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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潮汐发电行业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共十五章。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

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气象局、中国电力行业协会、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报告重点对国内外潮汐

发电市场状况、国内外潮汐发电机组行业发展情况、潮汐发电设备市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

析。报告还对国家相关政策、行业发展趋势进行了介绍和研判，对潮汐发电行业竞争作了相

关分析，是潮汐发电运营企业、设备生产企业、科研单位、投资机构等单位准确了解目前中

国潮汐发电行业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可多得的精品。 

     潮汐发电，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今天，不仅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

更成为装备制造企业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商机。潮汐能作为一种可再生 能源，已成

为&quot;十二五&quot;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新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风能和太阳能相比，

潮汐能更为可靠，其发电量不会产生大的波动，而且不占用农田、不 污染环境，成本只有火

电的八分之一，而中国的潮汐资源丰富，为发展潮汐发电提供了充足的机遇。随着煤、石油

、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日益减少，能源短缺现象 日益加重，人们纷纷将能源发展重点转向

面积更加辽阔的大海。潮汐发电具有资源丰富、储备量大、可再生等特点，而且环保、无污

染，成为开发&quot;蓝色能源&quot;的重 点。认为，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背景下，潮汐发

电已经被我国列为&quot;十二五&quot;战略新兴产业规划中新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为装

备制造业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供了巨大商机，发展潜力巨大。潮汐发电对自然条件和设备

条件要求都比较高。潮汐发电是利用有潮汐的海湾、河口等有利地形，通过建筑拦水堤坝形

成水库，在 坝中或坝旁放置水轮发电机组，利用潮汐涨落时潮位的落差推动水轮机旋转，将

海水的势能和动能转化为电能。此外，由于潮汐发电是以海水为介质，发电设备常年 泡在海

水中，因此对设备防腐蚀、防海生物附着等方面有严格要求。 

　　中国有长达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加上5,000多个岛屿的 14,000多公里海岸线，共

约3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中蕴藏着丰富的潮汐能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潮汐能蕴藏量

为1.9亿千瓦，其中可供开发的约 3,850万千瓦，年发电量870亿千瓦时。根据中国海洋能资源

区划结果，我国沿海潮汐能可开发的潮汐电站坝址为424个，以浙江和福建沿海数量最多。经 

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潮汐发电技术日臻成熟，发电量已经居世界第三位，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与山东相比，浙江的潮汐资源更加丰富，据上世纪80年代普查成果统 计，浙江可开发的潮



汐能资源的装机容量为879.8万千瓦，约占全国总量的四成。新出炉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规划》明确，浙江省将综合开发包括潮汐 能在内的清洁能源。不过，潮汐发电对自然条

件的要求比较高。潮汐发电是利用海湾、河口等有利地形，建筑水堤，形成水库，以便大量

蓄积海水，并在坝中或坝旁 建造水力发电厂房，通过水轮发电机组进行发电。从发电原理来

说，潮汐发电和水力发电并无根本差别，但潮汐能源还有许多特殊之处。比如，潮汐电站以

海水为工 作介质，设备常年浸泡在海水中，对设备防腐蚀、防海生物附着的问题，都需要特

别考虑。 

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环境 

第一章 潮汐发电相关概述 

第一节 潮汐及潮汐能诠释 

一、潮汐定义及其形成 

二、潮汐能的概念 

三、潮汐能的利用方式 

第二节 潮汐发电简述 

一、潮汐发电定义 

二、潮汐发电的原理 

三、潮汐发电的主要形式 

四、潮汐发电的优缺点 

第二章 2011-2012年潮汐发电行业环境分析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 

三、城镇人员从业状况 

四、恩格尔系数分析 

五、2012-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第二节 中国潮汐发电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产业政策分析 

二、相关产业政策影响分析 

第三节 中国潮汐发电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中国潮汐发电技术发展概况 



二、中国潮汐发电产品工艺特点或流程 

三、中国潮汐发电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 行业发展现状 

第三章 2011-2012年潮汐发电行业国内外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潮汐发电行业国际市场分析 

一、潮汐发电国际需求规模分析 

二、潮汐发电国际市场增长趋势分析 

第二节 2011-2012年潮汐发电行业国内市场分析 

一、潮汐发电国内需求规模分析 

二、潮汐发电国内市场增长趋势分析 

第三节 潮汐发电行业未来发展预测分析 

第四章 2011-2012年国际潮汐发电行业发展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国际潮汐发电行业发展概况 

一、世界潮汐发电业历程回顾 

二、国际潮汐能发电行业状况 

三、国外潮汐能发电领域前沿技术 

第二节 2011-2012年国外主要潮汐发电站分析 

一、法国朗斯潮汐电站 

二、基斯拉雅潮汐电站 

三、加拿大安纳波利斯潮汐电站 

第三节 2012-2016年世界潮汐发电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五章 2011-2012年中国潮汐发电行业发展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中国潮汐能资源概述 

一、中国潮汐能资源量及分布状况 

二、中国潮汐能资源的特征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潮汐发电行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潮汐发电行业历程回顾 

二、潮汐电站的环境影响 

三、中国潮汐发电的技术水平简述 



第三节 2012年中国潮汐发电行业发展动态 

一、海洋能宝藏令人期待 

二、&quot;十二五&quot;海洋能发展思路敲定 

三、国内潮汐海洋能发电跻身新能源产业 

第四节 2011-2012年中国潮汐发电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一、技术层面存在的问题 

二、经济层面存在的问题 

三、大规模发展潮汐发电的对策建议 

第六章 2011-2012年中国潮汐发电设备产业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中国潮汐发电设备产业分析 

