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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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煤电一体化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煤电一体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煤电一体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煤电一体化行业的现

状、中国煤电一体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煤电一体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煤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煤电一体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煤电一体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未显示数据请查阅正文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煤电一体化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23年上半年我国原煤产量累计值达230053.6万吨，期末总额比上年累计增长4.4%。         指

标   2023年6月   2023年5月   2023年4月   2023年3月   2023年2月       原煤产量当期值(万吨)   39009.3

  38545.6   38145   41722.5   　       原煤产量累计值(万吨)   230053.6   191191.4   152673.6   115302.7  

73423.2       原煤产量同比增长(%)   2.5   4.2   4.5   4.3   　       原煤产量累计增长(%)   4.4   4.8   4.8  

5.5   5.8

第一章中国煤电一体化发展综述

第一节 煤电一体化定义

一、煤电一体化定义

二、煤电一体化特征

第二节 煤电一体化意义分析

一、宏观意义分析

（1）推动能源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2）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缓解运输压力

（3）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4）保证社会稳定

二、微观意义分析

（1）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2）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

（3）有利于加强生产运营管理

（4）可获得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

第三节 煤电一体化必要性分析



一、保障能源安全的要求

二、市场经济的要求

三、资源禀赋性的要求

四、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第四节 煤电一体化优越性分析

一、可以提高经济效益

二、可以减轻运输压力

三、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

四、具有多重环保效益

五、可以减少煤电的逆向互供

六、可以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组

第二章中国煤、电行业发展与矛盾分析

第一节 煤炭行业发展现状与壁垒分析

一、煤炭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二、煤炭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1）煤炭行业资源分析

（2）煤炭行业供给情况

（3）煤炭行业需求情况

（4）煤炭行业运输情况

（5）煤炭行业价格走势

三、煤炭行业进入、退出壁垒分析

第二节 火电行业发展现状与壁垒分析

一、火电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二、火电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1）火电行业建设投资情况

