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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近年来，全国电力供需从过去总体平衡转变为总体宽松甚至过剩，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用电

负荷峰谷差加大，电源结构不合理使电力系统调峰能力明显不足，造成煤电利用小时持续下

降和电力行业发展质量、效益下降。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大，&ldquo;稳增长&rdquo;

、&ldquo;调结构&rdquo;和&ldquo;惠民生&rdquo;任务重，需要电力行业通过&ldquo;有保有

压&rdquo;来提质增效和稳定经济增长。为此，一是合理控制新开工投产规模。结合当前

及&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电力消费增速向下换挡的实际，科学确定和合理控制新开工投产

规模，消化好现有过剩能力，使全国电力供需从总体宽松甚至过剩加快转变为总体平衡。既

要控制煤电开工规模，也要合理控制具有明显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的风电和光伏发电的

开发节奏，以避免过快发展造成发电能力过剩加剧、行业资产利用效率下降、国家财政补贴

能力不足加剧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上调压力加剧。二是适度增加水电和核电开工规模。相

比风电和太阳能风电，水电和核电不仅同样具有良好绿色低碳性能，还有发电成本较低和发

电容量效用高的比较优势，在合理控制总开工规模下，可适度增加开工规模。这两类项目建

设周期长，大都在&ldquo;十三五&rdquo;末及以后相继投产，既能拉动和稳定经济增长，又能

有效规避当前供需宽松困局，还能促进电力结构绿色转型和保障电力中长期安全经济供应。

三是提高调峰电源比重。在合理控制开工规模下，加快建设抽水蓄能等调峰电源，提高电力

系统调峰电源比重，加快提高电力系统调峰能力，以提高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提高行

业资产利用效率和效益。四是加快跨省区输电通道和配电网建设。当前，要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2015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发改投资〔2015〕723号)要求，安全优质高效推进新增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建设。加快跨省区输

电通道建设。加快城市配电网建设及智能化升级，提高电能质量、供电可靠性以及对分布式

能源的消纳能力。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电力工程市场前景研究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共九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电力工程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电力工程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

分析了中国电力工程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电力工程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中国电力工程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电力工程行业发展趋势与

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力工程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电力工程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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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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受工业用电量下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气温降水等因素影响，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仅增长1.3%,但二季度各月增速逐月小幅回升；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0.5%，其中黑色

金属冶炼和建材行业用电量增速同比分别回落8.2和15.7个百分点，是第二产业用电量下降的

主因；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8.1%，其中信息业消费持续保持旺盛势头；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增长4.8%，其中二季度增长7.4%、增速环比提高4.8个百分点。6月底发电装机容量接近14亿千

瓦、电力供应能力充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16.0%，火电发电量连续12个月同比下降

、设备利用小时同比降幅持续扩大。全国电力供需更为宽松，运行安全稳定。



一、2015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状况

（一）电力消费增速明显回落，但二季度各月增速连续小幅回升。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

量2.6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为2010年以来同期最低，增速同比回落4.0个百分点。主要

原因：一是宏观经济及工业生产增长趋缓，特别是部分重化工业生产明显下滑的影响。当前

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工业生产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企业限产、

停产增多,尤其是部分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的重化工业下滑更为明显。由于重化工业用电量占比

远远超过其增加值占比，重化工业回落带动全社会用电量回落幅度明显超过GDP及工业增加

值回落幅度。二是气温、降水因素影响。一季度前三个月全国平均气温均比常年同期偏高1.5

℃以上，而5、6月份全国平均降水量分别比常年同期偏多15.1%和5.5%，影响到一季度采暖负

荷以及二季度降温负荷的增长。三是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国家持续推行转方式、调结构产业

政策，节能减排力度加大，电能利用效率提升。四是电力生产自身消耗减少的影响。上半年

线损电量同比下降5.6%，火电发电量负增长导致火电厂用电量增速同比回落5.1个百分点。

二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增速环比提高0.9个百分点；各月增速分别为1.3%

、1.6%和1.8%，自3月用电增速出现阶段性底部以来连续3个月小幅回升。

电力消费结构继续优化。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同比分别提

高0.8和0.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降低1.2个百分点，其中四大高耗能行业（化工、建材、黑

