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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小水电属于非碳清洁能源，既不存在资源枯竭问题，又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是中国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地制宜地开发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把水力资源转变

成高品位的电能，不仅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少边山穷地区)的脱贫致富，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也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

   从目前来看，小水电的发展已经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发展前景看好。水利部对21世纪头20

年我国小水电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300个装机10万千瓦以上的小

水电大县，100个装机2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小水电基地，40个装机100万千瓦以上的特大型小水

电基地，10个装机500万千瓦以上的小水电强省。

   以 2011 年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参考指标，以 2017 年水电装机容量为基数，根据预测

2018 年全年新增装机预测值为1255.58 万千瓦，根据往年长江区域装机占比， 2018 年长江区域

装机量预期为 21578.49 万千瓦。以 2018 年装机容量为基数，预计 2018 年长江流域水电发电合

计为 7929.53 亿千瓦时，以 2017 年装机容量作保守性测算，长江流域水电发电合计为 7627.78 

亿千瓦时，分别相较 2017年增长 438.53 亿千瓦时、 136.78 亿千瓦时。 2010-2017 年长江上下游

各省份水电装机总量（万千瓦）

   根据 2015-2017 年长江流域水电消纳量及发电量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2015-2017年水电发电过

剩量分别为1547.56、1883.40、2017.00亿千瓦时。按照 2017 年的消纳量同比增速，粗估 2018 年

消纳量为5845.63 亿千 瓦时 ，对比测 算 ，仍 分别 存在1782.15-2083.91 亿千瓦时的过剩电量。

所以，在综合考虑降水骤减情况下，对水电平均利用小时数的直接影响后， 2018 年长江流域

发电量仍然处于过剩状态，而对可能产生的煤电动力煤替代性需求相对较弱。2015-2018年中

国长江流域各省市水电消纳量（亿千瓦时）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小水电市场深度评估与战略咨询报告》共十章。首先

介绍了中国小水电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小水电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小水电行业

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小水电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小水电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小水电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小水电产业有个系统

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小水电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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