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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煤电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煤电行业相

关概述、中国煤电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煤电行业的现状、中国煤电行业竞争格局、对

中国煤电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煤电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煤

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煤电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煤电矛盾是影响我国经济生活的一个突出问题，其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ldquo;电煤涨价、电

价滞后、电企亏损、调价艰难、反复出现&rdquo;，2021年初疫情原因，叠加环保因素、供给

侧改革、以及企业对重资产扩张意愿等因素，煤炭供给出现了紧缺导致煤炭价格上涨，火电

企业成本大幅增加，但由于电力价格价格制定是政府、市场双轨制，导致火电企业出现亏损

。 

针对煤电矛盾凸显的情况，完善煤电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成为解决煤电矛盾的重要手段。在坚

持煤炭价格由市场形成的基础上，政府充分考虑煤炭生产成本和下游燃煤发电企业承受能力

，按照&ldquo;下限保煤、上限保电&rdquo;的原则，提出煤炭价格合理区间；并制定燃煤上网

电价&ldquo;基准价+浮动价&rdquo;机制，这项措施实现了价格机制的重大突破，从根本上理

顺了煤、电价格关系，有力促进了煤、电行业协同高质量发展。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煤电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2年我

国原煤产量累计值达449583.9万吨，期末总额比上年累计增长9%。指标2022年12月2022年11

月2022年10月2022年9月2022年8月2022年7月原煤产量当期值(万

吨)40269.339130.637009.538671.83704437266.3原煤产量累计值(万

吨)449583.9409407.9368539.7331565.4292933.9256151.4原煤产量同比增长(%)2.43.11.212.38.116.1

原煤产量累计增长(%)99.71011.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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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业务架构及经营情况 

（3）企业煤电业务布局及发展状况 

1）企业煤电业务生产端布局状况 



2）企业煤电业务销售及应用领域 

（4）企业煤电业务最新发展动向追踪 

1）企业煤电业务科研投入及创新成果追踪 

2）企业煤电业务投融资及兼并重组动态追踪 

9.3 中国电力代表性企业布局案例分析 

9.3.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2）企业业务架构及经营情况 

1）企业整体业务架构 

2）企业整体经营情况 

（3）企业煤电业务布局及发展状况 

1）企业煤电业务生产端布局状况 

2）企业煤电业务销售及应用领域 

（4）企业煤电业务最新发展动向追踪 

1）企业煤电业务科研投入及创新成果追踪 

2）企业煤电业务投融资及兼并重组动态追踪 

9.3.2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1）企业基本信息 

2）企业股权结构 

（2）企业业务架构及经营情况 

1）企业整体经营情况 

（3）企业煤电业务布局及发展状况 

1）企业煤电业务生产端布局状况 

2）企业煤电业务销售及应用领域 

（4）企业煤电业务最新发展动向追踪 

1）企业煤电业务科研投入及创新成果追踪 

2）企业煤电业务投融资及兼并重组动态追踪 

9.3.3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1）企业基本信息 

2）企业股权结构 



（2）企业业务架构及经营情况 

1）企业整体业务架构 

2）企业整体经营情况 

（3）企业煤电业务布局及发展状况 

1）企业煤电业务生产端布局状况 

2）企业煤电业务销售及应用领域 

（4）企业煤电业务最新发展动向追踪 

1）企业煤电业务投融资及兼并重组动态追踪 

2）企业煤电业务其他相关布局动态追踪 

9.3.4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历程及基本信息 

1）企业基本信息 

2）企业股权结构 

（2）企业业务架构及经营情况 

1）企业整体业务架构 

2）企业整体经营情况 

（3）企业煤电业务布局及发展状况 

1）企业煤电业务生产端布局状况 

2）企业煤电业务销售及应用领域 

（4）企业煤电业务最新发展动向追踪 

1）企业煤电业务科研投入及创新成果追踪 

2）企业煤电业务投融资及兼并重组动态追踪 

3）企业煤电业务其他相关布局动态追踪 

9.3.5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基本信息 

1）企业基本信息 

2）企业股权结构 

（2）企业业务架构及经营情况 

1）企业整体业务架构 

2）企业整体经营情况 

（3）企业煤电业务布局及发展状况 

1）企业煤电业务生产端布局状况 



2）企业煤电业务销售及应用领域 

（4）企业煤电业务最新发展动向追踪 

1）企业对外投资行业分布 

2）企业煤电业务其他相关布局动态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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