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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能电网是一个完整的信息架构和基础设施体系，实现对电力客户、电力资产、电力运营

的持续监视，利用&ldquo;随需应变&rdquo;的信息提高电网公司的管理水平、工作效率、电网

可靠性和服务水平。虽然国际上对智能电网研究和应用还处于初期阶段，但欧洲、美国、日

本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智能电网及其相关领域取得明显成果，电网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一带一路、能源互联网等战略措施的推进，我国智能电网行业加大投资规模，积极开

拓海外市场，推动智能电网全球化，同时，国家加快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现有能源系统的深

度融合，夯实智能电网的基础性地位。 2015年7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促进智能电网发展

的指导意见》，制定了到2020年，初步建成安全可靠、开放兼容、双向互动、高效经济、清

洁环保智能电网体系的目标。为此，意见明确了十项主要任务，并提出三个大项的保障措施

。 

      目前，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及各地电网分部纷纷出台智能电网建设的&ldquo;十

三五&rdquo;规划。建设智能电网正从宏观国家战略规划层面逐步落实到政策措施和工程实践

中，成为我国与发达国家抢占未来低碳经济制高点的重要举措。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智能电网行业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共十三章。首先介绍了智能电网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智能电网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智能电网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智能电网面临的

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智能电网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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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