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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 描 述 〗

　　国际国内能源环境决定了“优化发展煤电”是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基本方针；而一次能

源与能源需求分布的不平衡决定了跨区资源配置的重要性。

 

　　中国电力供需正由相对紧张逐步向平衡转化，2008—2010年将相对富裕。预计2010年全社

会用电量达39800亿千瓦时，装机接近86亿千瓦，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约4800小时，相当

于2006年的状态。与此同时，由于电网瓶颈导致的负荷平衡缺口仍可能存在；不同区域供需

形势有显著差别。

 

　　电力生产行业效益水平在煤电联动电价上调的影响下逐步回升，未来将受“电煤价格平

稳、三次联动有望启动、发电设备利用率下降”等外部因素以及煤耗水平下降等内部因素的

综合影响，有望继续提升。

 

　　在实行规模扩张战略的同时，资本运作成为电力企业优化布局、抵御风险、寻求发展的

重要手段，“十一五”期间行业整体集中度将有所提升。

 

　　“十一五”期间电力改革将继续深化。电监会主导的区域市场竞价上网、国网公司主导

的三级电力市场同步发展，前景不明。

 

　　当前电站投资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是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比重高的领域，控制电站项

目风险对于银行信贷风险控制至关重要。

 

　　宏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将是全行业要面对的主要风险，电源结构调整、行业整合、资

本市场环境趋好等因素为业内企业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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