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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电力市场动向调研及十三五投资战略规划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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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ogao.chinabaogao.com/dianli/2443822443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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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基础产业，是关系
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优先发展重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对电的需求量不断扩大，电力销售市场的扩大又刺激了整个电力生产的发展。
2013年，我国电力行业投资结构继续发生积极变化。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用电延续高速增
长，制造业用电增速逐季攀升，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增速先降后升，西部地区用电增速继续
明显领先，各地区增速均高于上年。2013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达到1
2.5亿千瓦，全年非化石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比重提高到62%，水电新增装机创历史
新高，并网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增长近十倍。
2014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552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截至2014年底，全国发电装
机容量136019万千瓦，同比增长8.7%；其中，水电30183万千瓦（含抽水蓄能2183万千瓦
），火电91569万千瓦（含煤电82524万千瓦、气电5567万千瓦），核电1988万千瓦，并网
风电9581万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2652万千瓦。2015年，全社会用电量55500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0.5%。2015年底全国水电装机容量3.2亿千瓦，2015年底全国火电装机容量9.9亿
千瓦，2015年底全国核电装机容量2608万千瓦，2015年底全国并网风电装机容量12934万
千瓦。
2015年起深圳市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2015年3月，《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在发电侧和售电侧开放市场引入竞争，价
格由市场形成，同时管住中间的输配电网环节，电网公司一家垄断局面将被打破。预计在未
来几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供需的结构性变化特征也将逐步显现。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电力市场动向调研及十三五投资战略规划报告》内容
严谨、数据翔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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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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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
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
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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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电力行业的相关概述
1.1 电力行业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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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定义
1.1.2 分类
1.1.3 行业特性
1.1.4 行业投资特性
1.2 火电行业概念
1.2.1 火力发电的定义
1.2.2 火力发电的种类
1.2.3 火力发电用煤
1.2.4 火力发电站
1.3 水力发电的介绍
1.3.1 水力发电的定义
1.3.2 水力发电的特点
1.3.3 水力电站分类
1.4 核电相关定义
1.4.1 核能的利用
1.4.2 核电的定义
1.4.3 核电站介绍
1.5 风力发电的概述
1.5.1 风能利用的方式
1.5.2 风力发电的原理
1.5.3 并网风电效益分析
1.5.4 近海风电的市场性分析
第二章 2014-2016年世界电力工业发展分析
2.1 2014-2016年世界电力工业总体规模
2.1.1 发展历程
2.1.2 消费特征
2.1.3 发电量规模
2.1.4 电力装机规模
2.1.5 电力融资规模
2.2 美国电力工业
2.2.1 发展特点
2.2.2 市场规模
2.2.3 供需形势
2.2.4 运行机制
2.2.5 电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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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监管机制
2.2.7 规划目标
2.3 日本电力工业
