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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能源互联网，旨在解决即将到来的能源供应危机。能源互联网的构

建，不仅能有效帮助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实现能源持续发展，还将引发能源金融、能源服务

等灵活的方式进入市场，激活能源市场环境，优势十分明显。总的来说，能源互联网是未来

中国乃至全球能源未来的发展方向，由此带来的发展机遇也将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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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江苏省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分析

（1）江苏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2）江苏省风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3）江苏省水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8.3 江苏省智能电网发展分析



6.8.4 江苏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发展分析

6.8.5 江苏省能源互联网发展SWOT分析

6.8.6 江苏省能源互联网发展路径建议

6.9 湖南省能源互联网发展前景分析

6.9.1 湖南省能源电力相关政策分析

6.9.2 湖南省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分析

（1）湖南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2）湖南省风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3）湖南省水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9.3 湖南省智能电网发展分析

6.9.4 湖南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发展分析

6.9.5 湖南省能源互联网发展优劣势分析

6.9.6 湖南省能源互联网发展路径建议

6.10 甘肃省能源互联网发展前景分析

6.10.1 甘肃省能源电力相关政策分析

6.10.2 甘肃省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分析

（1）甘肃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2）甘肃省风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3）甘肃省水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10.3 甘肃省智能电网发展分析

6.10.4 甘肃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发展分析

6.10.5 甘肃省能源互联网发展SWOT分析

6.10.6 甘肃省能源互联网发展路径建议

6.11 云南省能源互联网发展前景分析

6.11.1 云南省能源电力相关政策分析

6.11.2 云南省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分析

（1）云南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2）云南省风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3）云南省水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11.3 云南省智能电网发展分析

6.11.4 云南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发展分析

6.11.5 云南省能源互联网发展SWOT分析



6.11.6 云南省能源互联网发展路径建议

6.12 四川省能源互联网发展前景分析

6.12.1 四川省能源电力相关政策分析

6.12.2 四川省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分析

（1）四川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2）四川省风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3）四川省水力发电产业发展分析

6.12.3 四川省智能电网发展分析

6.12.4 四川省分布式能源项目发展分析

6.12.5 四川省能源互联网发展优劣势分析

6.12.6 四川省能源互联网发展路径建议

 

第7章：能源互联网产业链相关企业投资机会与业务布局分析

7.1 能源互联网产业链分析

7.2 智能发电领域领先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发展分析

7.2.1 远景能源（江苏）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4）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2.2 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3 北京木联能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4）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5）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6）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4 禹城航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4）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5）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5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2.6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3 智能电网领域领先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发展分析

7.3.1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3.2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3.3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3.4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7.3.5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3.6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3.7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3.8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4 智能储能领域领先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发展分析

7.4.1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4.2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4.3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7.4.4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4.5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7.4.6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7.5 通信及安全领域领先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发展分析



7.5.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6）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7）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8）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5.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5.3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营收情况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5.4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6 智能用电领域领先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发展分析

7.6.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7.6.2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6.3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9）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6.4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3）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7.6.5 上海普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3）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在能源互联网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6）企业能源互联网业务布局分析

（7）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第8章：中国能源互联网发展前景及投资分析

8.1 能源互联网发展前景分析

8.1.1 能源互联网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8.1.2 能源互联网发展的驱动因素



8.1.3 能源互联网发展趋势分析

8.2 能源互联网投资特性分析

8.2.1 能源互联网产业进入壁垒分析

（1）政策壁垒

（2）规模壁垒

（3）人才壁垒

（4）品牌及经验壁垒

8.2.2 能源互联网产业盈利模式分析

（1）盈利模式分析

（2）盈利模式创新建议

8.2.3 能源互联网产业盈利因素分析

（1）盈利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2）市场占有率

（3）客户满意度

（4）企业创新

（5）税收政策

8.2.4 能源互联网产业投资兼并分析

8.3 能源互联网投资机会分析

8.3.1 能源互联网产业空白点分析

（1）大数据、云计算成就智能运维服务商

（2）可再生能源B2C商务平台出现

8.3.2 能源互联网最先受益产业分析

（1）分布式光伏

（2）电网

（3）锂电池

8.3.3 能源互联网未来重点产业分析

8.4 能源互联网主要投资建议

8.4.1 能源互联网投资主要问题分析

8.4.2 能源互联网主要风险分析

8.4.3 能源互联网用户需求分析

（1）能源交换需求

（2）数据交换需求



（3）资金交换需求

8.4.4 能源互联网投资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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