及发展
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电力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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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国内外电力工业篇
第一章 2015-2016年世界电力工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6年世界电力工业总体概况
一、世界电力工业的历程
二、世界电力市场化改革
三、世界电力工业从垄断到竞争的演变
第二节 美国
一、美国电力产业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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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电力工业的改革分析
三、美国电力产业安全与电企风险管理
四、到2030年美国两成电力将来自风力
第三节 日本
一、日本电力工业及一次能源利用回顾
二、日本电力产出的增长情况
三、日本电力行业基本数据
四、日本电力工业竞争的引入以及管制改革的概况
五、日本电力行业的改革动向
第四节 英国
一、英国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上涨
二、英国电力行业三足鼎立为最佳
三、英国将可能面临电力供应短缺的局面
第五节 俄罗斯
一、俄罗斯电力工业的发展概况
二、俄罗斯电力工业改革的阶段
三、俄罗斯电力出口情况
四、 俄罗斯电力将实现完全自由化
五、2020年俄罗斯新增发电量预计
第六节 其它国家
一、加拿大电力产业与市场
二、越南电力工业概况
三、印度将采取措施增加对电力投资的力度
四、澳大利亚电力行业的现况及趋势

第二章 2015-2016年中国电力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5-2016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七、财政收支状况
八、中国汇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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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货币供应量
十、中国外汇储备
十一、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情况
十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
十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十四、对外贸易&进出口
十五、城镇人员从业状况
第二节2015-2016年中国电力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三、《电力工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四、《电力项目审批程序》
第三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三章 2015-2016年中国电力工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概况
一、电力工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二、宏观经济形势对电力行业发展的影响
三、中国历年电力工业规划与实现
四、中国电力工业发展成就巨大
五、电力行业政策综述
第二节2015-2016年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存在五大矛盾
二、电力工业发展亟需解决的八个问题
三、电力工业的应急机制需要加强
四、电力企业经营困境分析
第三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对策分析
一、科学发展是电力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电力工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对策
三、电力行业发展要走与现实资源相协调的道路
四、特高压输电是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电力企业的发展措施

第四章 2015-2016年中国电力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市场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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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电力市场容量的回顾
二、国家电力市场交易电量保持快速的增长
三、国内电力供应形势紧张的原因
四、由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出发分析电力需求
第二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市场的竞争分析
一、电力工业的竞争时代来临
二、电力改革促进电力市场的竞争
三、电力市场寡头竞争方式以及行为浅析
四、电力产业重组和市场竞争的综述
第三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市场营销分析
一、电价在电力市场营销中的作用
二、把握电力市场中竞争与营销策略
三、电力市场营销战略的三点设想
四、电力市场的营销策略综述
第四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市场的发展策略分析
一、国内电力市场结构的模式选择
二、国际典型电力市场模式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三、电力市场化发展关键是电价与投资体制

