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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核电产业现状分析及十三五投资战略分析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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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ogao.chinabaogao.com/xinnengyuan/268711268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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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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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电技术发展：自1951年12月美国实验增殖堆1号（EBR-1）首次利用核能发电以来，
世界核电至今已有60多年的发展历史。截止到2005年年底，全世界核电运行机组共有440多
台，其发电量约占世界发电总量的16%。

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核大国，目前共有在运、在建及拟建的核电机组52台，在建机组规
模世界第一，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第四。

核电是一种技术成熟的清洁能源，与火电相比，核电不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
尘和二氧化碳。以核电替代部分煤电，不但可以减少煤炭的开采、运输和燃烧总量，而且是
电力工业减排污染物的有效途径，也是减缓全球温室效应的重要措施。
相对于其他能源，核电还具备年利用时间长的优势。核电年利用小时 数可达 7,000 小时左
右，由于相比其他能源特别是风电与太阳能等新能源电力供应稳定，因此更适合作为电网中
主要的电能来源。
各种能源每年利用小时数对比

按照 2020 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 7,000 万千瓦，在建装机容量在 3,000 万千
瓦计算，则预计至 2020 年间净增装机容量约为 5,543 万千瓦，按照单位投资额 1
万元/千瓦装机容量计算，核电总投资额 5,543 亿元左右，其中设备投资达到 2,771.50
亿元左右。
我国核电总装机容量(单位：万千卡)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核电产业现状分析及十三五投资战略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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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核电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1 核电行业发展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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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1）电力需要新的基荷能源资源
（2）区域能源分布不平衡
（3）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
1.1.2 有利于调整能源结构
1.1.3 有利于平抑能源价格
（1）核电上网电价初具竞争力
（2）核电成本稳定
（3）未来核电成本有较大下降空间
1.1.4 有利于提高装备制造业水平
1.2 核电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2.1 核电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1.2.2 核电行业相关政策规划
（1）《核电管理条例》
（2）《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2年）》
（3）《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4-2022）》
（4）《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
1.3 核电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1.3.1 国内生产总值分析
1.3.2 工业增加值分析
1.3.3 电力弹性系数分析
1.3.4 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1.3.5 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1.4 核电行业需求环境分析
1.4.1 电力需求现状分析
（1）电力需求总量分析
（2）电力需求结构分析
1.4.2 电力需求趋势分析
第二章 中国核力发电上游市场分析
2.1 核燃料资源分析
2.1.1 全球铀矿分布及开发利用
2.1.2 全球铀资源供需情况分析
2.1.3 中国铀矿供需情况分析
2.1.4 全球铀资源的进一步探索
2.2 核电设备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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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核电设备整机投资规模分析
2.2.2 核电厂发电设备容量分析
2.2.3 核电设备进出口情况分析
（1）进口产品结构分析
（2）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2.2.4 核电设备整机行业盈利情况
2.2.5 核电设备市场前景预测
第三章 中国核电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3.1 核电行业经营能力分析
3.1.1 核电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3.1.2 核电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1.3 核电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3.1.4 核电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3.1.5 核电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3.2 核电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3.2.1 核电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3.2.2 核电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3.2.3 核电行业盈利情况分析
3.3 核电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3.3.1 核电建设投资规模分析
3.3.2 中国核电发电量分析
3.3.3 核电项目建设情况分析
（1）已建核电项目分析
（2）在建核电项目分析
（3）核电建设规划分析
第四章 中国核电关联行业发展分析
4.1 火电行业发展分析
4.1.1 火电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4.1.2 火电设备装机容量分析
4.1.3 火力发电量情况统计
4.1.4 火电行业运营情况分析
（1）火电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2）火电行业财务运营情况
4.1.5 火电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
4.2 水电行业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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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水电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4.2.2 水电设备装机容量分析
4.2.3 水力发电量情况统计
4.2.4 水电行业运营情况分析
（1）水电行业经营规模分析
（2）水电行业财务运营情况
4.2.5 水电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
（1）装机容量预测
（2）发电量预测
4.3 风电行业发展分析
4.3.1 风电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4.3.2 风电设备装机容量分析
4.3.3 风力发电量情况统计
4.3.4 风电行业运营情况分析
（1）风电行业经营规模分析
（2）风电行业财务运营情况
4.3.5 风电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
（1）常规发展情况
（2）节能减排情况下的发展规模
（3）以完成碳承诺为目标的风电发展规模
4.4 光伏发电行业发展分析
4.4.1 光伏发电相关政策分析
4.4.2 光伏发电价格补贴分析
4.4.3 光伏发电站的发展分析
4.4.4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分析
4.4.5 光伏发电发展趋势与前景
4.5 生物质发电行业发展分析
4.5.1 生物质发电相关政策分析
4.5.2 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分析
4.5.3 生物质发电并网规模分析
4.5.4 生物质发电盈利情况分析
4.6 电力构成及综合对比分析
4.6.1 各种电力综合对比分析
（1）发电成本对比
（2）年发电小时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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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役年限对比
（4）上网电价对比
（5）碳排放量对比
4.6.2 电力供给结构预测
第五章 国内外核电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5.1 全球核电行业发展分析
5.1.1 全球主要核电发展模式分析
