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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余热发电产业现状分析及十三五投资动向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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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981240981.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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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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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随着余热发电行业节能环保效益的显现，余热发电市场近年快速升温，竞争不断加剧。
国内优秀的余热发电工程企业及设备制造商愈来愈重视对行业市场的研究。正因为如此，一
大批国内优秀的余热发电品牌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余热发电行业中的翘楚！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余热发电产业现状分析及十三五投资动向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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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中国余热发电行业发展综述
1.1 余热发电行业定义
1.1.1 余热发电内涵
1.1.2 报告数据说明
1.2 中国电力行业供需分析
1.2.1 中国电力行业供需分析
1.2.2 年中国电力行业供需预测
1.3 中国余热发电行业发展主要因素分析
1.3.1 政策制度因素分析
（1）有利方面——政策催动行业发展
（2）不利方面——相关法规、行业政策滞后于行业本身的发展
1.3.2 经济因素分析
（1）有利方面——余热利用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2）不利方面——同行之间屡屡进行恶性竞争
1.3.3 社会因素分析
（1）节能——5万亿投资下的潜力
（2）减排——承诺下的政策护航
1.3.4 技术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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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利方面——技术进步促使目标市场边界扩大
（2）不利方面——技术替代和评价标准不一
1.4 余热发电行业原材料市场分析
1.4.1 废气排放及处理情况分析
1.4.2 废水排放及处理情况分析
1.4.3 废渣排放及处理情况分析
第2章：中国余热发电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2.1 中国余热发电行业发展分析
2.1.1 余热资源总量巨大
2.1.2 余热资源利用情况分析
2.1.3 余热发电行业发展现状及特点分析
2.2 中国余热发电工程企业市场竞争分析
2.2.1 集中度分析
2.2.2 竞争格局分析
2.2.3 潜在威胁分析
2.3 余热发电工程项目运作模式分析
2.3.1 传统运作模式
2.3.2 EPC模式
（1）EPC模式简介
（2）EPC模式适用条件
（3）EPC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4）EPC模式市场占有情况
2.3.3 EMC模式
（1）EMC模式简介
（2）EMC模式的运作方式
（3）EMC模式流程
（4）EMC模式的应用分析
（5）EMC模式市场占有情况
第3章：中国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市场分析
3.1 水泥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3.1.1 水泥行业规模分析
3.1.2 水泥行业供求平衡情况
3.1.3 水泥行业发展特点及趋势分析
3.2 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发展背景
3.2.1 水泥行业余热发电相关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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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水泥行业能源消耗情况分析
3.2.3 水泥行业成本结构情况分析
3.2.4 水泥行业余热资源分布情况
3.3 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发展情况
3.3.1 水泥行业余热发电系统构成
3.3.2 国内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发展情况
（1）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发展阶段分析
（2）水泥行业余热发电技术分析
1）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2）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3）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4）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3）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应用现状分析
1）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规模和项目建设规模分析
2）水泥行业余热电站实际发电情况
3）水泥行业CDM项目情况统计
3.3.3 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市场竞争状况
（1）竞争企业的类型
（2）行业集中度分析
（3）行业竞争层级分析
3.4 水泥行业余热发电效益分析
3.4.1 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利润水平及变动趋势
3.4.2 水泥行业余热发电效益分析
（1）水泥行业余热发电经济效益
（2）水泥行业余热发电CDM效益
（3）水泥行业余热发电环境效益
3.5 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发展前景预测
3.5.1 水泥行业余热发电技术发展趋势
3.5.2 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发展前景预测
（1）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增量需求预测
（2）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存量需求预测
3.5.3 对水泥行业余热发电的投资建议
（1）要选用合适的发电系统，工艺要成熟
（2）要选用性能先进、产品可靠的系统
（3）对余热发电系统进行严格的运行管理，选用合适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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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注意余热发电和节能减排的综合平衡
第4章：中国钢铁行业余热发电市场分析
4.1 钢铁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4.1.1 钢铁行业规模分析
4.1.2 钢铁行业供求平衡情况
4.1.3 钢铁行业运行特点及趋势分析
4.2 钢铁行业余热发电发展背景
4.2.1 钢铁行业余热发电相关政策解读
4.2.2 钢铁行业能源消耗情况分析
4.2.3 钢铁行业余热资源分布情况
4.2.4 钢铁行业余热利用途径分析
4.3 钢铁行业余热发电发展情况
4.3.1 过热蒸汽余热发电发展情况分析
（1）干熄焦余热发电发展情况分析
1）干熄焦余热发电技术概况
2）干熄焦余热发电典型用户及投资效益
3）干熄焦余热发电现状与市场潜力分析
（2）烧结余热发电发展情况分析
1）烧结余热发电技术概况
1、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2、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3、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4、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2）烧结余热发电投资效益分析
3）烧结余热发电现状与市场潜力分析
4.3.2 钢铁行业CDM项目统计分析
4.3.3 钢铁行业余热发电发展趋势分析
第5章：中国玻璃行业余热发电市场分析
5.1 玻璃及玻璃制品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5.1.1 玻璃及玻璃制品行业规模分析
5.1.2 玻璃及玻璃制品行业供求平衡情况
5.1.3 玻璃及玻璃制品行业发展特点及趋势分析
5.2 玻璃行业余热发电发展背景
5.2.1 玻璃行业余热发电相关政策分析
5.2.2 玻璃行业能源消耗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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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玻璃行业余热资源分布情况