第二篇 中国电力供应产业监测篇
第五章 2009-2016年中国发电量产量数据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09-2016年中国发电量产量数据分析
一、2009-2016年发电量产量数据分析2016年12月全国分省发电量月度数据单位：亿千瓦小
时 地区 2016年12月 2016年11月 2016年10月 2016年9月 2016年8月 2016年7月
2016年6月 2016年5月 2016年4月 2016年3月 2016年1-2月 北京市 50.4 41.4 22.9 29.8
46.7 39.1 26.5 22.2 21.9 40.31 - 天津市 62.1 63.2 43.8 51.3 63.9 59.1 44.1 41 35.4 50.02 -
河北省 236.7 229.9 216.7 203.4 223.6 210.6 228.2 212 208.7 226.32 - 山西省 243.8 224.8
203.5 188.6 228.4 220.3 201 196 192.5 194.04 - 内蒙古自治区 333 325.4 317.9 302.9 336
333.7 313.1 322 314.8 309.8 - 辽宁省 154.5 148 148.5 154.6 162.9 160.9 143.9 129.4
127.4 130.04 - 吉林省 77.8 74 64.3 53.8 53.2 54.1 51.7 52.2 56.1 62.61 - 黑龙江省 88.5
85.9 78.6 63.8 71.2 69.2 65.3 66.7 70.8 79.08 - 上海市 77.4 59.6 54.6 55.8 85.8 77.7 50.8
58.3 59.9 71.72 - 江苏省 426.6 394.7 357 375.2 461.2 431.9 364.3 358.2 382.5 399.52 -
浙江省 282.7 246.3 238.2 231.8 305.4 303.9 251.4 262.3 258.7 289.83 - 安徽省 216.8
174.8 157.8 167.6 217.8 207.9 163.4 164.6 168.4 182.42 - 福建省 162.4 151.4 144.3
152.3 183.8 181.9 161.8 151 136.6 147.55 - 江西省 91.6 81.8 85 88.7 98.4 87.2 72.7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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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68.26 - 山东省 471.6 435.9 419.2 420.9 463.7 465.6 423.2 414.5 400.7 442.24 -
河南省 233.9 213.1 202 211.4 234.8 247.2 216.4 197.4 192.4 206.99 - 湖北省 188.4 187.5
177.7 206.1 269.2 287.7 223.5 200.1 173.1 167.5 - 湖南省 126.9 112.1 102.3 110.7 121.7
117.8 97.2 94.3 90.7 90.34 - 广东省 364 321.9 346.8 347.9 376 402.4 393.9 348.7 312.5
321.99 - 广西壮族自治区 128.4 110 103.6 96.1 101.6 106.4 108.6 108.7 100.2 108.44 -
海南省 21.5 20.6 21.2 22.6 23.8 27.1 26.5 26 22.2 20.48 - 重庆市 59.1 49.7 44.5 53.1 73
66.8 53.1 56.8 52.5 53.63 - 四川省 228 263.9 316 313.1 352.9 335.1 296.5 227 175.7
221.14 - 贵州省 153.8 143.5 151.1 171.3 173.1 163 154.7 138.6 137.1 161.92 - 云南省
195.3 245.6 267.1 268.3 263.9 253.6 201.4 172.8 156 165.95 - 西藏自治区 3.4 3.3 4.8 4.5
5.3 4.8 4.1 3.1 2.7 2.34 - 陕西省 174.7 155.9 131.3 136.5 161.5 148.3 133.2 124.4 124
142.72 - 甘肃省 102.1 100.7 104.7 95.4 92.9 86.1 89.4 89.5 87.3 90.74 - 青海省 35.5 37.1
37.8 37.3 44.3 49.8 40.4 44.2 38.7 40.67 - 宁夏回族自治区 105.7 106.9 99.1 83.4 86.5
79.6 83.6 84.1 81.7 74.65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32.2 225.2 213.5 214.7 234.8 227.6 224.2
209.1 210.7 215.6 -
二、2009-2016年发电量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6年中国发电量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6年全国发电量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6年发电量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6年中国发电量产量增长性分析
一、产量增长
二、集中度变化

第六章 2009-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09-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09-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产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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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09-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09-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七章 2006-2016年中国电力进出口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06-2016年中国电力进口数据分析
一、进口数量分析
二、进口金额分析
第二节 2006-2016年中国电力出口数据分析
一、出口数量分析
二、出口金额分析
第三节 2006-2016年中国电力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第四节 2006-2016年中国电力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一、进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二、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第八章 2015-2016年中国电网建设的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6年中国电网建设的概况
一、中国电网发展的历程
二、国家电网主要骨架基本完成
三、中国开始特高压电网的建设
四、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农村电网
第二节 中国主要地区电网建设投资动态
一、电网电源投资结构改善
二、全国电网固定资产投资超三千亿
三、北京电网建设投资金额预计愈百亿元
四、深圳市投资250亿元建设电网
五、福建电力投资120亿元加强电网建设
六、新疆电网建设规模突破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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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15-2016年中国电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电网建设存在的五大问题
二、电网建设需考虑极端气候的影响
三、电力供需矛盾缓解下加快电网建设的建议
四、应用科学发展观建设“三型”电网
五、加强重点城市的电网建设
第四节 2017-2022年中国电网建设的发展前景与规划
一、中国电网发展的前景预测
二、推动新技术应用是中国电网建设的必然趋势