5.1.2 全球核电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1）全球核电站建设情况分析
（2）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分析
（3）全球核电发电量分析
（4）全球核电消费量分析
（5）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分析
5.1.3 全球核电行业成本分析
5.1.4 全球核电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5.1.5 全球核电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5.2 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分析
5.2.1 法国阿海珐集团（AREVA）
5.2.2 美国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5.2.3 俄罗斯原子能建设出口公司（ASE）
5.2.4 韩国斗山重工业株式会社（Doosan Heavy Industries）
5.3 核电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5.3.1 核电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5.3.2 上游议价能力分析
5.3.3 下游议价能力分析
5.3.4 潜在进入者威胁分析
5.3.5 替代品威胁分析
5.3.6 竞争情况总结
5.4 核电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
5.4.1 国际核电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动态
5.4.2 国内核电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动态
5.4.3 核电行业投资兼并与重组趋势总结
第六章 中国核电行业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6.1 主要核电设备企业个案分析
6.1.1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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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1.2 上海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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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1.3 哈尔滨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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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 主要核电建设企业个案分析
6.2.1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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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2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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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3 中国核工业第二四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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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4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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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5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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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6 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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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7 广东火电工程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8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9 山东电力基本建设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 主要核电运营企业个案分析
6.3.1 台山核电合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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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2 岭澳核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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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3 中核集团秦山第三核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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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4 中核集团江苏核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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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5 中核集团核电秦山联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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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6 中核集团秦山核电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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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7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8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9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10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11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12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七章 中国核电行业发展前景及投资机会分析
7.1 核电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7.1.1 宏观经济风险分析
7.1.2 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7.1.3 行业技术安全风险
7.1.4 产业链风险
7.1.5 行业科技研发风险
7.1.6 行业市场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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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人力资源风险
7.2 核电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7.2.1 资质壁垒
7.2.2 技术壁垒
7.2.3 资金壁垒
7.2.4 人才壁垒
7.3 核电发展前景预测及建议
7.3.1 核电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核电行业装机容量预测
（2）核电设备发展趋势预测
7.3.2 核电行业未来发展建议
（1）健全法规标准，夯实安全基础
（2）优化管理机制，提升管控效率
（3）完善政策制度，弥补薄弱环节
（4）培育安全文化，提高责任意识
（5）加快人才培养，促进均衡流动
（6）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先进经验
（7）深化公众参与，增强社会信心
（8）加大经费投入，落实资金保障
第八章电商行业发展分析
8.1 电子商务发展分析
8.1.1 电子商务定义及发展模式分析
8.1.2 中国电子商务行业政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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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电商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8.4.2 电商发展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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