（2）火电行业装机容量分析

1）火电新增装机容量分析

2）火电累计装机容量分析

3）火电装机容量地区分布

（3）火电行业发电量分析

（4）火电行业耗煤情况分析

1）火电行业耗煤量



2）火电供电标煤耗

三、火电行业进入、退出壁垒分析

第三节 煤、电关系与矛盾分析

一、煤炭行业与电力行业关系分析

（1）煤炭是电力行业发展的基础能源

（2）电力行业是煤炭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煤炭价格与发电价格关系分析

（1）煤炭行业的价格体制分析

（2）发电行业的价格体制分析

（3）煤炭、发电行业的价格关系分析

三、煤炭与电力行业突出问题分析

四、煤炭与电力行业矛盾成因分析

第三章中国煤电一体化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 中国煤电一体化发展环境分析

一、煤电一体化政策环境分析

二、煤电一体化经济环境分析

三、煤电一体化技术环境分析

四、煤电一体化社会环境分析

第二节 中国煤电一体化发展分析

一、国际煤电一体化发展与经验借鉴

（1）国际煤电一体化发展分析

（2）国际煤电一体化经验借鉴

二、中国煤电一体化发展分析

（1）中国煤电一体化发展原则

（2）煤电一体化发展关键条件

（3）中国煤电一体化发展回顾

（4）中国煤电一体化发展现状

（5）中国煤电一体化发展特点

第三节 重点地区煤电一体化发展分析

一、内蒙古煤电一体化发展分析

二、山西煤电一体化发展分析

三、陕西煤电一体化发展分析



四、贵州煤电一体化发展分析

五、新疆煤电一体化发展分析

六、宁夏煤电一体化发展分析

七、甘肃煤电一体化发展分析

第四节 中国煤电一体化问题研究

一、煤电一体化项目建设关注问题分析

（1）电厂煤质资料问题

（2）厂址问题

（3）厂区总平面布置问题

（4）坐标系及高程系选取问题

（5）运煤系统问题

（6）与煤矿公用设施共用问题

（7）煤电一体化项目财务评价问题

二、煤电一体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1）面临的体制问题

（2）面临的价格问题

（3）面临的适应能力问题

第五节 中国煤电一体化趋势预测

一、煤炭行业趋势预测

二、电力行业趋势预测

三、煤电一体化发展趋势

四、煤电一体化趋势预测

第四章中国煤电一体化典型模式分析

第一节 伊敏模式分析

一、伊敏模式的产生

（1）伊敏煤电一体化可行性

（2）伊敏模式内涵

二、伊敏模式的发展

（1）创业初期发展历程

（2）创业初期企业管理

（3）投产期发展历程

（4）投产期企业管理



三、伊敏模式现状及经济指标分析

（1）伊敏模式现状

（2）伊敏模式生产流程

（3）伊敏模式经营效益

四、伊敏模式的优势、不足及存在意义

（1）伊敏模式优势分析

（2）伊敏模式不足分析

（3）伊敏模式存在意义

五、伊敏模式经验借鉴

第二节 神华模式分析

一、神华模式的核心特征

（1）大胆创新

（2）&ldquo;煤-路-港-电-煤&rdquo;制油和煤化工一体化运营

（3）全力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

（4）生产运营与资本运营并举

（5）走可持继发展道路

二、神华模式经验借鉴

（1）规模化经营

（2）加快铁路网建设

（3）促进煤电适度联营

（4）煤炭企业应适度延伸产业链

第三节 淮南模式分析

一、淮南模式特点

（1）淮南模式构建特点

（2）淮南模式管理特点

二、淮南模式创新管理

（1）理念与文化创新

（2）制度创新

（3）机制创新

三、淮南模式带来效益分析

四、淮南模式面临的问题

第四节 山西焦煤模式分析



一、山西焦煤模式特点分析

二、山西焦煤模式的发展

第五节 鲁能模式分析

一、鲁能模式特点分析

二、鲁能模式的发展

第五章中国煤电一体化利益机制分析

第一节 煤电一体化经营模式分析

一、煤办电一体化

二、电并煤一体化

三、煤-电-运一体化

四、煤-电-油-运一体化

第二节 煤电一体化运行机制分析

一、建立科学的电价体系

二、合理规划与科学引导

三、做好项目的前期规划和可行性论证

四、开展多层次、多方式的煤电一体化

五、建立合理有效的市场机制

第三节 煤电一体化利益博弈分析

一、煤、电企业联营收益的Staeke1berg博弈模型

二、区域市场煤、电企业联营收益模型分析

三、区域市场煤、电企业联营的形成条件

第四节 煤电一体化利益机制构建和运行

一、煤电一体化利益机制构建的前提和依据

二、煤电一体化利益分配方法

三、煤电一体化利益分配原则

四、煤电一体化利益机制运行的动力

第五节 煤电利益机制构建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电价形成机制

二、建立煤电供应长效机制

三、不断完善价格机制和监管措施

四、加快电煤运输铁路建设进度

五、设计合理利益分配方式



六、加强领导、团结协作

七、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

八、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

九、适度发挥政府在公共领域的调控作用

第六章中国煤电一体化项目财务评价分析

第一节 煤电一体化项目财务评价概述

一、煤电一体化项目的经济特性

（1）资金密集性和长期性

（2）逐利性和国民经济特性

（3）规模经济性

（4）外部经济特性

（5）非完全市场竞争性

二、煤电一体化项目财务评价的意义

三、煤电一体化项目财务评价的特点

（1）整体性和系统性

（2）更注重成本领先优势

（3）评价指标和方法的复杂性

第二节 煤电一体化项目财务评价的理论与模式

一、煤电一体化项目财务评价的理论基础

（1）财务评价的目的

（2）财务评价的内容

（3）财务评价的程序

二、煤电一体化项目财务评价的基本模式

（1）单一系统评价模式

（2）内部结算评价模式

第三节 煤电一体化项目财务评价过程分析

一、基本参数的确定

（1）计算期的确定

（2）基准折现率的确定

1）确定原则

2）煤电一体化项目折现率的影响因素

3）煤电一体化项目折现率确定的方法



二、项目总投资估算

三、效益费用分析

（1）收入的确定

（2）成本费用分析

（3）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

（4）煤炭项目回报率的确定

（5）矿产资源使用成本的计入

（6）财务费用及还本付息

四、现金流量分析

第四节 雨汪煤电一体化项目财务评价分析

一、项目概况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计划

（1）总投入资金估算

（2）资金筹措及运用

（3）资产估算

三、费用及效益

（1）电厂成本测算

（2）煤矿成本测算

（3）营业收入测算

四、资金成本及基本折现率

（1）资金成本

（2）基准收益率的确定

五、财务分析

（1）盈利能力

（2）偿债能力

（3）财务生存能力分析

（4）电价测算

六、风险评价

（1）风险分析

（2）盈亏平衡分析

（3）敏感性分析

（4）临界点分析



第七章中国煤电一体化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第一节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二节  华能伊敏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三节  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四节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五节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第八章中国煤电一体化项目风险与融资分析

第一节 煤电一体化项目风险分析

一、煤电一体化项目一般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分析

（2）投资及融资风险分析

（3）通货膨胀风险分析



（4）工程技术及建设条件风险分析

（5）经营管理风险分析

（6）金融风险分析

二、煤电一体化项目特殊风险分析

（1）资源风险分析

（2）煤电匹配风险分析

（3）机会成本风险分析分析

第二节 煤电一体化项目融资分析

一、煤电一体化项目融资结构

（1）项目融资法律结构分析

（2）项目融资资本结构分析

二、煤电一体化项目融资模式

三、煤电一体化项目融资渠道

（1）项目融资股本金筹措

（2）项目融资准股本金筹措

（3）项目融资债务筹措

第三节 煤电一体化发展建议

一、鼓励煤电一体化发展

二、建立煤电一体化组织结构

三、调整和优化电力行业结构

四、加强煤炭产业宏观调控

五、推进煤电与运输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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