5.2.4 玻璃行业余热利用途径分析
5.3 玻璃行业余热发电发展情况
5.3.1 玻璃行业余热发电发展现状
（1）现阶段处于发展玻璃行业余热发电的利好时期
（2）我国玻璃行业余热发电市场空间大
（3）我国玻璃行业余热发电项目建设情况
（4）玻璃行业CDM项目统计分析
5.3.2 玻璃行业余热发电技术分析
（1）技术系统
（2）主要技术指标
（3）技术推广
5.3.3 玻璃行业余热发电效益分析
5.3.4 玻璃行业余热发电发展趋势
（1）玻璃行业余热发电将是玻璃行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措施之一
（2）玻璃行业发电将是玻璃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3）玻璃行业余热发电将进入技术成熟期
5.3.5 对玻璃行业余热发电的投资建议
第6章：中国化工行业余热发电市场分析
6.1 化工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6.1.1 化工行业规模分析
6.1.2 化工行业供求平衡情况
6.1.3 化工行业发展特点及趋势分析
6.2 化工行业余热发电市场分析
6.2.1 化工行业余热发电相关政策分析
6.2.2 化工行业能源消耗情况分析
6.2.3 化工行业余热资源分析
6.2.4 化工行业余热发电现状分析
6.2.5 化工行业余热发电前景预测
第7章：中国有色金属行业余热发电市场分析
7.1 有色金属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7.1.1 有色金属行业规模分析
7.1.2 有色金属行业供求平衡情况
7.1.3 有色金属行业运行特点及趋势分析
（1）2013年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2）有色金属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产能过剩导致优胜劣汰
2）行业发展增速放缓
3）行业产品价格仍会不断波动
7.2 有色金属行业余热发电市场分析
7.2.1 有色金属行业余热发电相关政策分析
7.2.2 有色金属行业能源消耗情况分析
7.2.3 有色金属行业余热资源分析
7.2.4 有色金属行业余热发电发展现状与前景
第8章：中国余热发电设备市场分析
8.1 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8.1.1 水泥窑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1）水泥窑余热锅炉产量规模分析
（2）水泥窑余热锅炉市场竞争格局
（3）水泥窑余热锅炉技术研发动向
1）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2）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3）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4）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4）水泥窑余热锅炉市场容量预测
8.1.2 氧气转炉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1）氧气转炉余热锅炉产量规模分析
（2）氧气转炉余热锅炉市场竞争格局
（3）氧气转炉余热锅炉技术研发动向
（4）氧气转炉余热锅炉市场容量预测
8.1.3 高炉煤气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1）高炉煤气余热锅炉产量规模分析
（2）高炉煤气余热锅炉市场竞争格局
（3）高炉煤气余热锅炉市场容量预测
8.1.4 燃气轮机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1）燃气轮机余热锅炉产量规模分析
（2）燃气轮机余热锅炉市场竞争格局
（3）燃气轮机余热锅炉技术研发动向
（4）燃气轮机余热锅炉市场容量预测
8.1.5 烧结机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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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烧结机余热锅炉产量规模分析
（2）烧结机余热锅炉市场竞争格局
（3）烧结机余热锅炉技术研发动向
（4）烧结机余热锅炉市场容量预测
8.1.6 干熄焦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1）干熄焦余热锅炉产量规模分析
（2）干熄焦余热锅炉市场竞争格局
（3）干熄焦余热锅炉技术研发动向
1）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2）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3）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4）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4）干熄焦余热锅炉市场容量预测
8.1.7 有色冶金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1）有色冶金余热锅炉产量规模分析
（2）有色冶金余热锅炉市场竞争格局
（3）有色冶金余热锅炉市场容量预测
8.1.8 垃圾焚烧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1）垃圾焚烧余热锅炉产量规模分析
（2）垃圾焚烧余热锅炉市场竞争格局
（3）垃圾焚烧余热锅炉技术研发动向
1）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2）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3）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4）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4）垃圾焚烧余热锅炉市场容量预测
8.1.9 生物质锅炉市场分析
（1）生物质余热锅炉产量规模分析
（2）生物质余热锅炉市场竞争格局
8.1.10 其他余热锅炉产品市场分析
（1）焦炉煤气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2）低热值尾气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3）柴油机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4）硫酸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5）玻璃窑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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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炼油催化装置余热锅炉市场分析
8.2 汽轮机市场分析
8.2.1 汽轮机产量规模分析
8.2.2 汽轮机市场竞争格局
8.2.3 汽轮机技术研发动向
（1）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2）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3）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4）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8.3 发电机市场分析
8.3.1 发电机产量规模分析
8.3.2 发电机市场竞争格局
8.3.3 发电机技术研发动向
（1）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2）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3）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4）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8.4 水循环及污水处理设备市场分析
8.4.1 水循环及污水处理设备产量规模分析
8.4.2 水循环及污水处理设备市场竞争格局
8.4.3 水循环及污水处理设备技术研发动向
（1）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2）专利公开数量变化情况
（3）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4）行业热门技术分析
