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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装机容量14.1亿千瓦，同比增长9.7%。其中

，水电2.8亿千瓦、火电9.6亿千瓦、核电2696万千瓦、并网风电11327万千瓦。1-11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512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1%，增速同比降低3.8个百分点。  

 2010-2015年11月全社会发电量统计图资料来源：中电联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水电发电量9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6%，增速同比降低18.8

个百分点。全国水电发电量前三位的省份为四川（2349亿千瓦时）、云南（1836亿千瓦时）

和湖北（1221亿千瓦时），其合计水电发电量占全国水电发电量的58.4%，同比增速分别

为6.4%、5.3%和-5.5%。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火电发电量3823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4%，增速比上年同期

降低2.1个百分点。各省中，只有新疆和北京增长较快（18.5%和16.3%），22个省份火电发电

量出现负增长，四川（-22.0%）、云南（-33.1%）和西藏（-61.2%）同比降幅超过20%。

      1-11月份，全国核电发电量15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8%，增速比上年同期增加11.5个百

分点。

      1-11月份，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风电厂发电量16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4%，增幅比上年

同期提高10.4个百分点。

      1-11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3597小时，同比下降309小时，降幅同比扩大87

小时。

 2005年以来历年1-11月份利用小时情况资料来源：中电联

 

      分类型看，1-11月份，全国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3256小时，同比下降139小时；水电装机

容量超过1000万千瓦的7个省份中，四川、青海、云南、湖北和湖南同比分别下降481小时

、277小时、270小时、216小时和73小时，贵州和广西同比分别提高403小时和465小时。全国

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3916小时，同比下降355小时，降幅比上年同期扩大94小时；海南利用

小时数超过5000小时；四川、云南和西藏火电设备利用小时低于2500小时，分别为2450小时

、1403小时和68小时；与上年同期相比，共有28个省份火电利用小时同比下降，其中云南和

福建下降超过900小时。全国核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6763小时，同比下降32小时。全国风电设

备平均利用小时1611小时，同比下降74小时。

 1-11月份风电装机较多省份风电设备利用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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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