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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近年来，我国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步伐呈现加快趋势。核准开工数量和规模都达到历史新

高。今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力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用电负荷和峰谷差持续加

大，电力用户对供电质量要求不断提高，随机性、间歇性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对抽水蓄能电

站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快抽水蓄能电站的开发建设是今后我国电力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  

      2014年，全国新增投产抽水蓄能规模30万千瓦。到2014年底已建成24座抽水蓄能电站，总

装机容量2181万千万， 占水电总装机比重约7.2%。从分布来看，2014年底华东、华北、华中

、南方电网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规模基本相当，均在500万千瓦左右，呈现鼎立的局面；东北

电网的规模相对较小。

      中国能源结构呈现清洁化、低碳化发展趋势。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从2020

年15%上升到2050年的38%左右。为适应能源结构调整的需要，在考虑风电、核电等发展规划

成果的基础上，各水平年水电在非化石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分别达到51.6%、39.5%和31.2%左右

。风电、核电的大规模开发建设需要配套建设一批具有较好调节性能的抽水蓄能电站。

      我国幅员辽阔，且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地区水能、风能、煤炭资源较为丰富，需要实施西

电东送。这些西电东送项目一般具有输电距离长、输电规模大等特点，为保障西电东送的安

全可靠运行，需要在受端和送端配套一定规模的抽水蓄能电站。

      国家能源局批复的22个省（区、市）抽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中，从数量来看，华东地区一

共有23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得到批复，是全国得到批复数量最多的一个区域；其余地区得到

批复的项目均在10个以下。从装机容量来看，华东地区得到批复的装机容量为3125万千瓦，

为全国最多；华北地区得到批复的装机容量为1200万千瓦，排名第二；其余地区得到批复的

装机容量均在1000万千瓦以下。

 国家能源局批复的抽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区域分布（批复数量）

 国家能源局批复的抽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区域分布（装机容量）

 

      随着国务院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水电建设相关规定出台，抽水蓄能电站的开发热情和开发积

极性很高。《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的指导意见》（国

发[2014]60号）、《国家能源局关于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水电站的指导意见》（国能新能[2015]8

号）明确在抽水蓄能建设领域引入社会资本，通过招标确定开发主体。从目前来看，社会资

本投资建设抽水蓄能的积极性较高，我国抽水蓄能电站的开发建设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行业深度研究与投资策略报告》共十

章。首先介绍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市场竞争

格局。随后，报告对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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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