2.3.1 发展特点
2.3.2 市场规模
2.3.3 运行机制
2.3.4 扶持政策
2.3.5 规划目标
2.4 英国电力工业
2.4.1 电价机制
2.4.2 电力改革
2.4.3 市场结构
2.4.4 发展规模
2.4.5 规划目标
2.5 俄罗斯电力工业
2.5.1 发电规模
2.5.2 投资规模
2.5.3 中俄合作
2.5.4 改革进程
2.5.5 需求预测
2.6 其它国家
2.6.1 德国电力工业
2.6.2 沙特电力工业
2.6.3 印度电力工业
2.6.4 巴西电力工业
2.6.5 墨西哥电力工业
2.6.6 澳大利亚电力工业
第三章 2014-2016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分析
3.1 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综述
3.1.1 电力工业经济地位
3.1.2 电力工业发展成就
3.1.3 发电量居世界首位
3.1.4 电力工业发展规模
3.2 2014-2016年中国电力工业供需分析
3.2.1 2014年电力供需态势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3.2.2 2015年电力供需状况
3.2.3 2016年电力供需状况
3.2.4 中国电力行业供需趋势
3.3 2014-2016年中国发电量数据分析
3.3.1 2014年全国发电量分析
3.3.2 2015年全国发电量分析
3.3.3 2016年全国发电量分析
3.4 中国电力工业存在的问题
3.4.1 电力行业发展障碍
3.4.2 电力规划存在问题
3.4.3 电力企业盈利挑战
3.5 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对策
3.5.1 科学发展策略
3.5.2 结构调整策略
3.5.3 电力供需策略
3.5.4 节能减排策略
第四章 2014-2016年中国电力市场分析
4.1 2014-2016年电力交易市场分析
4.1.1 2014年电力交易规模
4.1.2 2015年跨区送电规模
4.1.3 2016年跨区送电规模
4.1.4 构建竞争性电力交易市场
4.2 2014-2016年电力市场竞争分析
4.2.1 电力竞争环境
4.2.2 电力竞争焦点
4.2.3 央企同质化竞争
4.2.4 竞争格局面临调整
4.2.5 电力企业竞争策略
4.3 2014-2016年电力市场营销分析
4.3.1 电力营销特点
4.3.2 电价营销分析
4.3.3 竞争与营销策略
4.3.4 电力营销战略
4.4 中国电力市场的发展策略
4.4.1 电力结构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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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典型电力模式比较
4.4.3 电力市场化发展关键
4.4.4 规范电力市场有序发展
第五章 中国电力行业经济数据分析
5.1 2012-2016年中国电力生产行业财务状况分析
5.1.1 2012-2016年中国电力生产行业经济规模
5.1.2 2012-2016年中国电力生产行业盈利能力指标
5.1.3 2012-2016年中国电力生产行业营运能力指标
5.1.4 2012-2016年中国电力生产行业偿债能力指标
5.1.5 中国电力生产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5.2 2012-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财务状况分析
5.2.1 2012-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业销售规模
5.2.2 2012-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盈利能力指标
5.2.3 2012-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营运能力指标
5.2.4 2012-2016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偿债能力指标
5.2.5 中国电力供应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第六章 2014-2016年中国电网建设的发展
6.1 2014-2016年中国电网投资规模
6.1.1 电网投资规模增长
6.1.2 2014年电网投资规模
6.1.3 2015年电网投资规模
6.1.4 2016年电网投资规模
6.2 2014年部分地区电网建设状况
6.2.1 2014年吉林省电网建设
6.2.2 2014年山东省电网建设
6.2.3 2014年西藏电网建设
6.2.4 2014年宁夏电网建设
6.3 2015年部分地区电网建设状况
6.3.1 2015年四川省电网建设
6.3.2 2015年福建省电网建设
6.3.3 2015年江苏省电网建设
6.3.4 2015年内蒙古电网建设
6.3.5 2015年青海省电网建设
6.4 2016年部分地区电网建设状况
6.4.1 2016年四川省电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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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2016年福建省电网建设
6.4.3 2016年江苏省电网建设
6.4.4 2016年内蒙古电网建设
6.4.5 2016年青海省电网建设
6.5 2014-2016年智能电网建设分析
6.5.1 智能电网概念界定
6.5.2 智能电网建设提速
6.5.3 智能电网投资规模
6.5.4 智能电网项目进展
6.5.5 智能电网未来趋势
6.5.6 智能电网前景展望
6.6 2014-2016年特高压电网建设分析
6.6.1 特高压电网市场规模
6.6.2 特高压项目核准提速
6.6.3 特高压项目建设进展
6.6.4 拓展特高压海外市场
6.6.5 特高压电网建设前景
6.7 电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6.7.1 电网建设制约因素
6.7.2 电网建设主要阻碍
6.7.3 加速电网建设策略
6.7.4 电网建设对策措施
第七章 2014-2016年火电行业发展分析
7.1 2014-2016年中国火电行业运行状况
7.1.1 火电厂排放新标准实施
7.1.2 2014年火电行业发展规模
7.1.3 2014年火电行业经济效益
7.1.4 2015年火电设备利用规模
7.1.5 2015年火电行业经济效益
