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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水电是清洁能源，可再生、无污染、运行费用低，便于进行电力调峰，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

率和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在地球传统能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普遍优先开发水电

，大力利用水能资源。中国不论是已探明的水能资源蕴藏量，还是可能开发的水能资源，都

居世界第一位。

&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乌东德、白鹤滩、两河口等在建大型水电站已攻克高海拔、高边

坡、高土石坝、高泄洪流速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与挑战，不断推动中国高土石坝建设跨入

国际先进行列。尤其是&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唯一新开工的超大型水电

站&mdash;&mdash;白鹤滩水电站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水电建设史上的&ldquo;新标杆&rdquo;，

其主要特性指标均位居世界水电工程前列、地下洞室群规模世界第一、100万千瓦单机容量世

界第一、300米级高坝抗震参数世界第一、圆筒式尾水调压井规模世界第一、无压泄洪洞规模

世界第一、300米级高坝全坝使用低热水泥混凝土世界第一。截至2022年9月底，中国水电发

电装机容量4.1亿千瓦，同比增长5.8%，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16.53%。截至2022年11月底，

全国水电装机容量4.1亿千瓦，同比增长5.7%。2022年1-11月份，全国基建新增水电生产能

力2060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多投产122万千瓦。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水电市场评估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共十三章。首先介

绍了水力发电的定义、特点等，接着分析了国际水电开发、中国主要水系水能资源分布、国

内水电行业的发展环境及现状；然后具体介绍了中国水电农村电气化建设、主要地区水电行

业发展、水电开发建设管理、水电技术研究动向、水电设备行业的发展及重点水力发电企业

的经营状况；随后，报告对水电行业投融资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水电行业发展前景趋势做

出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能源局、水利部、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会、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以及国内外重

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

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水电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水电相关行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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