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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全球能源供求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我国能源资源的开发约束力也日益加剧，生态环

境问题突出，调整结构、提高能效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由于水力发电不消耗

矿物能源，开发水电，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和经

济社会的综合利益，国家一直鼓励并重点支持其发展。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ldquo;

十二五&rdquo;规划》以及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的水电发展目标，

预计2020年以前平均每年需新增水电装机约1，000万千瓦，到2020年将达到4.2亿千瓦。2015

年11月，国家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绿色发展，推

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高非化石能

源比重，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因此，水

电行业发展前景长期向好。  

      2014年底，我国水电装机总容量为30，183万千瓦，同比增长7.9%；2015年底，我国水电装

机总容量为31，937万千瓦，同比增长4.9%。预计2017年我国水电装机总容量将达到3.6亿千瓦

，未来五年（2017-2022）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7.20%，2021年水电装机总容量将达到4.7亿千瓦

。

 中国水电装机总容量预测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2015年，全国水力发电累计产量为9，95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4.2%；2016年1-9月，累

计产量为8，1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8.6%。预计2017年水力发电量将达到11，801亿千瓦时

，未来五年（2017-2022）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7.92%，2021年水力发电量将达到16，010亿千

瓦时。

 中国水力发电量预测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水力发电市场全景调查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

共八章。首先介绍了水力发电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水力发电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水

力发电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水力发电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水力发电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水力发电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水力发

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水力发电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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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