7.2 2014-2016年中国火电发电量数据分析
7.2.1 2014年火力发电量分析
7.2.2 2015年火力发电量分析
7.2.3 2016年火力发电量分析
7.3 中国关停小火电的进展
7.3.1 关停小火电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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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小火电关停力度加大
7.3.3 2014年关停小火电情况
7.3.4 小火电机组关停成本
7.3.5 小火电机组价值重构
7.4 2014-2016年主要火电项目建设动态
7.4.1 江西抚州首个火电建设项目获批
7.4.2 大庆热电联产项目2号机组投运
7.4.3 句容百万机组工程2号机组并网
7.4.4 大唐新疆首个火电项目投产运营
7.4.5 海南西南部电厂火电项目启动
7.4.6 舟山电厂二期4号机组并网发电
7.4.7 山东省内最大环保型火电厂投运
7.4.8 广西合山火电项目扩建工程获批
7.5 2014-2016年中国火电烟气脱硫市场分析
7.5.1 火电烟气脱硫市场容量
7.5.2 2014年火电烟气脱硫状况
7.5.3 2015年火电烟气脱硫状况
7.5.4 2016年加强脱硫设施监管
7.5.5 火电烟气脱硫发展的建议
7.6 境外BOT火电项目风险分摊解析
7.6.1 BOT融资形式概述
7.6.2 境外BOT火电项目风险识别
7.6.3 BOT项目参与方的风险分配
7.6.4 BOT公司的项目风险承担和管理
7.7 火力发电企业盈利能力提升研究
7.7.1 增强火电企业盈利能力的必要性
7.7.2 火力发电企业的盈利水平
7.7.3 火电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
7.7.4 提升火电企业盈利能力的举措
第八章 2014-2016年水电行业发展分析
8.1 中国水电行业综述
8.1.1 水电发展意义
8.1.2 水电开发背景
8.1.3 水电装机规模
8.1.4 水电建设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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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2014-2016年我国水电行业运行状况
8.2.1 2014年水电行业运行状况
8.2.2 2014年水电行业热点分析
8.2.3 2015年大型水电企业迎机遇
8.2.4 2015年水电行业发展规模
8.2.5 2016年水电开发建设规模
8.3 2014-2016年中国水力发电量数据分析
8.3.1 2014年全国水力发电量分析
8.3.2 2015年全国水力发电量分析
8.3.3 2016年全国水力发电量分析
8.4 2014-2016年水电行业政策动态分析
8.4.1 水电工程建设政策法规
8.4.2 水电建设相关环保政策
8.4.3 水电开发的三条底线
8.4.4 水蓄能电站管理政策
8.4.5 水电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8.5 2014-2016年中国水电项目建设动态
8.5.1 新疆库什塔依水电站投产
8.5.2 雅砻江官地水电站投运
8.5.3 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投产
8.5.4 西藏最大水利枢纽工程发电
8.5.5 毛滩水电站四台机组并网
8.5.6 西藏旁多水利枢纽工程投产
8.5.7 雅砻江锦屏水电站全面投产
8.5.8 马马崖水电站投产发电
8.6 2014-2016年农村水电发展分析
8.6.1 农村水电的定义及特点
8.6.2 农村水电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8.6.3 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试点
8.6.4 农村水电建设进入战略机遇期
8.7 水电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8.7.1 水电产业瓶颈因素
8.7.2 水电行发展途径
8.7.3 水电能源发展战略
8.7.4 水电产业国际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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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中国水电行业的发展前景与规划
8.8.1 水电行业未来发展战略
8.8.2 水电行业将迎来快速发展
8.8.3 西部水电发展将步入新阶段
8.8.4 2022年水电行业发展目标
第九章 2014-2016年核电行业发展分析
9.1 2014-2016年全球核电行业发展规模
9.1.1 国际核电业组织模式比较
9.1.2 全球核电建设规模
9.1.3 全球核电装机规模
9.1.4 国际核电市场格局
9.1.5 核电技术开发与推广
9.2 2014-2016年中国核电行业运行状况
9.2.1 发展核电的必然性
9.2.2 核电装机规模
9.2.3 核电建设规模
9.2.4 核电经济效益
9.2.5 核电运行安全
9.2.6 核电技术路线
9.3 2014-2016年中国核能发电量数据分析
9.3.1 2014年全国核能发电量分析
9.3.2 2015年全国核能发电量分析
9.3.3 2016年全国核能发电量分析
9.4 2014-2016年主要核电工程发展动态
9.4.1 宁德核电站1号机组投运
9.4.2 红沿河核电1号机组投运
9.4.3 田湾核电4号机组提前开建
9.4.4 阳江核电站1号机组并网发电
9.4.5 宁德核电2号机组并网发电
9.4.6 岭澳核电二期工程验收通过
9.4.7 方家山核电工程1号机组并网
9.4.8 福清核电１号机组具备商运条件
9.5 核电经济性的分析
9.5.1 核电经济性评价
9.5.2 核电经济性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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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核电经济性分析需强化的问题
9.5.4 提高核电经济性的途径
9.6 核电行业发展问题及对策
9.6.1 核电产业面临挑战
9.6.2 核电行业发展对策
9.6.3 核电发展战略
9.6.4 核电安全策略
第十章 2014-2016年风力发电发展分析
10.1 2014-2016年全球风电行业规模分析
10.1.1 世界风能市场快速增长
