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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的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口基数较大，人均水资源量就必然偏小：一方面我国水资源

总量占全球的1/20左右，而我国的人口却占全球的1/4左右；另一方面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

间分不上不均，也造成了局部地区的严重缺水。我国黄淮海流域人口占全国的1/3多，水资源

量却占全国的1/10不到，人均水资源量仅有457立方米，属于严重缺水地区，而首都北京人均

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缺水特大城市之一。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缺

水城市达300多个，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100多个，日缺水量1600万吨，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全国每年因缺水少产粮食700亿～800亿公斤。中国水资源资料来源：智

研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我国的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横断山区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

、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上，约占我国水能资源总蕴藏量70％。此外，珠江红水河河段

和黄河上游及北干流都属于水能资源集中区。

    此外，西北内流区的开都河、伊犁河、黑河以及东北的第二松花江、鸭绿江，东南沿海钱

塘江、瓯江、闽江及众多中小河流也有的水能资源。为了更好地合理开发全国的水资源，国

家先后规划了13大水电基地，其中8个在西南地区。我国十三大水电基地分布图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2013年我国水力发电行业销售总收入合计2333.5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09.4亿元，较同期增长了4.69%；完成利润总额475.4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19.18亿元，同比增加4.03%；由此可见，水力发电行业总量增长势头良好，并为我国经济、

财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010-2013年中国水力发电行业销售收入统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报告目录：第一章 水电行业相关概述�1

第一节 水电行业界定�1

一、水电行业定义�1    水力发电系利用河川、湖泊等位于高处具有位能的水流至低处，将其中

所含之位能转换成水轮机之动能，再用水轮机作为原动机，推动发电机产生电能。因水力发

电厂所发出的电力其电压低，要输送到远距离的用户，必须将电压经过变压器提高后，再由

架空输电路输送到用户集中区的变电所，再次降低为适合于家庭用户、工厂之用电设备之电

压，并由配电线输电到各工厂及家庭用户。水力发电依其开发功能及运转型式可分为惯常水

力发电与抽蓄水力发电两种。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水电行业属于D门类（电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下属的44大类（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的441中类（电力生产

）中的4412小类。如下表所示，水电行业与火电、核电和其他能源发电并列属于电力生产行

业。电力生产和电力供应行业又并列处于电力行业。电力生产行业的各个子行业之间存在一

些替代关系，尤其是水电行业和新能源发电行业对火电的替代作用。电力行业子行业分类行



业及代码子行业及代码行业描述44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11火电利用煤、石油、天然

气等固体、液体、气体燃料燃烧时产生的热能，通过发电动力装置转换成电能的一种发电方

式。4412水电将河流、湖泊或海洋等水体所蕴藏的水能转变为电能的发电方式。4413核电核

能转化成热能再转化成电能4414其他能源发电以风电为主，太阳能、潮汐、地热为辅4420电

力供应包括输电和配供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二、水力发电的特点�2

三、水力电站的分类�3

第二节 水电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地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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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电行业总产值占GDP比重�8

二、水电行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和贡献�9

第四节 水电开发形势分析�10

一、中国水电开发将&ldquo;加速跑&rdquo;�10

二、节能政策背景下的水电开发优势�12

三、水电开发面临的不利因素�13

四、未来几十年是我国水电开发的关键时期�13第二章 2012-2013年全球水电资源开发概况�16

第一节 全球水电开发概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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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水电资源开发分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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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缅甸大力开发水电解决电力短缺�35

五、越南未来水电发展预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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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水电体制改革发展分析�65

一、中国水电体制改革经历的四大阶段�65

二、中国水电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成果�72

三、中国水电体制改革的启示和展望�78

第二节 中国水电行业概况�81

一、中国水电行业发展历程�81

二、2013年我国水电行业发展分析�92    我国的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口基数较大，人均水资源

量就必然偏小：一方面我国水资源总量占全球的1/20左右，而我国的人口却占全球的1/4左右

；另一方面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不上不均，也造成了局部地区的严重缺水。我国黄淮

海流域人口占全国的1/3多，水资源量却占全国的1/10不到，人均水资源量仅有457立方米，属

于严重缺水地区，而首都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缺水特大城市

之一。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缺水城市达300多个，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100多个，日缺水

量1600万吨，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全国每年因缺水少产粮食700亿

～800亿公斤。中国水资源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我国的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

南横断山区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上，约占我国水能资源

总蕴藏量70％。此外，珠江红水河河段和黄河上游及北干流都属于水能资源集中区。

    此外，西北内流区的开都河、伊犁河、黑河以及东北的第二松花江、鸭绿江，东南沿海钱

塘江、瓯江、闽江及众多中小河流也有的水能资源。为了更好地合理开发全国的水资源，国

家先后规划了13大水电基地，其中8个在西南地区。我国十三大水电基地分布图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一、电力行业整体运行情况

    2013年1-12月份，国民经济稳中向好，电力行业整体运行平稳，全国电力供需平衡。具体来

看，电力行业投资规模继续扩大，投资结构继续改善，电网投资占比明显提升，电源投资结

构调整步伐加快；全社会发电量保持平稳增长，水电发电量仍保持正增长，火电保障作用进

一步增强；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同比继续回升，同时随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现，用电结

