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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其最新施政纲领中提出，承诺政府将对基建领域新增累

计5500 亿美元的投资，其对于我国电力企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其电网建设中配网相关设备领

域，受美国电网建设投资的提升，我国配网设备企业将由出口带动产生利好。  

 美国智能电网投资占基建投资 0.3%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智能电网市场深度调查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

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智能电网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智能电网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中国智能电网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智能电网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中国智能电网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智能电网行业发展趋势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智能电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能电网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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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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中国智能电网发展的前景及趋势

10.2.1 &ldquo;十三五&rdquo;中国智能电网建设将全面推进

10.2.2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统一的坚强智能电网

10.2.3 智能电网将打破风电发展面临的电网制约瓶颈

10.2.4 中国式的智能电网的发展方向

 

第十一章 中国智能电网产业政策规划及地方发展规划

11.1 《智能电网重大科技产业化工程&ldquo;十三五&rdquo;专项规划》

11.1.1 一、形势与需求

11.1.2 二、发展思路和原则

11.1.3 三、发展目标

11.1.4 四、重点任务

11.1.5 五、保障措施

11.2 《智能电网重大科技产业化工程&ldquo;十三五&rdquo;专项规划》解读



11.2.1 智能电网发展牵动六大产业

11.2.2 重视示范工程和产业培育

11.2.3 电动汽车和储能系统电网技术成未来重点

11.2.4 政府将组织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推进

11.3 地方政府智能电网建设发展规划

11.3.1 山东

11.3.2 重庆

11.3.3 河北

11.3.4 河南

11.3.5 福建

11.3.6 广西

11.3.7 山西

11.3.8 甘肃

11.3.9 青海

11.3.10 江西

 

第十二章国家电网公司&ldquo;十三五&rdquo;智能化规划及&ldquo;十三五&rdquo;展望（ZYYF

）

12.1 规划指导思想、规划原则和总体目标

12.1.1 指导思想

12.1.2 规划原则

12.1.3 &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目标

12.2 国家电网公司电网智能化规划

12.2.1 发电环节智能化规划

12.2.2 输电环节智能化规划

12.2.3 变电环节智能化规划

12.2.4 配电环节智能化规划

12.2.5 用电环节智能化规划

12.2.6 调度环节智能化规划

12.2.7 通信信息平台智能化规划

12.3 主要环节建设方案

12.3.1 发电智能化建设方案



12.3.2 输电智能化建设方案

12.3.3 变电智能化建设方案

12.3.4 配电智能化建设方案

12.3.5 用电智能化建设方案

12.3.6 调度智能化建设方案

12.3.7 通信信息平台

12.4 &ldquo;十三五&rdquo;电网智能化投资估算

12.4.1 投资估算

12.4.2 投资分析

12.5 &ldquo;十三五&rdquo;电网智能化发展展望

12.5.1 发电环节

12.5.2 输电环节

12.5.3 变电环节

12.5.4 配电环节

12.5.5 用电环节

12.5.6 调度环节

12.5.7 通信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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