第九章 2015-2016年中国绿色电力产业运行走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6年绿色电力的概述
一、绿色电力阐述
二、绿色电力的种类
三、绿色电力与环境
第二节 2015-2016年绿色电力发展的总体概况
一、国外建立绿色电力市场经验综述
二、美国、欧盟绿色电力产业政策的借鉴
三、中国绿色电力产业的发展概况
四、中国绿色电力的发展成本偏高
第三节 2015-2016年生物质能发电分析
一、生物质能发电的发展概况
二、中国生物质能发电技术的发展
三、国内生物质能发电面临发展良机
四、加大生物质能发电的发展力度
五、生物质能发电亟需政策扶持
六、生物质能发电发展的建议
第四节 2015-2016年太阳能发电中国
一、太阳能发电的介绍
二、太阳能电力填补电网供电死角
三、中国太阳能发电发展存在的瓶颈
四、中国太阳能发电即将步入普及应用
五、2015-2016年中国太阳能发电成本预与常规发电的相当
六、2020年后中国将大规模发展太阳能发电
第五节 2015-2016年地热发电分析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一、中国具有丰富的地热资源
二、中国地热能的利用位居世界第一
三、西藏地热发电的发展潜力超百万千瓦
第六节 2015-2016年小水电分析
一、小水电是可持续发展能源之一
二、国内小水电的装机容量已超过两个三峡电站
三、清洁发展给小水电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四、小水电的开发需回归到理性轨道

第十章 2015-2016年中国煤电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09-2016年中国煤炭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一、2009-2016年中国煤炭行业规模分析
二、2016年二季度中国煤炭行业结构分析
三、2009-2016年中国煤炭行业产值分析
四、2009-2016年中国煤炭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五、2009-2016年中国煤炭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二节 2015-2016年煤、电产业的关系概述
一、煤炭和电力工业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煤炭行业为电力行业的发展贡献1000亿元
三、煤炭与电力行业要达到协调发展
四、中国煤、电关系的架构取向的概述
五、政府在煤、电关系架构演变中的起到的作用
第三节 煤电联动
一、煤电联动制度实质是电力体制改革矛盾的转移
二、煤电联动的价值简析
三、中国主要煤电基地电力外送规模及目标市场优化分析
四、煤电联动有助于火电企业的业绩提升
五、煤电联动使中国发电商的利润率恢复
六、煤电联动背后利益博弈的分析
第四节 2015-2016年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简析
一、实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背景
二、煤电价格联动的主要内容
三、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影响
四、价格联动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价格联动机制的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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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煤电联动机制应注意的方面
七、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深入演进的思考
第五节 2015-2016年煤电联动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一、煤电联动的拖延可能会增加额外代价
二、煤电联动体制建设亟待到位
三、煤电联动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四、市场结构的完善是优化煤电竞争环境的基础

第三篇 中国电力供应区域市场及竞争篇
第十一章 2009-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区域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09-2016年华北地区电力供应行业分析
一、区域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二、区域内发展能力
三、区域内盈利能力
四、区域内偿债能力
五、区域内出口交货值
第二节 2009-2016年东北地区电力供应行业分析
一、区域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二、区域内发展能力
三、区域内盈利能力
四、区域内偿债能力
五、区域内出口交货值
第三节 2009-2016年华东地区电力供应行业分析
一、区域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二、区域内发展能力
三、区域内盈利能力
四、区域内偿债能力
五、区域内出口交货值
第四节 2009-2016年华中地区电力供应行业分析
一、区域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二、区域内发展能力
三、区域内盈利能力
四、区域内偿债能力
五、区域内出口交货值
第五节 2009-2016年华南地区电力供应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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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二、区域内发展能力
三、区域内盈利能力
四、区域内偿债能力
五、区域内出口交货值

