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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电力工程（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即与电能的生产、输送、分配有关的工程，广义上

还包括把电作为动力和能源在多种领域中应用的工程。  

      电力施工属于高危行业，安全管理不足的原因多种多样，这里从人、机、料、环、法五个

方面来分析。

 

      电能因易于转换、传输、控制，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已逐步取代蒸汽动力，成为现代社

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技术基础。20世纪以后，电能的生产主要靠火电厂、水电站和核电

站。有条件的地方还利用潮汐、地热和风能来发电。电能的输送和分配主要通过高、低压交

流电力网络来实现。作为输电工程技术发展的方向，其重点是研究特高压（100万伏以上）交

流输电与直流输电技术，形成更大的电力网络；同时还要研究超导体电能输送的技术问题

。20世纪出现的大型电力系统将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诸环节综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成为社会物质生产部门中空间跨度最广、时间协调严格、层次分工极复杂的实体工程系统

。

      作为能源的一种形式，电能有易于转换、运输方便、易于控制、便于使用、洁净和经济等

许多优点。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电力已逐步取代了作为18世纪产业革命技术基础的蒸汽机

，成为现代社会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技术基础。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电力工程行业发展前景分析及投资策略咨询报

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电力工程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电力工程规模及消

费需求，然后对中国电力工程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电力工程面临

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电力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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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中国电力工程发展综述

1.1 电力工程定义及特点

1.1.1 电力工程定义



1.1.2 电力工程特点

（1）火电工程施工特点

（2）送电工程施工特点

（3）变电工程施工特点

1.2 电力工程行业政策环境

1.2.1 电力工程管理体系

1.2.2 电力建设相关政策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ldquo;一带一路&rdquo;正式规划

。一带一路，基建先行，相关方案的落实，会激增覆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而电力设备建

设则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ldquo;一带一路&rdquo;必将大幅度推动经济带相关国家电

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我国电力装备出口，给国内电力设备企业带来强劲增长点。电网设备

厂商受益&ldquo;一带一路&rdquo;战略，尤其是特高压细分板块。

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了中国制造强国建设三个十年的&ldquo;

三步走&rdquo;战略，是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电力装备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

机床和机器人等并列位于十大重点领域。

1.2.3 电力行业发展规划

1.3 电力工程行业经济环境

1.3.1 GDP增长情况分析

（1）国家GDP增长情况

（2）GDP与电力的相关性

1.3.2 工业增加值增长情况分析

（1）工业增加值增长情况

（2）工业增加值与电力的相关性

 

第二章 中国电力工程行业总体状况

2.1 电力行业运营状况分析

2.1.1 电力市场供给情况

（1）电力供给总量分析

（2）电力供给结构分析

2.1.2 电力市场需求情况

（1）电力需求总量分析

（2）电力需求结构分析



2.1.3 电力供需形势预测

2.2 电力工程投资情况分析

我国电力建设投资力度不断增强，输变电设备需求持续增长，有效地促进高压电力测试设备

需求的增长。根据中电联统计数据，2011年到2014年，全国电力工程建设投资完成额为30,499

亿元，其中电源工程建设投资15,177亿元，占全部投资49.76%，电网工程建设投资15,322亿元

，占50.24%。&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全国电力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3.2万亿元，预

计&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整个投资规模较&ldquo;十一五&rdquo;增长20%左右。根据发达

国家的经验，电网投资比例在60%左右，我国大部分时间内电网投资比例低于电源投资，因

此电网资产在电力总资产的比重仍将进一步提高。发电站和输变电线路建成后，需要配备专

门的高压电力测试设备和试验人员来进行日常的检修和维护，因此，电力建设投资快速增长

为高压电力测试设备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2011-2015 年全国电力工程建设投资完成额（单位：亿元）

 2014-2015年我国电力工程投资完成额累计值统计表：

 

2.2.1 电力工程投资规模

2.2.2 电力工程投资结构

2.2.3 电力工程建设规模

2012年，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和国内宏观调控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延续减速态势，全年国

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8%。自2000年以来，中国电力消费、

生产的速度一直高于GDP增速，这使得电力(生产、消费)弹性系数长期大于1，因此单位GDP

能耗一直难以降下来，说明我国的电力消费势头强劲。

（1）电源建设规模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全国电力工业投资将达到5.3万亿元，比&ldquo;十一五&rdquo;增

长68%。电源工程建设方面，&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电源投资约为2.75万亿元，占全部电

