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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电力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电力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电力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电力行业的现状、中国电力行业竞争格局

、对中国电力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电力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电力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电力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6年10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公布了《售电公司准入与退出管理办法》和《有

序放开配电网业务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入；此后11月上旬发布的

《电力发展&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明确指出：&ldquo;组建相对独立和规范运行的电力

交易机构，建立公平有序的电力市场规则，初步形成功能完善的电力市场；将在2018年底前

完成售电侧市场竞争主体培育工作&rdquo;。伴随着电力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能源互联网

建设持续推进，电力市场用户选择权将逐步放开，多元化的售电主体快速涌现。

     未来电力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将不断提高，与其它行业的关联互动不断加强。电力行业的产

品也将由电能这一同质化品种，拓展为包括电能、综合用能服务、能源托管服务和电力金融

等更为多元的产品和服务种类。价格方面，在竞争的初期，电力市场的用户成本仅包含电价

，将逐渐下降；在竞争的中后期，随着电力市场的产品与服务不断多元化，电力市场的用户

成本加成了综合用能服务等相关服务费，将呈缓慢上涨趋势。

     发电量包括全部电力工业、自备电厂、农村小型电厂的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发电和

其它动力发电（如地热能发电、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潮汐发电和生物能发电）。发电量

包括发电厂（包括自备电厂）自用电量（通称厂用电）、新增发电设备未投产前所发电量以

及发电设备大修或改造后试运转期间的发电量；凡被本厂或用户利用，均应统计在发电量中

，未被利用而在水中放掉的则不应计入。发电量中不包括电动的交直流变换机组、励磁机、

周波变换设备的发电量。

     发电量按发电机组的电度表本期与上期指示数的差额计算，电度表指示数以期末一天的24

时为准。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电力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6

年上半年我国发电量市场产量达27594.9亿千瓦时，累计增长1%。                                     指标            

2016年6月             2016年5月             2016年4月             2016年3月             2016年2月             2016年1月      

                        发电量_当期值(亿千瓦时)             4907.9             4635.9             4444.5             4778.8             

　***             　***                               发电量_累计值(亿千瓦时)             27594.9             22676.1            

17985.9             13551.4             8701.7             　***                               发电量_同比增长(%)             2.1           



 0             -1.7             4             　***             　***                               发电量_累计增长(%)             1             0.9

            0.9             1.8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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