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用电量比重为30.8%，同比降低0.9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及其工业用电量负增长，黑色金属冶炼和建材行业用电量大幅下降是主因。上半年

，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0.5%，其中工业用电同比下降0.4%，是全社会用电量低速增长的

主要原因。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部分地区推进节能减

排、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等因素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建材行业用电量同比分别下降6.5%

和6.4%，增速同比分别回落8.2和15.7个百分点，两个行业合计用电量增长对全社会用电量增

长的贡献率为-83.1%。若扣除这两个行业，则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8%，第二产业及其工

业用电量分别增长1.2%和1.3%。

第三产业用电保持快速增长，住宿餐饮业用电增速有所恢复。第三产业用电同比增长8.1%、

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成为稳定全社会用电增长的最主要力量。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用电同比增长16.1%，延续快速增长势头；住宿和餐饮业用电形势有所恢复，用电量

同比增长4.5%、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

二季度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增速环比回升。受气温、降水等因素影响，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比

增长4.8%，增速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增速环比回升4.8个百分点。

中部和东北地区用电量负增长，中、西部地区用电量增速同比回落幅度较大。东、中、西部

和东北地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1.6%、-0.3%、2.6%和-2.0%，增速同比分别回落3.0



、5.4、5.0和4.0个百分点。二季度，各地区用电增速均环比上升，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同

比分别增长1.9%、0.2%、3.3%和-1.9%，增速分别环比一季度提高0.5、1.0、1.4和0.1个百分点

，其中中部地区实现由负转正。

（二）电力供应能力充足，非化石能源发电延续较快增长，火电发电量连续12个月负增长、

利用小时继续下降。上半年，基建新增发电装机4338万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占46.7%

。6月底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装机为13.6亿千瓦、同比增长8.7%，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接

近14亿千瓦。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2.7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6%，其中非化石能

源发电量同比增长16.0%；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1936小时，同比降低151小时。

水电投资连续3年下降，水电发电量快速增长。水电投资仅为2012年同期（水电完成投资最多

）的一半，新增水电装机506万千瓦。6月底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水电装机2.68亿千瓦、同比增

长5.7%，全国主要发电企业常规水电在建规模萎缩至2500万千瓦。规模以上电厂水电发电量

同比增长13.3%，设备利用小时1512小时，同比增加82小时。

并网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并网太阳能发电量高速增长。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并网风电

装机容量为10491万千瓦、同比增长26.8%，发电量增长26.2%，设备利用小时1002小时、同比

增加16小时。全国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同比增长61.4%，发电量同比增长62.5%。

核电进入规模投产期，核电发电量高速增长。新投产3台核电机组，6月底全国核电装机容量

达到2214万千瓦、同比增长24.5%，上半年发电量同比增长34.8%，设备利用小时3456小时、同

比增加27小时,其中辽宁仅为2763小时。

火电发电量连续12个月同比负增长。新增火电装机2343万千瓦。6月底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火

电装机9.35亿千瓦（其中煤电8.44亿千瓦）、同比增长6.4%。受电力消费需求放缓、供需宽松

以及为快速增长的非化石能源发电调峰等因素影响，火电发电量同比下降3.2%，自2014年7月

份以来连续12个月负增长；设备利用小时2158小时（其中煤电2224小时），同比降低217小时

。

跨区送电低速增长，省间输出电量同比下降。跨区送电量12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跨

省输出电量396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9%。南方电网区域西电东送电量同比增长26.2%。三峡

电站送出电量同比增长3.8%。

电煤供应延续宽松，发电用天然气供应总体平稳。全国煤炭市场需求低迷，国内煤炭市场供

应充足，电煤供需总体宽松。全国天然气消费需求增长放缓，除海南外，天然气发电供气总

体平稳。因气价偏高、地方政府补贴不到位，部分天然气电厂持续亏损。

（三）全国电力供需形势较去年更为宽松。东北和西北区域供应能力富余较多，华中区域供

需总体宽松，华北、华东和南方区域供需总体平衡、部分省份供应能力盈余；省级电网中，

海南电力供需矛盾较为突出，江西1月份因电网影响在部分时段存在错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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