第十二章 2015-2016年中国各地区电力行业的发展动态分析
第一节 华东地区
一、国际金融危机下华东电力消费增势减弱
二、浙江电力着力提高市场占有率
三、秦山核电和三门核电将并入华东电网
四、安徽电力步入富裕时代皖电东送的压力猛增
五、2015-2016年福建电力计划投资120亿元
六、“十三五”期间上海电力发展将适度超前
七、华东电力市场改革亟待三大突破
第二节 华中地区
一、华中电力的市场模式概述
二、华中电网电力交易情况分析
三、巨额贷款支持河南重点电力项目建设
四、湖北电力超额完成节能减排任务
五、2015-2016年江西电力四大体系护航全省扩大内需
六、湖南电力供需状况分析
第三节 南方地区
一、南方电力市场建设方案简述
二、南方电力市场正式启动综合模拟运行
三、广东加大调整电力结构的力度
四、云南电力体制改革和电网建设提速
五、广西加快电力结构调整
六、2015-2016年海南将告别“电力孤岛”
七、“十三五”期间贵州电力的发展目标
第四节 华北地区
一、北京市电力的回顾及“十三五”发展规划
二、推进山东电力发展方式转变
三、山西省电力产业的现状与发展战略
第五节 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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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地区电力市场的仿真系统建设已启动
二、东北电力产业重新启动市场化的改革
三、东北电力产业的发展应适度超前建设火电项目
四、东北电力产业应该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五、东北地区电力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4-2020年)
第六节 西北地区
一、西北电力工业的改革与发展历程
二、西北电力产业集中东送的概况
三、西北地区电力外送规模与目标市场优化研究
四、西北电力发展应着重的五个战略点

第十三章 2015-2016年电力供应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5-2016年电力供应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2015-2016年电力供应行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第三节 2015-2016年电力供应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指标对比分析
一、国内电力供应市场竞争概述
二、所选主要企业基本情况表
三、盈利指标对比
四、资产负债指标对比
五、运营能力指标对比
六、主要企业成本费用构成情况及对比
七、其它指标对比

第十四章 2015-2016年中国电力上市企业运行财务数据分析
第一节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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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六节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四篇 中国电力供应关联产业篇
第十五章 2015-2016年中国电力设备的发展走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设备行业的发展
一、电力设备行业的总体回顾
二、电力设备升级和技术进步获得阶段性成果
三、国内电力设备发展保持高增长态势
四、中国电力设备国产化步伐加速
五、电力设备监造向纵深发展浅析
第二节 发电设备
一、我国发电设备制造业现状
二、中国发电设备制造量分析
三、发电设备行业存在三大问题
四、中国发电设备国际市场开拓策略与政策需求综述
五、2011-2020年中国发电设备市场预测
第三节 输变电设备
一、国内外输变电行业发展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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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输变电设备制造业增长迅速
三、中国输变电设备可靠性接近国际水平
四、输变电设备发展仍存在较大的空间
第四节 电工仪表设备
一、国内电工仪表的整体现状
二、中国电工仪器仪表产品市场现状
三、中国电工仪器仪表需求量逐年增加
四、电工仪表市场变局需要认真应对
五、国内电工仪器仪表市场容量分析
第五节 2015-2016年电力设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电力设备业呈现增收不增利
二、中国电力设施技术创新能力有待加强
三、发电设备生产企业存在的共性问题
四、中国电力设备行业发展面临的两大问题
五、电力设备企业发展需要努力打造品牌
第六节 未来电力设备发展前景趋势
一、“十三五”电力设备发展重点产品
二、电力设备子行业未来发展预测
三、电力设备技术发展趋势预测

第十六章 2015-2016年中国电力环保设备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5-2016年电力环保设备发展的背景
一、生态状况与可持续发展
二、电力污染形势严峻
三、中国投巨资用于电力环保建设
四、制定电力环保法规提上日程
第二节 2015-2016年电力环保设备行业的概况
一、电力环保行业的发展回顾
二、中国火电环保建设的成果
三、投资带动电力及环保设备行业景气周期可持续
第三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环保设备市场分析
一、电力紧缺成就环保设备市场
二、哈锅环保发电设备市场份额多
三、环保风暴形成电力环保设备的巨大需求
四、电力环保进入激烈竞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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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2015-2016年中国脱硫设备市场分析
一、打破国外海水脱硫设备市场垄断
二、中国已经形成烟气脱硫市场超五百亿元
三、电站烟气脱硫设备的市场竞争强度加剧
四、“十二五”时期中国火电厂脱硫设施建设与运行分析
第五节 2015-2016年电力环保设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电荒与环保矛盾难平衡
二、电力环保存在协调发展的难题
三、“十三五”时期电力环保的目标及政策建议
四、电力环保设备企业的发展要靠自己
第六节 2017-2022年中国电力环保设备的发展趋势
一、电力产业向环保化方向发展
二、电力环保设备行业的发展前景广阔
三、“十三五”期间电力环保设备业将得惠于宏观政策

