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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所谓绿色电力是指区别于传统煤炭、石油等燃烧产生的电力，包括但不限于水力发电、光伏

发电、风力发电、核能发电等。推动绿色电力是国家既定战略。近年来发展新基建，实

现&ldquo;碳中和&rdquo;、&rdquo;碳达峰&rdquo;的目标又为绿色电力带来了发展的新动力。

政策方面，2021年10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2023年2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强电力可靠性管理工作的意见》，落实电力企业可靠性管理主

体责任、鼓励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加强电力可靠性信息管理。2023年2月17日，国家能源局制

发《关于完善电力系统运行方式分析制度 强化电力系统运行安全风险管控的通知》，以完善

电力系统运行方式分析制度，进一步加强电力系统运行安全风险管控。  

市场规模方面，2022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52亿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76.2%

，已成为我国电力新增装机的主体；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2.7万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

的31.3%、占全国新增发电量的81%，已成为我国新增发电量的主体；全国主要流域水能利用

率98.7%、风电平均利用率96.8%、光伏发电平均利用率98.3%，持续保持高利用率水平。  

未来，绿色电力在国内将会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电力能源消费的比重有望进一步

提升。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绿色电力行业分析与投资潜力分析报告》共十六章。首

先介绍了绿色电力的概念、发展基础以及全球绿色电力的发展状况；然后分析了中国绿色电

力的发展环境以及碳达峰、碳中和下中国传统电力行业受到的冲击和未来的转型路径，并对

中国绿色电力的总体发展情况以及绿色电力交易机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建设进展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随后报告介绍了绿色电力的发展模式&mdash;&mdash;清洁能源发电、热电联产

、合同能源管理、电力自动化、智能电网，并对绿色电力的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最后，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绿色电力的投融资情况，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了

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改委、能源局、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

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您或贵单位若想对绿色电力有

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绿色电力相关产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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