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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水电是清洁能源，可再生、无污染、运行费用低，便于进行电力调峰，有利于提高资源利

用率和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在地球传统能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普遍优先开发水

电，大力利用水能资源。中国不论是已探明的水能资源蕴藏量，还是可能开发的水能资源，

都居世界第一位。  

      水电作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在我国能源发展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支撑着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特别是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调动了全社会参与水电开发建设

的积极性，我国水电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04年，以公伯峡1号机组投产为标志，中国水电装

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水电第一大国。2014年，国内水电装机容量突破3亿

千瓦，年发电量超过万亿千瓦时，继续稳居世界第一，水电建设进入新时代。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电建设，2014年11月出台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和2015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继续提出了&quot;积极发展水电，大力发展非化石可再生能

源&quot;的绿色能源发展方针，水电事业仍处于重要机遇期。2014年10月，国家发改委制定了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政策措施，放宽和规范市场准入；2015年1月12日，国

家能源局发布《关于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水电站的指导意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规范水电

投资环境。上述两项政策让水电行业再次迎来政策利好。今后我国水电建设仍将持续推进，

预计到2020年突破4.2亿千瓦。未来水电行业的投资机会将主要围绕着电力体制改革以及水力

发电价格的提升。

      截至2013年底，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2.8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水电大国。2013年，

我国水电建设投资达1246亿元，新增装机容量2993万千瓦，同比增长57.5%，成为历年来新增

装机容量增长最多的一年。我国已建成常规水电装机容量占全国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的48%

。2014年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水电发电量4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6%，增速比上

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 2015 年全年水电新增投 产 1608 万千瓦，截止到 2015 年底，我国水

电总装机容量达 3.19 亿千瓦， 年发电量 1.11 万亿千瓦时，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

预计 2030 年 我国库存额将达 4 亿千瓦，市场依然有较大的扩张空间。结合市场发展趋势， 在

先进设备技术的保障下，公司未来在水电设备上能够维持稳健发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水电市场供需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三章

。首先介绍了水电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水电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

水电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水电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

中国水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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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