第9章：中国余热发电行业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9.1 余热发电工程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9.1.1 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2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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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3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5）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6）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7）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8）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9）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10）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4 南京凯盛开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5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7）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8）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9）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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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阳光基业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7 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8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9 思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10 北京世纪源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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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11 北京国电四维节能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12 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技术水平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 余热发电设备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9.2.1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2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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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3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9）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4 盐城市锅炉制造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5 川川锅锅炉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6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8）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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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10）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7 南通万达锅炉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8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9 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0 鞍山锅炉厂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1 哈尔滨锅炉厂工业锅炉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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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 山东济南发电设备厂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3 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4 杭州中能汽轮动力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5 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产品结构及新产品动向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第10章：中国余热发电行业前景预测与投资策略分析
10.1 余热发电行业发展趋势预判
10.1.1 从单一EPC模式向EPC与BOOT、EMC模式共存的方式转变
（1）从水泥到钢铁、化工等
1）从中国到海外
1、从余热利用到其他废弃物利用
10.2 余热发电行业投资风险分析及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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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行业投资政策风险分析及提示
10.2.2 余热发电行业市场风险及提示
（1）市场供求风险提示
（2）市场需求风险提示
（3）市场竞争风险提示
10.2.3 余热发电行业技术风险及提示
10.2.4 余热发电行业经济风险及提示
10.3 余热发电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0.3.1 资金壁垒分析
10.3.2 准入资质壁垒分析
10.3.3 技术与人才壁垒分析
10.3.4 品牌认同度
10.4 观研关于余热发电行业投资建议
10.4.1 找准细分领域进行开拓
10.4.2 实践行业新运营模式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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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余热发电工程项目传统运作模式分析
图表21：EPC模式适用项目特点与总承包商要求分析
图表22：EPC经营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图表23：中材节能EPC模式结构图
图表24：中材节能总承包能力分析
图表25：2008年以来中材节能EPC模式签署余热发电项目生产线数量及装机规模（单位：
条，MV）
图表26：EMC模式与BOOT模式的区别分析
图表27：合同能源管理图解
图表28：EMC模式工作流程
图表29：EMC模式运作所可能涉及的机构
图表30：中国节能的重点是工业、建筑和交通（单位：%）
图表31：EMCA会员单位EMC项目分布调查——按投资金额（单位：%）
图表32：2007年以来水泥行业企业数量、从业人数变化情况（单位：家，人）
图表33：2007年以来水泥行业负债规模及增长率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图表34：2007年以来水泥行业资产负债规模变化趋势图（单位：亿元，%）
图表35：2007年以来水泥行业工业总产值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图表36：2007年以来水泥行业销售收入趋势图（单位：亿元，%）
图表37：2007年以来水泥行业产销率变化趋势图（单位：%）
图表38：中国水泥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图表39：2016-2022年中国水泥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图表40：中国水泥行业余热发电相关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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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3：新型干法水泥窑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构成示意图
图表44：中国水泥行业余热发电发展阶段
图表45：2001年以来水泥余热发电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变化图（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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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2011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水泥行业CDM项目（单位：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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