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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水利工程是用于控制和调配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达到除害兴利目的而修建的工程。也

称为水工程。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但其自然存在的状态并不完全符合

人类的需要。只有修建水利工程，才能控制水流，防止洪涝灾害，并进行水量的调节和分配

，以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对水资源的需要。水利工程需要修建坝、堤、溢洪道、水闸、进水

口、渠道、渡漕、筏道、鱼道等不同类型的水工建筑物，以实现其目标。

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

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以

及国家安全。从而国家对我国水利建设高度重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水利工程行业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共

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水利工程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水利工程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

了中国水利工程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水利工程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水

利工程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水利工程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

若想对水利工程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水利工程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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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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广东省水利行业能力建设分析

（6）广东省其他水利投资建设分析

9.4.4 广东省水利工程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9.5 山东省水利工程行业投资建设分析

9.5.1 山东省水利工程行业配套政策与发展规划

9.5.2 山东省水利工程行业建设投资情况

（1）山东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规模及进展

（2）山东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3）山东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9.5.3 山东省水利工程行业细分领域投资建设分析

（1）山东省防洪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2）山东省水资源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3）山东省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4）山东省水电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5）山东省水利行业能力建设分析



（6）山东省其他水利投资建设分析

9.5.4 山东省水利工程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9.6 辽宁省水利工程行业投资建设分析

9.6.1 辽宁省水利工程行业配套政策与发展规划

9.6.2 辽宁省水利工程行业建设投资情况

（1）辽宁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规模及进展

（2）辽宁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3）辽宁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9.6.3 辽宁省水利工程行业细分领域投资建设分析

（1）辽宁省防洪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2）辽宁省水资源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3）辽宁省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4）辽宁省水电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5）辽宁省水利行业能力建设分析

（6）辽宁省其他水利投资建设分析

9.6.4 辽宁省水利工程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9.7 重庆市水利工程行业投资建设分析

9.7.1 重庆市水利工程行业配套政策与发展规划

9.7.2 重庆市水利工程行业建设投资情况

（1）重庆市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规模及进展

（2）重庆市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3）重庆市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9.7.3 重庆市水利工程行业细分领域投资建设分析

（1）重庆市防洪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2）重庆市水资源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3）重庆市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4）重庆市水电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5）重庆市水利行业能力建设分析

（6）重庆市其他水利投资建设分析

9.7.4 重庆市水利工程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9.8 湖北省水利工程行业投资建设分析

9.8.1 湖北省水利工程行业配套政策与发展规划



9.8.2 湖北省水利工程行业建设投资情况

（1）湖北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规模及进展

（2）湖北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3）湖北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9.8.3 湖北省水利工程行业细分领域投资建设分析

（1）湖北省防洪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2）湖北省水资源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3）湖北省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4）湖北省水电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5）湖北省水利行业能力建设分析

（6）湖北省其他水利投资建设分析

9.8.4 湖北省水利工程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9.9 江苏省水利工程行业投资建设分析

9.9.1 江苏省水利工程行业配套政策与发展规划

9.9.2 江苏省水利工程行业建设投资情况

（1）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规模及进展

（2）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3）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9.9.3 江苏省水利工程行业细分领域投资建设分析

（1）江苏省防洪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2）江苏省水资源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3）江苏省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4）江苏省水电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5）江苏省水利行业能力建设分析

（6）江苏省其他水利投资建设分析

9.9.4 江苏省水利工程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9.10 安徽省水利工程行业投资建设分析

9.10.1 安徽省水利工程行业配套政策与发展规划

9.10.2 安徽省水利工程行业建设投资情况

（1）安徽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规模及进展

（2）安徽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3）安徽省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9.10.3 安徽省水利工程行业细分领域投资建设分析

（1）安徽省防洪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2）安徽省水资源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3）安徽省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4）安徽省水电工程投资建设分析

（5）安徽省水利行业能力建设分析

（6）安徽省其他水利投资建设分析

9.10.4 安徽省水利工程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10章：中国水利工程行业主要企业经营分析

10.1 中国水利工程企业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10.2 中国水利工程行业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10.2.1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10.2.2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10.2.3 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10.2.4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10.2.5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3）企业资质荣誉分析

（4）企业工程业绩分析

&hellip;&hellip;.

 

第.11章：中国水利工程行业投融资分析（）

11.1 水利工程行业风险分析

11.1.1 水利工程风险分析

（1）水利工程政策风险分析

（2）水利工程技术风险分析

（3）水利工程经济风险分析

11.1.2 水利工程风险控制分析

11.1.3 水利工程风险体现与管理案例分析

（1）工程项目中的风险分析

（2）风险控制措施及管理

11.2 水利工程行业投融资体制与方式

11.2.1 国际水利投融资体制

（1）美国投融资体制

（2）澳大利亚投融资体制

（3）其它国家投融资体制

11.2.2 中国水利投融资体制现状

11.2.3 水利工程投融资方式分析

（1）BOT融资方式

（2）TOT融资方式

（3）PFI融资方式

11.2.4 水利工程融资渠道分析

11.3 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典型案例分析

11.3.1 重庆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情况

11.3.2 宁夏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情况

11.3.3 内蒙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情况



11.3.4 新疆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情况

11.3.5 黑龙江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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