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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4年底，中国水电总装机达3.018亿千瓦，约占全球水电装机总量的四分之一。全球

装机容量前10名的水电站中，中国占了5座。全球70万千瓦及以上的巨型水电机组，半数以上

由中国三峡集团管理运营。

      全球有65个国家依靠水电为其提供50%以上的电力，有32个国家依靠水电为其提供80%以上

的电力，有13个国家依靠水电为其提供几乎全部电力。全球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约43.6万亿千

瓦时，技术可开发量约15.8万亿千瓦时，经济可开发量约9.3万亿千瓦时，目前全球水电年发

电量超过3.7万亿千瓦时。

      据国际行业预测，到2050年，全球水电装机容量将由现在的10亿千瓦&ldquo;翻一番&rdquo;

至20亿千瓦，大部分待开发的水电资源集中在非洲、南美、南亚、东南亚等地，这也为中国

水电全产业链&ldquo;走出去&rdquo;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水电市场前景研究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共十

六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水电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水电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

水电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水电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水电做了

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水电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水电产业

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水电行业，本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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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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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集中区的变电所，再次降低为适合于家庭用户、工厂之用电设备之电压，并由配电线输电

到各工厂及家庭用户。水力发电依其开发功能及运转型式可分为惯常水力发电与抽蓄水力发



电两种。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水电行业属于D门类（电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下属的44大类（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的441中类（电力生产）

中的4412小类。如下表所示，水电行业与火电、核电和其他能源发电并列属于电力生产行业

。电力生产和电力供应行业又并列处于电力行业。电力生产行业的各个子行业之间存在一些

替代关系，尤其是水电行业和新能源发电行业对火电的替代作用。

 电力行业子行业分类     行业及代码   子行业及代码   行业描述       44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业   4411火电   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固体、液体、气体燃料燃烧时产生的热能，通过发电

动力装置转换成电能的一种发电方式。       4412水电   将河流、湖泊或海洋等水体所蕴藏的水

能转变为电能的发电方式。       4413核电   核能转化成热能再转化成电能       4414其他能源发电  

以风电为主，太阳能、潮汐、地热为辅       4420电力供应   包括输电和配供电   资料来源：智研

数据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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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能资源丰富，总量位居世界首位。我国的水能资源曾经于1980年进行了全国普查，最

近又进行了全国复查，根据全国水力资源复查成果，我国大陆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在1万kW

及以上河流上的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年电量为60829亿kW&bull;h，平均功率为69440万kW；理

论蕴藏量在1万kW及以上河流上单站装机容量500kW及以上水电站的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

为54164万kW，年发电量为24740亿kW&bull;h，其中经济可开发水电站装机容量40179万kW，

年发电量17534亿kW&bull;h，分别占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的74.2%和70.9%。

（2）水力资源地域分布极其不均，需要水电&ldquo;西电东送&rdquo;。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地形与雨量差异较大，因而形成水力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水力资源分布是西部多、

东部少。按照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统计，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云、贵、川、渝、陕、甘

、宁、青、新、藏、桂、蒙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力资源约占全国总量的81.46%，



特别是西南地区云、贵、川、渝、藏就占66.70%；其次是中部的黑、吉、晋、豫、鄂、湘、

皖、赣等8个省占13.66%；而经济发达、用电负荷集中的东部辽、京、津、冀、鲁、苏、浙、

沪、粤、闽、琼等11个省（直辖市）仅占4.88%。我国的经济是东部相对发达、西部相对落后

，因此西部水力资源开发除了西部电力市场自身需求以外，还要考虑东部市场，实行水电

的&ldquo;西电东送&rdquo;。

（3）水力资源时间分布不均，需要建设水库进行调节。我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南部，濒临世

界上最大的海洋，使我国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点，因此大多数河流年内、年际径流分布不

均，丰、枯季节流量相差悬殊，需要建设调节性能好的水库，对径流进行调节。这样才能提

高水电的总体发电质量，以更好地适应电力市场的需要。

（4）水力资源较集中地分布在大江大河干流，便于建立水电基地实行战略性集中开发。水力

资源富集于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乌江、长江上游、南盘江红水河、黄河上游

、湘西、闽浙赣、东北、黄河北干流以及怒江等水电基地，其总装机容量约占全国技术可开

发量的50.9%。特别是地处西部的金沙江中下游干流总装机规模58580MW，长江上游干

流33197MW，长江上游的支流雅砻江、大渡河以及黄河上游、澜沧江、怒江的规模都超

过20000MW，乌江、南盘江红水河的规模也超过10000MW。这些河流水力资源集中，有利于

实现流域、梯级、滚动开发，有利于建成大型的水电基地，有利于充分发挥水力资源的规模

效益实施&ldquo;西电东送&rdquo;。

 我国水能资源分布图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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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口基数较大，人均水资源量就必然偏小：一方面我国水资源总

量占全球的1/20左右，而我国的人口却占全球的1/4左右；另一方面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

分不上不均，也造成了局部地区的严重缺水。我国黄淮海流域人口占全国的1/3多，水资源量

却占全国的1/10不到，人均水资源量仅有457立方米，属于严重缺水地区，而首都北京人均水

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缺水特大城市之一。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缺水

城市达300多个，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100多个，日缺水量1600万吨，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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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横断山区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怒江和雅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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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水能资源集中区。

 中国水资源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此外，西北内流区的开都河、伊犁河、黑河以及东北的第二松花江、鸭绿江，东南沿海钱塘



江、瓯江、闽江及众多中小河流也有的水能资源。为了更好地合理开发全国的水资源，国家

先后规划了13大水电基地，其中8个在西南地区。

 我国十三大水电基地分布图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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