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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北京市能源建设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能源设施供应能力、运行保障能力大幅提升，能
源惠民、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优化发展环境成效显著，为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初步
估计，五年全社会能源投资约748亿元，其中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约75亿元。

“十二五”期间，各能源品种的生产、输送等环节能力均得到有效改善，资源保障能力有
所增强，但受全国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的影响，能源区域平衡矛盾仍将存在。总体
判断，能源总量供应基本能够满足本市能源发展总体需求，但受源头生产能力、调峰设施能
力、极端气候、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部分能源品种在局部时段局部区域可能出现供应紧
张。
天然气资源压力长期存在，高峰时段供需矛盾突出。我国天然气资源和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状
态，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资源风险依然存在。从北京周边天然气资源情况看，“十二五”期
间，将建成陕京三线、四线（含煤制气）和唐山LNG，年输气总能力达到600亿立方米，可
以满足北京市2015年当年180亿立方米的用气需求。但日高峰将接近1.3亿立方米，在采暖
高峰时段矛盾和隐患突出，必须加快天然气门站及储气库等调峰设施能力建设。

油品供应总体平衡，市场不确定因素不可忽视。“十二五”时期，燕山石化原油年加工能
力达到1300万吨，汽柴油年生产能力达到500—550万吨；同时在北京周边地区，中石油将
建设锦郑输油管道、任丘石化扩建、东方石化及大港石化等工程，对京津冀地区成品油保供
能力达到3500万吨。总体判断，能够满足北京地区“十二五”末约1700万吨的成品油需求。但
受市场及原油供应不确定性的影响，部分时段仍可能出现供应紧张。

调入电力稳步增长，需求侧管理措施仍需加强。根据华北电网电源项目前期规划进展情
况，目前规划电源容量可以满足华北电网的负荷增长需求。“十二五”期间，北京接收外部电
力通道增至10条，受电能力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本地电源装机容量预计达到1000万千瓦
左右，可以满足本市“十二五”期间2300—2700万千瓦的电力需求。但在冬夏双高峰期间内仍
需采取需求侧管理措施，努力降低最大负荷需求。

煤炭供需衔接逐步平稳，严寒期供需矛盾犹存。从资源供应看，本市煤炭主要调入地区
——“三西”及宁东地区，预计2015年和2020年煤炭调出总量分别为11.2亿吨和11.7亿吨。“
十二五”时期，本市煤炭需求将呈逐年减少趋势。总体判断，外埠煤炭资源总量供应能够满
足本市生产生活需求。但由于铁路运力紧张状况长期难以缓解，供暖煤主要依靠公路运输，
易受天气变化、道路施工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严寒期的煤炭供应保障压力仍然存在。

到2015年，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其中天然气比重超过20%；煤炭消费总
量控制在2000万吨以内，五环路内基本实现无煤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
重力争达到6%左右。到2015年，北京市万元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17%，节能减排工作继
续走在全国前列；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10年下降18%。