力投资的52%。2015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4.37亿千瓦左右，年均增长8.5%。其中，水

电为2.84亿千瓦，抽水蓄能4100万千瓦，煤电9.33亿千瓦，核电4300万千瓦，天然气发电3000

万千瓦，风电1亿千瓦，太阳能发电200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及其他300万千瓦。

（2）电网建设规模

电网建设方面，&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电网投资约2.55万亿元，占电力总投资的48%

。2015年全国将形成以华北、华东、华中特高压电网为核心的&ldquo;三纵三横&rdquo;主网架

。锡盟、蒙西、张北、陕北能源基地通过三个纵向特高压交流通道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

送电，北部煤电、西南水电通过三个横向特高压交流通道向华北、华中和长三角特高压环网



送电。

电力工程的快速发展和合理的建设结构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强健的&ldquo;筋

骨&rdquo;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2.2.4 电力工程投资规划

2.3 电力工程行业竞争状况

2.3.1 行业竞争情况分析

2.3.2 行业大企业竞争优势

2.3.3 行业重大投资兼并重组

2.3.4 电力工程行业存在问题

 

第三章 中国电力工程造价管理分析

3.1 电力工程造价管理概述

3.1.1 电力工程造价的构成

（1）电力工程定额

（2）电力工程建设费用

3.1.2 电力工程造价管理的特点

（1）电力工程造价管理的多主体性

（2）电力工程造价管理的阶段性

（3）电力工程造价管理的动态性

（4）电力工程造价管理的系统性

3.2 电力工程造价管理决策阶段分析

3.2.1 决策阶段管理现状

3.2.2 决策阶段存在的问题

3.2.3 决策阶段影响因素分析

3.2.4 决策阶段的改进措施

3.3 电力工程造价管理设计阶段分析

3.3.1 设计阶段管理现状

3.3.2 设计阶段存在的问题

3.3.3 设计阶段影响因素分析

3.3.4 设计阶段的改进措施

3.4 电力工程造价管理招投标阶段分析



3.4.1 招投标阶段管理现状

3.4.2 招投标阶段存在的问题

3.4.3 招投标阶段影响因素分析

3.4.4 招投标阶段的改进措施

3.5 电力工程造价管理施工阶段分析

3.5.1 施工阶段管理现状

3.5.2 施工阶段存在的问题

3.5.3 施工阶段影响因素分析

3.5.4 施工阶段的改进措施

 

第四章 中国电力工程管理模式分析

4.1 CM模式分析

4.1.1 CM模式的定义

4.1.2 CM模式的分类

4.1.3 CM模式的优点

4.1.4 CM模式的适用工程

4.1.5 CM模式的应用

4.2 PMC模式分析

4.2.1 PMC模式的形式及特点

（1）业主管理模式

（2）典型PMC管理模式

（3）职能型IPMT管理模式

（4）顾问型IPMT管理模式

4.2.2 PMC模式的比较

4.2.3 PMC模式的适用工程

4.2.4 PMC模式的意义

4.3 EPC模式分析

4.3.1 EPC模式的定义

4.3.2 EPC模式的特点

4.3.3 EPC模式的适用工程

4.3.4 EPC模式的风险防范

4.3.5 EPC模式的应用



4.4 其他模式分析

4.4.1 筹建处模式分析

（1）筹建处模式的特点

（2）筹建处模式的缺陷

4.4.2 分岛分包模式分析

（1）分岛分包模式的特点

（2）分岛分包模式的缺陷

 

第五章 中国电力工程各细分领域分析

5.1 电力工程监理

5.1.1 电力工程监理市场发展概况

（1）电力工程监理行业企业分析

（2）电力工程监理市场需求分析

（3）电力工程监理发展问题分析

5.1.2 电力工程监理市场竞争情况

（1）现有企业竞争状况

（2）新进入者威胁分析

（3）供应商议价能力分析

（4）业主议价能力分析

（5）替代品威胁分析

（6）五力竞争总结

5.1.3 电力工程监理企业面临的挑战

5.1.4 电力工程监理企业应对措施

5.1.5 电力工程监理企业发展建议

5.2 电力工程勘察设计

5.2.1 电力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发展概况

（1）运营规模分析

（2）盈利能力分析

（3）业务结构分析

（4）科研投入情况

5.2.2 电力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竞争情况

5.2.3 电力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5.2.4 电力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发展前景

