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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rarr;内容简介 

电网薄弱一直是我国电力建设的瓶颈，&ldquo;重发、轻供、不管用&rdquo;形成一种惯性思维

，近年来电源投资的大幅增长更是加剧了这种失衡。特别是近年来电源大规模建设和集中投

产，使电网滞后的矛盾更加突出。业界一致的看法是，不解决电网建设滞后的问题，电力紧

缺的局面依然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一个时期电网投资高速增长成为必然，将拉动电

网设备行业的良好发展。&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我国的电网投资和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并将在建成投产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的基础上验证性能、积累经验，为下一步推广使用

特高压打好基础。为了配合金沙江水电送出，开工建设&plusmn;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是业

内关注的焦点之一。&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我国的输配电网网架结构将进一步加强，输

配电能力显著提高，将基本满足电源送出和用电增长的需要。跨区资源配置输电容量到2010

年将达到7000万千瓦，输电量到2010年将达到3200亿千瓦时。 

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特高压交流加直流输电线路的总投资约为4060亿元人民币，其

中交流输电线路2560亿元，直流输电线路约1500亿元。特高压电网所带来的市场，不仅仅局

限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所规划的这十几条特高压线路。因为主干网需要层层降压下去，具

有金字塔型的拉动效应，所以将会带动整个电网投资的进一步加大。据预测，到2010年

和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分别达到3.8万亿kW?h和6.6万亿kW?h，最大负荷将分别达到6.4

亿kW和11.0亿kW。 

世界最大的水电站&mdash;&mdash;长江三峡电站32台机组到2011年全部投产发电。届时，中

国将形成以三峡为中心的全国电网。根据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准的方案，三峡右岸

电站安装的12台机组，于2007年和2008年分别投产6台。另外，右岸地下电站将于2010年

和2011年各投产3台机组。到2011年，三峡电站每年可发电1000亿度，有效保障全国电网的安

全。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将投资8500亿元人民币进行电网改造，目前北京、上海、天

津、重庆、哈尔滨、南京、福州、武汉、长沙、西安和拉萨等在内的31个重点城市的电网建

设与改造已经全面启动。&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我国电网建设有两大主要任务：一是尽快

改变电网建设滞后于电源发展的状况；二是保证城市配电网、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投资，实

现输电网和配电网协调发展。未来几年，跨区域输电和配电网建设是电网投资的两个重要主

题，这两个重点领域将为电网设备行业提供巨大的需求。 

本研究咨询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电监会、国家电

网公司、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电信息中心、中国六大电网公司、国民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电力行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

市场调查资料，以独特精辟的视角，客观、多角度地对中国电网行业进行了分析研究。报告

对我国电网行业的需求、安全、调度、市场竞争格局等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报告还重点研

究了我国电网建设的发展状况，以及电网市场发展远景和六大电网企业发展情况。报告资料

详实，图表丰富，既有深入的分析，又有直观的比较，为电网生产与贸易企业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洞察先机，能准确及时的针对自身环境调整经营策略。报告同时对于产业研究规律、

产业政策制定和欲进入的投资集团提供了准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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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