10.1.2 全球风电产业发展综述
10.1.3 2014年全球风电产业规模
10.1.4 2015年全球风电产业规模
10.1.5 2016年全球风电业动态
10.2 中国风力发电产业发展综述
10.2.1 风电产业发展阶段
10.2.2 风力发电模式简析
10.2.3 风电装机规模扩张
10.2.4 海上风电产业发展
10.3 2014-2016年中国风力发电行业发展规模
10.3.1 2014年风电装机规模
10.3.2 2015年风电装机规模
10.3.3 2016年风电装机规模
10.3.4 风电行业区域格局
10.3.5 风电市场投资主体
10.4 2014-2016年主要风电项目建设动态
10.4.1 三塘湖风电场首台风机并网
10.4.2 玉林大容山风电场并网运行
10.4.3 宁波首个海岛风电场发电
10.4.4 甘肃红沙岗风电场全部并网
10.4.5 湖南最大风电场并网发电
10.4.6 新疆萨尔塔木风电二期并网
10.4.7 月亮山风电四期首台机组并网
10.5 中国风力发电产业SWOT分析
10.5.1 优势（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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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劣势（Weakness）
10.5.3 机遇（Opportunities）
10.5.4 威胁（Threat）
10.6 风力发电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10.6.1 风电产业存在的隐忧
10.6.2 中国风电产业硬伤
10.6.3 加快风能开发对策
10.6.4 加强风电技术研发
10.6.5 与电网建设协调发展
10.7 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趋势
10.7.1 风电发展目标分析
10.7.2 风电未来发展思路
10.7.3 海上风电将加速发展
10.7.4 低风速风电前景乐观
第十一章 2014-2016年绿色电力发展分析
11.1 绿色电力的概述
11.1.1 绿色电力的定义
11.1.2 绿色电力的种类
11.1.3 绿色电力与环境
11.2 2014-2016年绿色电力行业发展状况
11.2.1 国外绿色电力发展分析
11.2.2 我国绿色电力发展分析
11.2.3 我国绿色电力发展动态
11.2.4 中国绿色电力前景良好
11.2.5 中国绿色电力发展障碍
11.2.6 中国绿色电力发展策略
11.3 生物质能发电
11.3.1 生物质能发电对环境的影响
11.3.2 全球生物质发电发展现状
11.3.3 我国生物质发电市场规模
11.3.4 生物质能发电区域分布
11.3.5 生物质能发展前景良好
11.3.6 生物质发电发展规划
11.4 太阳能发电
11.4.1 太阳能发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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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全球光伏产业现状
11.4.3 中国太阳能发电市场
11.4.4 太阳能发电前景展望
11.4.5 太阳能发电发展规划
11.5 地热发电
11.5.1 全球地热发电现状
11.5.2 中国地热资源储备
11.5.3 中国地热发电利用
11.5.4 地热开发利用困境
11.5.5 地热发电发展办法
11.6 小水电
11.6.1 产业发展历程
11.6.2 建设开发现状
11.6.3 国家政策扶持
11.6.4 行业转型需要
第十二章 2014-2016年中国煤电市场发展分析
12.1 2014-2016年中国煤炭行业运行分析
12.1.1 煤炭供给总量
12.1.2 煤炭市场需求
12.1.3 煤炭价格走势
12.1.4 行业投资情况
12.1.5 行业运行分析
12.1.6 未来市场预测
12.2 煤、电产业的关系概述
12.2.1 煤炭和电力工业关联性
12.2.2 煤炭与电力行业协调发展
12.2.3 中国煤、电关系的架构取向
12.2.4 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12.3 煤电联动
12.3.1 煤电联动的价值简析
12.3.2 中国电力外送最优规模分析
12.3.3 煤电联动利益博弈分析
12.4 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简析
12.4.1 实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背景
12.4.2 煤电价格联动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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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影响
12.4.4 价格联动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2.4.5 价格联动机制的发展措施
12.4.6 实施煤电联动机制应注意的方面
12.4.7 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深入思考
12.5 煤电联动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12.5.1 煤电联动的拖延带来潜在代价
12.5.2 煤电联动面临的困境
12.5.3 开展期货交易
12.5.4 转变传统观念
12.5.5 完善市场结构
第十三章 2014-2016年中国各地区电力行业的发展
13.1 华东地区
13.1.1 行业运行情况
13.1.2 区域发电总量
13.1.3 电力需求分析
13.1.4 电力交易市场
13.1.5 “西电东送”
13.2 华中地区
13.2.1 电力供给紧张
13.2.2 电力交易情况
13.2.3 区域电网规划
13.2.4 引进民营资本
13.3 南方地区
13.3.1 市场建设简述
13.3.2 行业运行分析
13.3.3 社会电力需求
13.3.4 西电东送情况
13.3.5 电力交易市场
13.4 华北地区
13.4.1 电力供需形势
13.4.2 电力交易情况
13.4.3 行业发展动态
13.4.4 北京电力市场
13.5 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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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区域电力供应