《2016-2022年中国北京能源行业专项调查及十三五报告盈利空间评估》内容严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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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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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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主要研行业市场经济特性（产能、产量、供需），投资分析（市场现状、市场结构、市
场特点等以及区域市场分析）、竞争分析（行业集中度、竞争格局、竞争对手、竞争因素等
）、产业链分析、替代品和互补品分析、行业的主导驱动因素、政策环境。为战略投资或行
业规划者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
考价值。
【报告大纲】
第一章 北京市能源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1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1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1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2
三、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5
第二节 北京市能源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7
一、能源开发的基本政策导向7
二、能源产业政策实施动态 12
三、北京市主要能源政策分析17
第二章 中国能源产业总体发展分析54
第一节 中国能源产业发展概况54
一、我国继续加快大型能源基地建设步伐 54
二、我国加快能源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55
三、我国能源工业未来发展思路 56
第二节 中国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58
一、坚持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58
二、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可持续发展体系60
三、中国坚持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 66
四、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进入战略机遇期 73
五、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 84
第三节 中国能源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86
一、我国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86
二、制约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的因素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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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我国能源产业发展的对策89
四、持续推进中国能源产业健康发展 90
五、规范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93
第三章 北京市能源储量状况分析 97
第一节 北京市煤炭资源状况 97
一、勘察状况 97
二、资源储量 97
三、资源地区分布 98
四、资源特征 99
五、开发现状 101
第二节 北京市水能资源状况 103
一、资源储量 103
北京市多年平均降水585mm，年均降水总量98.28亿m3，形成地表径流17.72亿m3，地下水
资源25.59亿m3，当地自产一次水资源总量37.39亿m3。境内五大水系除北运河发源于本市
外，其他四条水系均发源于境外的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多年平均入境水量16.06亿m3，出
境水量14.52亿m3。
北京属资源型重度缺水地区，属111个特贫水城市之一，是水库存水量全国下降最快的三个
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1/30、全国人均水资
源量的1/8，远远低于国际人均1000m3的缺水下限。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第一瓶颈。、
北京的水资源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本地区降雨形成的水量；二是上游入境水量。
天然降水：北京多年平均降雨量585毫米。年均降水总量98亿方，约有60亿方蒸发，其余形
成境内水资源。其中，形成地表径流17.7亿方，形成地下水25.6亿方，扣除地表水、地下水
重复计算量5.9亿方，境内天然降雨形成水资源量为37.4亿方。
入境水量：北京多年平均入境水量16.1亿方，多年平均出境水量14.5亿方。
2001-2014年北京市水资源概况（亿立方米）
年份
全年水资源总量
地表水资源
地下水资源
2001
19.2
7.8
15.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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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5.3
14.7
2003
18.4
6.1
14.8
2004
21.4
8.2
16.5
2005
23.2
7.6
15.6
2006
22.1
6.7
15.4
2007
23.8
7.6
16.2
2008
34.2
12.8
21.4
2009
21.8
6.8
15.1
2010
23.1
7.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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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6.8
9.2
17.6
2012
39.5
18
21.6
2013
24.8
9.4
15.4
2014
34.2
11.3
17.8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
2001-2014年北京市水资源按来源分布概况（亿立方米）
年份
地表水
地下水
再生水
南水北调
应急供水
2001
11.7
27.4
2002
10.4
24.2
2003
8.3
25.4
2.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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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6.8
2
2005
6.4
23.1
2.6
2.5
2006
5.7
22.2
3.6
2.8
2007
5
21.6
5
3.2
2008
4.7
20.5
6
0.7
3.2
2009
3.8
19.7
6.5
2.6
2.9
2010
3.9
19.1
6.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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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11
4.8
18.8
7
2.6
2.7
2012
4.4
18.3
7.5
2.8
2.9
2013
3.9
17.9
8
3.5
3
2014
4.5
18.5
8.3
3.5
3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
2001-2014年北京市水资源按用途分布概况（亿立方米）
年份
农业用水
工业用水
生活用水
环境用水
2001
17.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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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3
2002
15.5
7.5
10.8
0.8
2003
13.8
8.4
13
0.6
2004
13.5
7.7
12.8
0.6
2005
13.2
6.8
13.4
1.1
2006
12.8
6.2
13.7
1.6
2007
12.4
5.8
13.9
2.7
2008
1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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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3.2
2009
12
5.2
14.7
3.6
2010
11.4
5.1
14.8
4
2011
10.9
5
15.6
4.5
2012
9.3
4.9
16
5.7
2013
9.1
5.1
16.2
5.9
2014
9.5
5.3
16.3
6.1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年鉴
二、资源地区分布 105
三、资源特征 106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四、开发现状 106
第三节 北京市风能资源状况 108
一、资源储量 108
二、资源地区分布 109
三、资源特征 110
四、开发现状 110
第四节 北京市太阳能资源状况111
一、资源储量 111
二、资源地区分布 112
三、资源特征 113
四、开发现状 114
第四章 北京市能源消费总体状况分析 116
第一节 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 116
第二节 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 117
第三节 北京市节能降耗状况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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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北京市石油工业市场供需走势分析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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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油进口分析 144
三、石油出口分析 145
第七章 北京市成品油市场供需现状分析147
第一节 北京市成品油消费状况分析147
一、北京市成品油消费量统计147
二、北京市成品油终端消费结构 147
三、北京市成品油单耗情况 148
四、北京市主要成品油应用行业的发展状况148
五、北京市成品油消费量预测149
第二节 北京市成品油进出口状况 150
一、成品油进出口总体分析 150
二、成品油进口分析150
三、成品油出口分析151
第八章 北京市天然气供需现状及趋势预测分析 152
第一节 北京市天然气产量分析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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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市天然气消费量统计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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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市发电量统计分析 159
2013年北京市发电总量为335.3亿千瓦时，2014年北京市发电总量为336.26亿千瓦时，较上
年同期增长0.3%。
2000-2014年北京市发电量统计（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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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发电量
2000年
180.7
2001年
174.5
2002年
180.3
2003年
188.3
2004年
200.4
2005年
209.8
2006年
209.7
2007年
224.4
2008年
244.9
2009年
242
2010年
263.3
2011年
257.3
2012年
284.7
2013年
335.3
2014年
336.26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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