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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0-2015年中国智能电网市场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内容介绍：

　　【报告描述】

　　2006年，美国IBM公司曾与全球电力专业研究机构、电力企业合作开发了“智能电网”解

决方案。这一方案被形象比喻为电力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电力公司可以通过使用传感

器、计量表、数字控件和分析工具，自动监控电网，优化电网性能、防止断电、更快地恢复

供电，消费者对电力使用的管理也可细化到每个联网的装置。这个可以看作智能电网最完整

的一个解决方案，标志着智能电网概念的正式诞生。

　　2009年1月，奥巴马发布了《复苏计划尺度报告》，宣布将铺设或更新3000英里输电线路

，并为4000万美国家庭安装智能电表。美国推出了自己的智能电网改造计划，中国将是继美

国之后第二个实施此战略的国家。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正在全面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

、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坚强电网为基础，以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互动化为特征的自主

创新、国际领先的坚强智能电网。中国发展智能电网应该具有中国式的特点，我国的智能电

网将主要以特高压电网为主干电网，中国式智能电网将定义为坚强的智能的电网。

　　国家电网首次公布了智能电网的规划：2009年-2010年是规划试点阶段，重点开展坚强智

能电网发展规划，制定技术和管理标准，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设备研制，开展各环节的试点

；2011年-2015年是全面建设阶段，将加快特高压电网和城乡配电网建设，初步形成智能电网

运行控制和互动服务体系，关键技术和装备实现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2016年-2020年是引领

提升阶段，将全面建成统一的坚强智能电网，技术和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智能电网

将在地区实行试点，然后在全国实行推广。目前我国政府正在研究中国智能电网的发展战略

和投资规划，国家电网也在积极准备建设智能电网。预计2009年7月将会出台我国未来智能电

网的发展规划。

　　从发展智能电网的深度和广度考虑，两大电网公司未来在智能电网方面的总投资将不低

于2000亿，2015年之前将完成主要框架建设。投资构成上，结合中国式电网的几大部分目前

的状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预计，智能电网的投资构成上，不考虑大规模储能装置，配

网自动化和用户侧系统将占40%，智能变电站占20%、智能调度占15%、柔性输电系统（含清

洁能源接入侧设备）占10%，其他投资占15%。智能电网是未来中国电网新的投资方向，将成

为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的综合应用平台，拉动相关产业需求。

　　《2010-2015年中国智能电网(智能电网市场发展分析)市场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共

八章，首先介绍了智能电网的定义、优点、构成及应用，接着分析了中国电力工业和电网建

设发展情况，然后具体介绍了世界及中国智能电网(智能电网市场调研)发展现状、智能电网



产业链的发展情况，并对中国智能电网相关企业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析了智能电网未来发展

前景。“2010-2015年中国智能电网(智能电网市场发展分析)市场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智能电网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正

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2010-2015年中国智能电网(智能电网市场发展分析)市场

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智能电网产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

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

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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