13.5.2 缓解供需矛盾
13.5.3 电力交易市场
13.5.4 未来发展规划
13.6 西北地区
13.6.1 电力交易市场
13.6.2 电力外送规模
13.6.3 电力外送能力
13.6.4 安全监管意见
13.6.5 内蒙古风电发展
第十四章 2014-2016年中国重点电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14.1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4.1.1 企业发展概况
14.1.2 经营效益分析
14.1.3 业务经营分析
14.1.4 财务状况分析
14.1.5 未来前景展望
14.2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4.2.1 企业发展概况
14.2.2 经营效益分析
14.2.3 业务经营分析
14.2.4 财务状况分析
14.2.5 未来前景展望
14.3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4.3.1 企业发展概况
14.3.2 经营效益分析
14.3.3 业务经营分析
14.3.4 财务状况分析
14.3.5 未来前景展望
14.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4.4.1 企业发展概况
14.4.2 经营效益分析
14.4.3 业务经营分析
14.4.4 财务状况分析
14.4.5 未来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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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4.5.1 企业发展概况
14.5.2 经营效益分析
14.5.3 业务经营分析
14.5.4 财务状况分析
14.5.5 未来前景展望
14.6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6.1 企业发展概况
14.6.2 经营效益分析
14.6.3 业务经营分析
14.6.4 财务状况分析
14.6.5 未来前景展望
14.7 上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14.7.1 盈利能力分析
14.7.2 成长能力分析
14.7.3 营运能力分析
14.7.4 偿债能力分析
第十五章 2014-2016年电力设备行业发展分析
15.1 2014-2016年中国电力设备行业的发展
15.1.1 行业规模分析
15.1.2 行业现状特点
15.1.3 行业出口利好
15.1.4 行业投资方向
15.2 发电设备
15.2.1 行业总体分析
15.2.2 行业产量规模
15.2.3 区域格局分析
15.2.4 细分产品规模
15.2.5 国际竞争力分析
15.3 输变电设备
15.3.1 部分产品产量
15.3.2 行业发展因素
15.3.3 行业技术水平
15.3.4 行业发展动态
15.3.5 发展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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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电工仪表设备
15.4.1 行业产量规模
15.4.2 细分市场简析
15.4.3 市场需求分析
15.4.4 外商竞争分析
15.4.5 技术创新的必要性
15.5 电力设备发展存在的问题
15.5.1 行业标准缺失
15.5.2 行业发展存隐忧
15.5.3 亟待突破的问题
15.6 电力设备行业发展对策
15.6.1 实现可持续发展
15.6.2 加大融资力度
15.6.3 走低碳发展道路
15.6.4 抓住行业发展契机
15.6.5 重视外商合作
15.7 电力设备发展前景趋势
15.7.1 未来发展规划
15.7.2 重点投资领域
15.7.3 行业驱动因素
15.7.4 未来发展趋势
第十六章 2014-2016年电力环保设备行业发展分析
16.1 电力环保设备行业的发展背景
16.1.1 电力工业污染问题解析
16.1.2 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成效
16.1.3 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技术
16.1.4 电力环保行业近期政策
16.1.5 电力行业节能减排要求
16.1.6 电力环保工作的意义
16.2 2014-2016年电力环保设备行业发展解析
16.2.1 政策推动行业发展
16.2.2 脱硫脱销装机容量
16.2.3 电力除尘设备市场需求
16.3 2014-2016年电力环保设备市场分析
16.3.1 市场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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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 市场竞争激烈
16.3.3 市场竞争格局
16.4 电力环保设备发展存在的问题
16.4.1 协调发展难题
16.4.2 行业制约因素
16.4.3 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16.5 电力环保设备行业发展策略
16.5.1 行业发展目标
16.5.2 相关政策建议
16.5.3 行业需综合治理
16.5.4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6.5.5 企业自主创新
16.6 电力环保设备的发展趋势
16.6.1 环保化方向发展
16.6.2 影响因素分析
16.6.3 行业发展前景
第十七章 中国电力行业体制改革分析
17.1 国外电力体制改革的借鉴
17.1.1 国际电力体制改革的经验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17.1.2 欧盟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情况及启示综述
17.1.3 美国电力体制改革给中国的启示
17.1.4 英法电力体制改革的对比分析
17.2 中国电力改革的概况
17.2.1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7.2.2 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历程综述
17.2.3 电力体制改革影响竞争格局
