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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余热余压利用主要是从生产工艺上来改进能源利用效率，通过改进工艺结构和增加节能装

置以最大幅度的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势能和余热。余热余压利用属于国家大力鼓励发展的

行业，对于国家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作用明显，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近年国内余热发电企业凭借在水泥窑余热发电技术上的优势，不断加强研发和技术创新，

开始逐步在钢铁、冶金、化工和玻璃等行业承建余热发电工程。

      EMC将是未来我国余热发电市场运营的新趋向，随着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进，余热发电

领域应用EMC处于大力发展的黄金时期，余热发电市场的合同能源管理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

。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余热发电企业投资项目指引及风险预警报告》

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实

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

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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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2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3 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4 北京仟亿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5 南京凯盛开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6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7 昆明阳光基业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8 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9 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10 北京世能中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11 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 余热发电设备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9.2.1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2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3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4 湖南湘电长沙水泵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5 四川川锅锅炉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6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7 南通万达锅炉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8 安徽海螺川崎节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9 郑州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0 鞍山锅炉厂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10章：中国余热发电行业前景预测与投资策略分析

10.1 余热发电行业发展趋势预判

10.2 余热发电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10.2.1 行业投资政策风险分析

10.2.2 余热发电行业市场风险

（1）市场供求风险

（2）市场需求风险

（3）市场竞争风险

10.2.3 余热发电行业技术风险

10.2.4 余热发电行业经济风险

10.3 余热发电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0.3.1 资金壁垒

10.3.2 准入资质壁垒

10.3.3 技术与人才壁垒



10.3.4 品牌认同壁垒

10.4余热发电行业投资建议

 

第11章 电商行业发展分析

11.1 电子商务发展分析

11.1.1 电子商务定义及发展模式分析

11.1.2 中国电子商务行业政策现状

11.1.3 2013-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现状

11.2 &ldquo;互联网+&rdquo;的相关概述

11.2.1 &ldquo;互联网+&rdquo;的提出

11.2.2 &ldquo;互联网+&rdquo;的内涵

11.2.3 &ldquo;互联网+&rdquo;的发展

11.2.4 &ldquo;互联网+&rdquo;的评价

11.2.5 &ldquo;互联网+&rdquo;的趋势

11.3 电商市场现状及建设情况

11.3.1 电商总体开展情况

11.3.2 电商案例分析

11.3.3 电商平台分析（自建和第三方网购平台）

11.4电商行业未来前景及趋势预测

11.4.1 电商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11.4.2 电商发展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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