第十七章 2015-2016年中国电力行业的改革分析
第一节 国外电力体制改革的借鉴
一、国际电力体制改革的经验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二、欧盟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情况及启示综述
三、美国电改给中国的经验教训
四、英法电力体制改革的对比分析
五、俄罗斯将彻底进行电力体制改革
第二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改革的概况
一、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二、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历程综述
三、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形成全方位的竞争格局
四、电力改革发展稳步推进
第三节 2015-2016年电力体制改革与电力企业
一、电力改革对电企的三大影响
二、电改举措对电力上市公司的影响
三、电力改革为设备企业提供机会
四、电力改革促进电企信息化进程
第四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电力改革不成功的表现
二、电力改革面临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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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力改革两方面的困难
四、电力改革与电荒尴尬并存
第五节 2015-2016年中国电力改革今后发展的对策
一、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促进电力体制改革
二、用科学发展观总揽电力改革与发展
三、以客观规律指导电力改革与发展
四、电力改革需处理好五大关系
第六节 2017-202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预测分析
一、电力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二、电力体制改革仍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
三、“十三五”时期电力体制改革将以稳为主

第十八章 2015-2016年中国电价发展动态分析
第一节 国际电价制度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国外电价的模式概述
二、国外电价的监管
三、国外电价制度的借鉴
第二节 2015-2016年电力市场化进程中价格机制的综述
一、电力价格竞价上网的优点
二、供电企业电价管制存在的瓶颈
三、电价机制的政策建议
第三节 2015-2016年电价机制的改革
一、电价形成机制的变革迫在眉睫
二、“十二五”时期电价改革情况的回顾
三、促进电价改革健康发展的建议
四、“十三五”期间电价改革走势的前景预测
第四节 2015-2016年推进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价政策简析
一、中国电价政策的现况
二、电价政策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三、促进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价政策框架

第五篇 中国电力前景与投资战略研究
第十九章 2017-2022年中国电力产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电力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电力行业受益于政策和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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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能减排形成电力业巨大投资机遇
三、中国电力投资将继续增长
四、2015-2016年中国电力投资5800亿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电力市场容量投资机制评价与选择综述
一、容量投资的市场机制
二、容量投资市场机制的评价
三、容量投资市场机制的选择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电力企业投融资发展分析
一、中国电力行业投融资体制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建议
三、中国电力行业投资结构优化发展趋势
第四节 2017-2022年中国电力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电力投资次区域存在风险
二、电力信贷领域暗伏风险
三、投资次区域电力市场的风险分析
第五节 2017-2022年中国电力产业风险防范及投资建议分析
一、电力企业的经营风险及其防范措施
二、构建电力企业风险防范机制的策略
三、防范电力信贷风险的建议
四、电力BOT项目风险的分担

第二十章 2017-2022年中国电力行业的发展预测分析（ZY LT）
第一节 2017-2022年国际电力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一、世界电力工业的发展前景
二、2022年国际电力产业的发展预测
三、世界范围电力装备的发展展望
四、2022年国际能源及电力发展预测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电力行业的发展前景分析
一、电力产业环保化是电力发展趋势
二、中国电力资源跨区配置的前景
三、国内跨区电量交易的实施前景
四、2017-2022年中国电力行业预测分析
第三节 中国电力行业中长期预测分析
一、2022年经济增长与电力需求预测
二、2022年发电量及装机容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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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电力及电力设备市场预测
四、中国中长期电力市场发展策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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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离岸式风电成本计算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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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美国净发电量及构成
图表：美国高压输电线路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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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6年日本分部门分能源发电量情况
图表：2016年末日本分能源分地区发电厂数量及最大发电量
图表：2017-2022年日本电力消费及预测
图表：加拿大不同能源电力构成比例
图表：加拿大历年电力及电网供需走势
图表：越南电力电源成分比例构成
图表：2015-2016年越南水电站项目规划一览
图表：2015-2016年越南燃气热电站项目规划一览
图表：2015-2016年越南燃煤电站项目规划一览
图表：2015-2016年非越南电力总公司所属电站项目规划一览
图表：2001-2025年澳大利亚电力消费情况及预测
图表：电力计划与实际完成情况对照
图表：中国电力弹性系数的变化
图表：电力基建在建规模、投产容量情况
图表：中国人均装机容量
图表：中国人均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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