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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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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理解到送变电业扩工程。

      根据电力工程施工资质不同，承包工程范围分别如下：

      特级企业

      可承担各种类型的火电厂(含燃煤、燃气、燃油)、风力电站、太阳能电站、核电站及辅助

生产设施、各种电压等级的送电线路和变电站整体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企业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5倍的各种类型火电厂（含燃煤、燃气、燃油）

、风力电站 、太阳能电站、核电站及辅助生产设施；各种电压等级的送电线路和变电站整体

工程施工总承包。

      二级企业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5倍的单机容量20万千瓦及以下的机组整体工程

、220 千伏及以下送电线路及相同电压等级的变电站整体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企业

      电力工程可承担单项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5倍的单机容量10万千瓦及以下的机组整

体工程、110千伏及以下送电线路及相同电压等级的变电站整体工程施工总承包。

      电力不足严重阻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电力生产的发展速度应高于

其他部门的发展速度，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所以电力工业又被称为国民经济

的&ldquo;先行官&rdquo;。

      如果把我国的经济发展比作是&ldquo;身体&rdquo;，那么，电力工程建设无疑就是支撑身

体灵活运动的&ldquo;筋骨&rdquo;。电力工程建设的不断推进就像是为筋骨提供了无限的能量

，充沛的能量供应是身体各项机能有效运作的有力保障。

      本电力工程行业研究报告是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

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

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本

中国电力工程行业研究报告是2015-2016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

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

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

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电力工程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电力工程行业做了重

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电力工程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

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

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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