一、新型潮汐机组设备的设计 

二、新型潮汐机组设备的安装 

三、英国发明海底潮汐发电设备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潮汐发电设备产业运行分析 

一、中国大型潮汐机组出口实现突破 

二、国电集团成功研制先进潮汐发电机组 

三、龙源集团新型潮汐发电机组通过验收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潮汐发电设备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七章 2011-2012年中国电力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中国电力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2年1季度中国电力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电力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1-2012年中国电力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1-2012年中国电力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八章 2011-2012年潮汐发电行业相关产业分析 

第一节 潮汐发电行业产业链概述 

第二节 潮汐发电行业上游运行分析 

一、潮汐发电行业上游介绍 

二、潮汐发电行业上游发展状况分析 

三、潮汐发电行业上游对潮汐发电行业影响力分析 

第三节 潮汐发电行业下游运行分析 

一、潮汐发电行业下游介绍 

二、潮汐发电行业下游发展状况分析 

三、潮汐发电行业下游对潮汐发电行业影响力分析 

第三部分 行业发展格局 

第九章 2011-2012年中国潮汐发电行业区域发展格局分析 

第一节 江苏 

一、江苏海洋能资源简述 

二、江苏省潮汐能的特性分析 

三、江苏如东规划潮汐发电项目 

四、江苏省海洋功能分区规划 

第二节 浙江 

一、浙江潮汐能资源简述 

二、浙江开发大型潮汐电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三、发展浙江潮汐发电业的对策措施 

四、浙江三门县拟建国内最大规模潮汐电站 

五、浙江省海洋功能分区规划 

第三节 福建 

一、福建省海洋能开发利用状况 

二、福建沿岸及其岛屿潮汐能资源概况 

三、中广核获福建八尺门潮汐发电项目开发权 

第四节 广西 

一、广西海洋能资源简介 

二、广西沿海地区潮汐能的特性分析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分区规划 

第十章 2011-2012年中国潮汐发电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 潮汐发电发展现状分析 

第二节 潮汐发电市场竞争现状分析 

一、生产厂商之间的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三、替代品竞争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顾客议价能力 

第三节 潮汐发电行业发展驱动因素分析 

一、潮汐发电行业的长期增长性 

二、政府潮汐发电政策的变动 

三、潮汐发电全球化影响 

第十一章 2011-2012年潮汐发电产业渠道分析 

第一节 2011年国内潮汐发电产品的经销模式 

第二节 潮汐发电行业国际化营销模式分析 

第三节 2011年国内潮汐发电产品生产及销售投资运作模式分析 

一、国内生产企业投资运作模式 

二、国内营销企业投资运作模式 

三、外销与内销优势分析 



第十二章 2011-2012年中国主要潮汐能发电站运行情况分析 

第一节 温岭市江厦潮汐试验电站 

一、电站基本概况 

二、电站主要设备情况 

三、2011-2012年电站发电量情况 

四、2011-2012年电站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五、2011-2012年电站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六、2011-2012年电站成本费用情况 

第二节 乳山市白沙口潮汐发电站 

一、电站基本概况 

二、电站主要设备情况 

三、2011-2012年电站发电量情况 

四、2011-2012年电站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五、2011-2012年电站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六、2011-2012年电站成本费用情况 

第三节 沙山潮汐电站 

一、电站基本概况 

二、电站主要设备情况 

三、2011-2012年电站发电量情况 

四、2011-2012年电站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五、2011-2012年电站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六、2011-2012年电站成本费用情况 

第四节 海山潮汐电站 

一、电站基本概况 

二、电站主要设备情况 

三、2011-2012年电站发电量情况 

四、2011-2012年电站销售收入及盈利水平分析 

五、2011-2012年电站资产及负债情况分析 

六、2011-2012年电站成本费用情况 

第五节 其它潮汐电站 

一、浙江象山县岳浦潮汐电站 

二、江苏太仓县浏河潮汐电站 



三、广西饮州湾果子山潮汐电站 

四、福建平潭县幸福洋潮汐电站 

第十三章 2011-2012年中国主要潮汐发电设备企业运行情况分析 

第一节 浙富股份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产品信息 

三、2011-2012年企业产能分析 

四、2011-2012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五、2011-2012年企业财务分析 

六、2012-2016年企业发展战略 

第二节 东方电气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产品信息 

三、2011-2012年企业产能分析 

四、2011-2012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五、2011-2012年企业财务分析 

六、2012-2016年企业发展战略 

第三节 现代重工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产品信息 

三、2011-2012年企业产能分析 

四、2011-2012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五、2011-2012年企业财务分析 

六、2012-2016年企业发展战略 

第四节 泰豪科技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产品信息 

三、2011-2012年企业产能分析 

四、2011-2012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五、2011-2012年企业财务分析 

六、2012-2016年企业发展战略 



第五节 浙江中水 

一、企业基本概况 

二、企业产品信息 

三、2011-2012年企业产能分析 

四、2011-2012年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五、2011-2012年企业财务分析 

六、2012-2016年企业发展战略 

第四部分 行业投资前景 

第十四章 2012-2016年中国潮汐发电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潮汐发电行业前景预测 

一、中国潮汐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前景 

二、中国潮汐发电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三、2020年中国潮汐发电装机容量预测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潮汐发电产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潮汐发电量预测分析 

二、潮汐发电产业竞争预测分析 

三、潮汐发电需求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潮汐发电产业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五章 2012-2016年中国潮汐发电产业投资机会与风险研究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潮汐发电产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地区投资机会研究 

二、行业投资机会研究 

三、资源开发投资机会研究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潮汐发电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分析 

二、市场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四、财务风险分析 

五、经营风险分析 

第三节 专家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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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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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