17.2.4 2015年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17.2.5 电力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推动市场化
17.3 电力体制改革与电力企业
17.3.1 电力改革对电企的三大影响
17.3.2 电改举措对电力上市公司的影响
17.3.3 电力改革为设备企业提供机会
17.3.4 电力改革促进电企信息化进程
17.4 2014-2016年中国电力行业直购电改革
17.4.1 直购电是电力改革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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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 2014年直购电改革试点进展
17.4.3 积极稳妥推进直购电改革
17.4.4 直购电改革制衡各方利益
17.4.5 大用户直购电亟须市场化
17.5 中国电力行业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17.5.1 电力监管体系问题
17.5.2 政府电价管理制度问题
17.5.3 严重信息非对称性问题
17.5.4 电网存在诸多阻碍竞争问题
17.5.5 市场竞争规则基本空白
17.6 中国电力行业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
17.6.1 加快推进电力行业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17.6.2 充分发挥电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7.6.3 切实处理好政府电力监管与电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17.6.4 实现电力垄断业务与竞争业务的分离
17.6.5 积极深化电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
第十八章 2014-2016年中国电价发展分析
18.1 国际电价制度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18.1.1 国外电价的模式概述
18.1.2 国外电价的监管
18.1.3 国外电价制度的借鉴
18.2 电力市场化进程中价格机制的综述
18.2.1 电力价格竞价上网的优点
18.2.2 电价管制存在的瓶颈
18.2.3 电价机制的政策建议
18.3 2014-2016年电价机制改革进展
18.3.1 核电价格机制调整
18.3.2 完善水电价格机制
18.3.3 新电价机制改革试点启动
18.3.4 电价改革步伐亟需加快
18.3.5 电价改革机制设计的思路
18.4 推进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价政策简析
18.4.1 电价政策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8.4.2 光伏标杆电价机制实施
18.4.3 海上风电标杆电价政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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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电价政策框架
第十九章 中国电力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19.1 中国电力工业的投资机遇
19.1.1 节能减排机遇
19.1.2 电力投资继续增长
19.1.3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
19.1.4 智能电网建设升温
19.2 2014-2016年中国电力建设投资结构
19.2.1 投资完成规模
19.2.2 电源投资结构
19.2.3 电网投资结构
19.2.4 电力投资重点
19.2.5 电力投资规划
19.3 电力市场容量投资机制评价与选择综述
19.3.1 容量投资的市场机制
19.3.2 容量投资市场机制的评价
19.3.3 容量投资市场机制的选择
19.4 电力企业投融资分析
19.4.1 电力投资体制改革成效
19.4.2 电力投融资体制存在问题
19.4.3 电力行业投融资政策建议
19.4.4 电力行业投资结构优化趋势
19.5 投资风险
19.5.1 电力行业主要投资风险
19.5.2 电力投资次区域存在风险
19.5.3 电力信贷领域暗伏风险
19.6 境外电力项目投资风险及防范
19.6.1 境外投资项目风险分类
19.6.2 风险引发因素及防控措施
19.7 风险防范及投资建议
19.7.1 电力企业的经营风险及其防范措施
19.7.2 构建风险防范机制的策略
19.7.3 防范电力信贷风险的建议
19.7.4 电力BOT项目风险的分担
第二十章 中国报告网对电力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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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国际电力行业发展趋势
20.1.1 世界电力工业的发展前景
20.1.2 2030年国际电力产业预测
20.1.3 2050年国际电力发展预测
20.2 中国电力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20.2.1 电力产业环保化趋势
20.2.2 电力资源跨区配置趋势
20.2.3 跨区电量交易的实施前景
20.3 “十三五”期间中国电力行业前景展望
20.3.1 电力供需前景
20.3.2 电源结构转型前景
20.3.3 电力工业发展方向
20.4 中国报告网对2016-2022年中国电力行业预测分析
20.4.1 影响中国电力行业发展因素分析
20.4.2 2016-2022年中国电力生产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20.4.3 2016-2022年中国电力供应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20.4.4 2016-2022年中国累计发电量预测
20.5 电力行业中长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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