5.3 电力工程施工

5.3.1 电力工程施工市场发展概况

5.3.2 电力工程施工企业竞争力分析

5.3.3 施工企业竞争力的培育途径

5.3.4 电力工程施工市场发展趋势

5.4 电力工程调试

5.4.1 电力工程调试市场发展概况

5.4.2 电力工程调试市场主要企业

5.4.3 电力工程调试市场发展趋势

5.4.4 电力工程调试企业发展战略

（1）电力工程调试企业发展战略

（2）针对上述战略应采取的保障措施

 

第六章 电力工程细分市场投资建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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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电行业累计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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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机结构情况

（4）火电重点建设工程

1）已建重点工程

2）在建重点工程

（5）火电工程造价分析

（6）火电建设发展规划及趋势

6.1.2 水电工程建设分析

（1）水电建设政策环境

（2）水电建设投资分析

（3）水电装机容量分析



1）水电行业累计装机容量

2）水电行业新增装机容量

3）装机结构情况

（4）水电重点建设工程

1）已建重点工程

2）在建、拟建重点工程

3）抽水蓄能电站工程

（5）水电工程造价分析

（6）水电建设发展规划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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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风电建设发展规划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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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物发电建设投资分析

（4）生物发电重点建设工程



1）已建重点工程

2）在建、拟建重点工程

6.1.6 光伏发电工程建设分析

（1）光伏发电建设政策环境

（2）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分析

（3）光伏发电重点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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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电网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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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网建设规模分析

（2）电网各环节建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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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山东电力工程建设需求

7.3.3 山东电力工程项目分析

（1）电源工程项目分析

（2）输变电工程项目分析

7.3.4 山东重点电力工程企业

7.3.5 山东电力建设规划分析

7.4 内蒙电力工程建设分析

7.4.1 内蒙电力供需形势分析

7.4.2 内蒙电力工程建设需求

7.4.3 内蒙电力工程项目分析

（1）电源工程项目分析

（2）输变电工程项目分析

7.4.4 内蒙重点电力工程企业

7.4.5 内蒙电力建设规划分析

7.5 河南电力工程建设分析

7.5.1 河南电力供需形势分析



7.5.2 河南电力工程建设需求

7.5.3 河南电力工程项目分析

（1）电源工程项目分析

（2）输变电工程项目分析

7.5.4 河南重点电力工程企业

7.5.5 河南电力建设规划分析

7.6 浙江电力工程建设分析

7.6.1 浙江电力供需形势分析

7.6.2 浙江电力工程建设需求

7.6.3 浙江电力工程项目分析

（1）电源工程项目分析

（2）输变电工程项目分析

7.6.4 浙江重点电力工程企业

7.6.5 浙江电力建设规划分析

 

第八章 中国电力工程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8.1 电力工程监理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8.1.1 山东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1.2 湖南电力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1.3 浙江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1.4 河北电力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5）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1.5 吉林省吉能电力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1.6 西北电力建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1.7 四川省江电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2 电力工程勘察设计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8.2.1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2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3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2.4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5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6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2.7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3 电力工程施工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8.3.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3.2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3.3 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3.4 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3.5 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3.6 上海电力安装第二工程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5）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6）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3.7 湖北省送变电工程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4 电力工程调试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8.4.1 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4.2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4.3 山东中实易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4.4 河南电力建设调试院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5）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4.5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7）公司最新动向分析

8.4.6 上海电力建设启动调整试验所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8.4.7 湖南省湘电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发展简况分析

（2）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3）公司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人力资源分析



（5）公司主要工程业绩

（6）公司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九章 中国电力工程行业投融资与信贷分析 （ZY WZY）

9.1 电力工程行业投融资分析

9.1.1 电力工程行业投融资体制特点

9.1.2 电力工程行业投融资体制改革历程

9.1.3 电力工程行业投融资存在的问题

9.1.4 电力工程行业投资结构发展趋势

9.1.5 对电力工程行业投融资的政策建议

9.2 电力工程融资分析

9.2.1 电力建设工程融资风险分析

9.2.2 电力建设工程融资风险管理

9.2.3 电力建设工程融资模式分析

9.2.4 电力建设工程融资渠道分析

9.3 电力工程银行授信机会及建议

9.3.1 总体授信机会及授信建议

9.3.2 区域授信机会及建议

（1）区域发展特点及总结

（2）区域市场授信建议

9.3.3 企业授信机会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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