构继续优化，第三产业用电量占比明显提升。另外，电力行业经营状况依旧向好，但受电价

调整政策影响，主营业务收入增速略有放缓，利润总额增速则持续回落。

    二、电力投资和建设情况

    2013年1-12月份，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扩大，增速连续5个月上

升；但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其占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继续回落。具体来看，2013年1-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43652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9.6%，增速与2013年1-11月份相比回落0.3个百分点，与2012

年同期相比回落1.1个百分点。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14823亿



元，同比增长14.5%，增速与2013年1-11月份相比上升0.9个百分点，与2012年同期相比上升4.1

个百分点；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4%，与2013年1-11月份持平，与2012年同期相比

下降0.1个百分点。2011-2013年电力行业各月累计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同比增长变动趋势比较

资料来源：中电联2011-2013年电力行业各月累计投资占全国总投资比重走势

资料来源：中电联    另外，从电源投资结构来看，水电投资继续平稳较快增长，占比继续提

升；核电投资同比继续大幅回落，占比继续下降；另外，火电、风电投资依旧欠佳，占比

较2012年同期仍呈下降态势。具体来看，2013年1-12月份，水电完成投资1246亿元，同比增

长0.6%；占电源投资的比重为33.5%，与2012年同期相比下降0.4个百分点。火电完成投资928

亿元，同比下降7.4%；所占比重为25.0%，与2012年同期相比下降1.9个百分点。核电完成投

资609亿元，同比下降22.4%；所占比重为16.4%，与2012年同期相比下降4.2个百分点。风电完

成投资631亿元，同比增长3.9%；所占比重为17.0%，与2012年同期相比上升0.7个百分点。2013

年1-12月份电源基本建设投资结构

资料来源：中电联    2、发电量情况

    全社会发电量保持平稳增长。2013年1-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发电企业累计完成发电

量524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增速与2013年1-11月份相比上升0.7个百分点，与2012年同

期相比上升3.0个百分点。其中，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发电企业发电量4780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8.3%，增速环比上升1.5个百分点，与2012年同期相比上升0.7个百分点。2011-2013年各月

总发电量及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比较

资料来源：中电联2011-2013年各月累计总发电量及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比较

资料来源：中电联    3、电源结构情况

    电源结构继续调整，火电发电量占比有所上升，而水电发电量占比有所下降。具体来看

，2013年1-12月份，水电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为15.0%，与2012年同期相比下降0.8个百

分点；火电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为80.4%，与2012年同期相比提高1.8个百分点；核电发

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为2.1%，与2012年同期相比提高0.1个百分点。2013年1-12月份电源结

构

资料来源：中电联    火电生产方面，火电发电量增速同比明显回升。2013年1-12月份，全国累

计完成火电发电量421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增速与2013年1-11月份相比基本持平，

与2012年同期相比上升6.3个百分点。其中，12月份，全国共完成火力发电量4008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7.0%，增速环比上升1.2个百分点，与2012年同期相比上升1.4个百分点。2011-2013年

各月火电发电量及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比较

资料来源：中电联2011-2013年各月累计火电发电量及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比较

资料来源：中电联    水电生产方面，得益于南方电网区域内糯扎渡、溪洛渡两大发电站投产



机组发电，水电发电量增速继续回升。2013年1-12月份，水电累计发电量7891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7.2%，增速与2013年1-11月份相比上升3.8个百分点，与2012年同期相比下降18.6个百分点

。其中，12月份，全国水电发电量完成5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7%，增速环比上升6.5个百

分点，与2012年同期相比下降4.0个百分点。2011-2013年各月水电发电量及同比增长变动趋势

比较

资料来源：中电联2011-2013年各月累计水电发电量及同比增长变动趋势比较

资料来源：中电联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近年来，受新能源装机容量占比不断提高以及电力供需状况等因素影响，全国6000千瓦及

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持续下降。2013年以来，发电装机容量增速持续高于用电量

增速，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同比呈现持续下降态势。2013年1-12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计

平均利用小时为4511小时，与2012年同期相比下降68小时。

    分类型看，2013年1-12月份，全国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3318小时，与2012年同期相比下

降273小时。其中，大部分省份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同比下降，贵州、福建、江西、重庆、

湖北下降幅度超过600小时。

    全国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5012小时，比2012年同期增加30小时。其中，宁夏火电设备平均

利用小时达到6173小时，青海、江苏等5个省份超过5500小时；辽宁、吉林、黑龙江等8个省份

低于4500小时。

    另外，2013年1-12月份，全国核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7893小时，为2005年以来最高水平，

比2012年同期增加38小时。全国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2080小时，为2005年以来最高水平，

比2012年同期增加151小时，弃风现象明显改观；在风电装机容量超过300万千瓦的10个省份中

，新疆、山西、内蒙古和宁夏风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辽宁、吉林、黑龙

江和甘肃风电平均利用小时分别仅有1924、1725、1951和1806小时，但同比分别增加162、305

、171和145小时。2013年1-12月全国各地区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比较

资料来源：中电联    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成效显著。2013年1-12月份，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

供电标准煤耗321克/千瓦时，同比降低4克/千瓦时；全国电网输电线路损失率6.67%，同比降

低0.08个百分点。三、中国水电行业规模发展分析�100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1-12

月份我国规模以上水力发电行业企业数量为1296家，亏损企业数为270家，亏损面为20.83%，

该行业总资产12642.07亿元，较同期增长了16.43%。2010-2013年中国水力发电行业规模以上企

业数量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0-2013年中国水力发电行业总资产统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3年我国水力发电行业销售总收入合计2333.51亿元，比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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